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內地
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
指數（PPI）均表現疲軟，低於歷史同期水
平，尤其是PPI連續26個月為負數，逼近90年
代末32個月負增長的歷史低點。專家指出，工
業生產領域持續的通縮狀態，反映當前內地總
需求不足，經濟仍面臨下行壓力。專家認為，
若經濟加速回落，外匯佔款大幅下降，那麼降
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都是備選，「但現在降
準的信號還沒有出現」。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指出，
按以往慣例3月過後「春暖花開」，企業開工會
趨於活躍，3月和4月CPI數據會有所回升，但今
年3月和4月CPI環比都是下降，顯示消費品需

求不旺，而PPI持續回落也表明製造業生產領域
仍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庫存壓力巨大，要加大
力度淘汰落後。不過，牛犁認為，目前大的政策
基調並沒有改變，要改革要結構調整就必須承受
經濟下行帶來的陣痛。
專家指出，考慮到調結構的中長期目標，中
央可以容忍更低的經濟增長率，而目前穩增長
更多是依靠加快財政支出，定向進行投資微刺
激的方式進行。從貨幣政策層面看，銀行間資
金利率近期保持相對低位，在經濟前景沒有顯
著惡化前，大規模的貨幣寬鬆難見。

穩增長政策集腋成裘
申萬證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則預

計，二季度貨幣環境還是相對寬鬆，除非經濟
加速回落，外匯佔款大幅下降，那麼降準降息
都是備選，「但現在降準的信號還沒有出
現」。
4月開始中央推出棚戶區改造、鐵路投資，

小微企業減稅、下調縣域金融機構的存準率等
穩增長措施。近日中國鐵總再次調高全年鐵路
投資總額至8,000億元以上，這不僅比年初
6,300億元的「基調」提高了27%，而且直逼
2010年8,426億元的鐵路投資最高紀錄。分析
認為，目前穩增長政策持續發
力，將起到積少成多、集腋成裘
的效果，實現經濟的企穩，同時
降低了總量寬鬆的可能性。

經濟存下行壓力 惟降準信號未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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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

內需疲弱 通脹PPI雙降
CPI漲1.8%創18月新低 料穩增長微寬鬆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周五公

布，受鮮菜和豬肉價格下跌的推動，4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同比上漲1.8%，為18個月來新低；當月工業生產者出廠

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2%，已連續26月負增長，環比更連續

四個月回落，凸顯製造業壓力沉重。專家分析，數據顯示當前

內需疲軟，經濟下行壓力大，物價形勢穩定，但PPI可能較長

一段時間內繼續在通縮區間運行，在此背景下預計穩增長政策

還將繼續釋放，目前略微寬鬆的貨幣政策亦有望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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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月通脹按年漲內地上月通脹按年漲11..88%%，，
創創1818個月新低個月新低，，令市場憂慮會令市場憂慮會
有通縮的可能有通縮的可能。。 新華社新華社

數據顯示，4月CPI同比上漲1.8%，漲幅較
上月回落0.6個百分點。其中，城市上漲

1.9%，農村上漲1.6%；食品價格上漲2.3%，非
食品價格上漲1.6%；消費品價格上漲1.4%，服
務價格上漲2.7%。1-4月平均CPI比去年同期上
漲2.2%。從環比看，4月CPI下降0.3%。

天氣回暖 菜肉價急跌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對CPI數據
進行解讀指出，4月CPI漲幅回落較多主要原因有
二：一是去年4月受「倒春寒」影響鮮菜價格大幅
上漲，而今年4月天氣快速回暖導致鮮菜價格大幅
下跌，兩相比較導致鮮菜價格同比下降7.9%，影
響CPI同比下降0.28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受供大於求的影響，豬肉價格連續

四個月同比下降，4月份降幅為7.2%，影響CPI

同比下降0.21個百分點。環比數據來看，4月鮮
菜和豬肉價格下降，合計影響CPI下降0.51個百
分點，超過環比整體降幅。

消費偏弱 製造業乏力
綜合各種因素分析，余秋梅預計，未來物價仍

將保持溫和上漲態勢，4月份的CPI同比漲幅可
能是上半年的低點。不過專家普遍認為，全年來
看，即使肉類價格明顯反彈，也很難會對CPI造
成上行壓力。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4月服務價格同比上

漲2.7%，年初以來處在逐月下降通道中，且低
於去年全年2.9%的升幅，反映出整體消費需求
依然偏弱。同時，PPI同比已經連續26個月為負
增長，環比下降0.2%，連續四個月負增長，顯
示製造業擴張乏力，短期來看PPI轉正無望。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4月CPI
和PPI雙雙低於預期，顯示出需求疲弱仍持續。未
來價格仍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穩增長宜持續。

央行：產能過剩嚴重
中國央行在近期發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

告中分析稱，當前價格形勢基本穩定。當前外部
環境相對平穩，國內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貨幣
環境相對穩定，工業生產能力較為充足，加之基
數因素的影響與上年大體持平，都有利於CPI繼
續保持基本穩定。
同時，PPI同比增速較長時間維持在負值區間
運行，央行稱，這反映出產能過剩問題較為嚴
重，同時也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等有關。未
來 PPI 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動能恢復和
去產能進展等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內地工
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下降，業界認為
這反映了經濟增速放緩。目前內地工業原材料等
價格都在下降，整體消費也趨低迷，不少企業通
過調低產品的出廠價格來應對。
順德區宏興物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錦標表示，
現在經濟處於一個通縮狀況、銀行進入高利息時
代，企業運作進入困難期，都在追求低成本，原
材料的下降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前的趨勢。但人
力成本、資金成本、土地成本卻上升，企業利潤
進一步攤薄，原材料的下降和其他因素的上升達

到一個平衡點，讓企業仍有微利可圖。他認為，
目前內地製造業在底部徘徊，整個市場仍處於供
大於求的狀況，等一部分過剩產能淘汰後，製造
業才能緩過來渡過難關。

LED行業高利潤不再
廣東飛輪科技實業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玩具的

企業，內外銷兼備，目前各佔50%的業務比重。
該公司企劃部經理謝樹峰表示，出口產品和內銷
產品從定位到價格都有很大差別，在國外主推高
科技附加值的遙控系列產品，而在國內則可能主

推普通電動玩具，這樣兩個市場的消費者對相關
價格都能接受。但整體上內銷並沒有下調價格，
因為每年都推的新品，但也不會調高價格，內地
中低端消費者對價格很敏感。
記者採訪也發現，不同行業的企業的價格策略

也是不同的。廣東昭信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營銷總
經理高興明則指，目前大多LED相關企業的產
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浮。他指，這可能這個行業
的特性相關。此前，LED行業也經歷了高利潤
期，現進入行業的工廠越來越多，導致競爭趨勢
加劇，產能供過於求，導致產品的價格下降。同
時，相關原材料價格也在下滑，使得相關企業出
廠價格也有部分下調空間。

滬蘇浙皖社會經濟情況 ■製表：記者 王玨

面積 人口 GDP（2013年） GDP全國排名
上海 6,340.5平方公里 2,500萬 2.33萬億人民幣 11
江蘇 102,600平方公里 7,920萬 5.9萬億人民幣 2
浙江 101,800平方公里 5,477萬 3.75萬億人民幣 4
安徽 140,000平方公里 7,002萬 1.9萬億人民幣 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國社科院昨天發布2014年《城市競爭力藍皮
書》，藍皮書認為中國長三角地區已經在原有
基礎上浮現出一個更大範圍的世界超級經濟
區，並將帶動中國區域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
化。預計至2020年，這一世界超級經濟區將
在綜合經濟、交通體系、市場體系、產業體系
等領域實現全面一體化，範圍包括北至隴海
線，南抵浙南山區，西至京九線，東臨黃海、
東海的廣袤空間，涵蓋滬、蘇、浙、皖的40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
藍皮書指出，從時間維度上看，隨着交通基

礎設施條件的迅速改善，長三角以上海為中心
的「兩小時經濟圈」的空間範圍不斷擴大，各
節點城市到中心城市上海的最短時間距離迅速

縮短，預計至2020年，長三角「兩小時經濟
圈」將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全境以及安徽除
亳州以外的總共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屆
時，所有城市與中心城市上海之間的最短往返
通勤時間將控制在4小時之內，能夠實現當日
工作往返，長三角將全面邁向「當日經濟」；
而從空間上看，長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影響範
圍不斷擴大，其對外圍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平穩
上升，預料到2020年，長三角將形成以上海
為中心，北至連雲港、徐州，西至安慶、六
安，南至溫州、麗水，包括滬、蘇、浙、皖
40個城市的「超級經濟區」。

珠三角創新力弱增長慢
對於和長三角同為中國最具活力經濟區的珠

三角，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
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指出，從區域一體化進
程來說，長三角的起步更早、水平更高，目
前，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產業結構，都處於
領先水平。他認為，珠三角曾經憑着經濟垂直
分工為主導的與港澳「前店後廠」合作模式，
成為三大經濟圈中率先發展起來的一極，但是
這一模式卻直接導致該地區資源過於分散和產
業同構的現象，各城市間彼此協調程度很低，
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核心城市，導致城市群結構
失衡，無序競爭現象嚴重；加之隨着港澳在全
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出現下滑，對珠三角其它
城市經濟的帶動作用開始減弱，珠三角轉型升
級慢且創新驅動力弱，有增長乏力之憂，其經
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尋找更有力的支撐。

滬蘇浙皖或成世界超級經濟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昨天
發布的2014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出，京津冀、長
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的空氣污染最為嚴
重，不但京津冀城市未有一個入圍生態城市競爭力十
強，而且根據2013年環保部監測數據，中國74個大中城
市，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城市，京津冀佔了7個，反映
出生態城市競爭力是京津冀城市共同的短板。北京市
2013年生態城市競爭力僅在排名第92位，天津市為第
151位，石家莊更是僅排第236位，整個京津冀地區面臨
着十分嚴峻的環境形勢。

香港生活優質跑贏內地
根據藍皮書排名，生態城市競爭力前十名的城市依次

是：香港、黃山、澳門、鄂爾多斯、十堰、揚州、南
寧、咸寧、大連、三明。課題組認為，香港特區政府近
幾年在竭力打造健康優質的生活環境上，推行了一系列
環境保護政策和措施以及各種提高公眾環保生活意識的
計劃，目前香港的空氣、水質均有較大幅度的改變，同
時香港提出了提高能源效益，推出《建築物能源效益守
則》，通過立法和非立法渠道進一步推廣減廢及回收，
在創建生態城市方面領先內地所有城市。
在最具生態競爭力的前五十個城市中，除港澳地區

外，數量和比例最高的是東南地區，共有15個城市，佔
27%；其次是中部地區有14個城市，佔比為17.5%；數
量和比例最低的是環渤海和東北地區，都只有2個城
市，佔比分別為6.5%、5.9%，這說明，環渤海和東北地
區城市的生態競爭力整體水平很低。
藍皮書認為，隨着內地城鎮化的發展，城市生態環境問題

日益嚴重，近兩年，霧霾成為中國環境惡化的最突出的問
題，而且還在不斷惡化，近兩年霧霾在北方很多城市年年
「準時報到」，尤其是京津冀地區，包括北京、石家莊、邢
台等城市，霧霾的到來成為冬季的「正常現象」。除了霧
霾，水污染、植被破壞等問題也都呈現常態化趨勢。

生態城市（Eco-City），是一種趨向盡可
能降低對於能源、水或是食物等必需品的需
求量，也盡可能降低廢熱、二氧化碳、甲烷
與廢水的排放的城市。這一概念是在70年

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AB)」計劃研
究過程中提出的，一經出現，立刻就受到全球的廣泛關
注。關於生態城市概念眾說紛紜，至今還沒有公認的確切
的定義。一般認為，從廣義上講，是建立在人類對人與自
然關係更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新的文化觀，是按照生態學原
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的新型社會關
係，是有效的利用環境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的生產和
生活方式。狹義的講，就是按照生態學原理進行城市設
計，建立高效、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環
境。 ■記者 王玨

供大於求 企業逼減價

降排放建生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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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及蘇浙等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及蘇浙等
地地，，有機會成為世界超級經濟區有機會成為世界超級經濟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