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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確定意向創始成員國57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主導的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陣
容昨日正式亮相，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覆蓋五大洲，
囊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陣容龐大
遠超去年組建之初的預期。今後，其他國家仍可加入
亞投行，但只能作為普通成員國。專家表示，相對普
通成員國，創始成員國有權制定章程、持股比例相對
較高且有資格獲得董事席位。
據財政部網站消息，昨日經現有意向創始成員國同

意，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島、葡萄
牙、波蘭也趕上了末班車，正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
成員國。

日後加入只能作普通成員國
籌建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財政部副部長

史耀斌表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共有57個，其中
域內國家37個、域外國家20個，涵蓋亞洲、大洋洲、
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史耀斌稱，亞投行是開
放、包容的多邊開發銀行，雖然接收意向創始成員國
已截止，但今後仍會繼續吸收新成員，不過只能作普
通成員國。各方在今後的章程談判和磋商中，將就吸
收新成員的程序和規則等作出安排。

本月底及下月底開會「立規矩」
對於亞投行籌建進程，史耀斌表示，各方將於今年4

月底和5月底分別在北京和新加坡舉行籌建亞投行第四
次和第五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商定亞投行章程草
案，並於6月底前簽署章程。此外，亞投行將根據公
開、透明、擇優的原則選聘行長和高層管理人員。根
據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通行做法，亞投行將在正式成

立後召開部長級理事會任命首任行長。
在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的合作方面，史耀斌說，

作為亞投行發起方和世行、亞開行重要股東國，在亞
投行籌建以及未來運作過程中，中方都將積極推動亞
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知識共
享、能力建設、人員交流、項目融資等方面開展合
作。
眾多國家爭相作創始成員國，相對普通成員國，創

始成員國享有一定權利及優勢地位。中國銀行國際金
融研究所研究員高玉偉表示，一方面，創始成員國有
權制定章程，普通成員國只能遵守已有規則，對創始
成員國達成一致的規則不得更改。另一方面，持股比
例和投票權掛鈎，決策權上有差別。創始成員國持股
比例會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無限制，普通成員國
在持股比例上有限制。再者，董事席位只在創始成員
國中產生，普通成員國沒有董事席位。
此外，創始國有設立「保留條款」的權力，非創始

成員國沒有。也就是說，某國家在簽署某個國際條約
時，如果對某個條款有意見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
留，那麼這個條款就可以不適用在這個國家，而其他
沒提出保留的國家就得適用這一條款。

亞投行57意向創始成員國分佈
亞洲34國
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印尼、伊

朗、約旦、哈薩克斯坦、韓國、科威特、吉爾吉斯斯
坦、老撾、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緬甸、尼泊
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塔爾、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斯里蘭卡、塔吉克斯坦、泰國、格魯吉亞、土
耳其、阿聯酋、烏茲別克斯坦、越南、以色列、阿塞拜
疆
歐洲18國
奧地利、丹麥、法國、芬蘭、德國、意大利、盧森

堡、馬耳他、荷蘭、挪威、俄羅斯、西班牙、瑞士、
英國、瑞典、冰島、葡萄牙、波蘭
大洋洲2國
澳洲、新西蘭
非洲2國
埃及、南非
南美洲1國
巴西

■記者海巖整理

■■史耀斌史耀斌（（右右））昨日就亞投行籌昨日就亞投行籌
建問題接受記者專訪建問題接受記者專訪。。 新華社新華社

內地首季GDP增7%
李克強：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

6 低年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

發佈，今年一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
7.0%，增速較去年四季度回落了0.3個百分點，創6年來
單季最低增速。雖然首季經濟最終站穩在7%這一目標之
上，國家統計局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表示，短期內國際
調整格局以及國內經濟調整格局不太容易改變，中國經濟
仍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另據香港電台報道，總理李克強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指現在人民幣總體上處於基
本穩定水平，他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因為中國不
能靠貶值來刺激出口，不注重擴大內需；否則中國的經濟
結構很難得到調整。

李克強說，要把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不單要實現7%左右的
增長率，而且要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環境

有所改善。他又說，中國目前經濟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今年再
增長7%左右的速度，應該說是不容易的。
內地經濟數據顯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140,667億元，
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0%，預期增長7%，去年四季度增長
7.3%；環比增長1.3%，亦創有此統計數據以來單季增速最低，預期增
長1.4%，去年四季度增長1.5%。
盛來運認為，儘管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略有回落，但是經濟運行總
體在平穩區間。7%的速度在國際範圍看仍然較高，而且在基數較高的
情況下，7%的增量也較大，經濟從增長指標來講沒有滑出合理區間。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7%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
發展同步，能耗強度下降3.1%以上。

居民收入增速跑贏GDP
盛來運表示，一季度調查失業率在5.1%左右，總體比較穩定。居民
消費價格指數也在低位運行平穩，3月CPI同比增長1.4%。收入增長較
為平穩，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1%，高於GDP增
速。一季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6%，高於預期目標。
經濟結構調整在穩步推進，從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
節能降耗這些主要指標都能得到反映。
此外，服務業發展仍在加快，經濟結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型主導轉
型的趨勢更明顯。數據顯示，2013年第三產業佔GDP比重46.9%，此
數據在2014年提高到48.2%，今年一季度達到了51.6%，比重進一步
提高。
從需求角度看，雖然投資增速在放緩，但消費增長仍比較穩健，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季度為70,71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6%，扣除
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8%，和去年基本持平。
對於未來經濟形勢，盛來運分析，短期內國際調整格局以及國內經

濟調整格局不太容易改變，所以經濟仍然會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

「新四化」成經濟增長動力
但從中長期而言，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增

長動力的基本面並沒有根本改變。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
息化仍然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新四化」會帶來新
會帶來新投資需求，是重要的動力來源。

指標 同比增速
GDP 7%
工業增加值 6.4%
固定資產投資 13.5%
房地產投資 8.5%
消費品零售額 10.6%
進出口 -6.0%
CPI 1.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4%
廣義貨幣供應量M2 11.6%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 -5.6%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記者海巖整理

內地一季度主要經濟指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一季度
GDP繼續放緩至7%，經濟下行壓力仍在。不少經
濟學家認為，二季度將成為推行溫和刺激政策的
重要窗口，穩增長政策有望繼續加碼，降息降準
等「重拳」有可能在4月打出。

宏觀政策未達調控初衷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目前宏觀政
策並未達到調控的初衷，比如，利率有所下降但
並不明顯，實際利率在CPI、PPI雙雙下滑的情況
下也在上升，信貸雖然有6,000億元的增量，但有
部分是屬於表外轉到表內，並且社會融資規模出
現絕對值的負增長，這與經濟實際運行所需不能

匹配。此外，M2為11.6%偏低，如果按照餘額來
統計，可能10%都不到。
連平認為，在經濟下行時貨幣政策應穩健偏

鬆，但實際運行中卻是穩健偏緊，下一步貨幣政
策應該進一步寬鬆。二季度準備金率應該下調1至
2次，以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此外，不排除繼續降
息的可能，但必須配合數量工具。

預計二季度降息一次
參加了前日總理經濟座談會的瑞銀集團中國首

席經濟學家汪濤也指出，一季度經濟數據下滑並
不意外，但未來三個季度都以一季度環比增速增
長，今年全年要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會比較困難。

汪濤預計，下一階段仍需要加大力度穩增長，
尤其是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同時要加快
財政資金投放，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資金也應發
力。當前看，降息更具迫切性，在通縮壓力之
下，企業實際資金成本和債務成本在上升，預計
二季度還會降息一次，全年還有兩次降息。由於
央行有多種投放流動性的政策工具，降準還需要
等待時機，預計4月存準率將維持穩定。
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則指出，要實現保

全年7%的目標，保增長需要出重拳。穩
匯、降息、降準、增支、減稅五個方面
尤其是降息降準和投資的力度都將明顯
加大，4月有望出台降息和降準。

穩增長料續加碼出重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雖然一季度中國GDP成功保
七，但經濟下行壓力不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經濟座談會上坦
言，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在上升，需為面對更大的經濟困境作好準備，
需要加大定向調控力度，守住穩增長、保就業、促改革的基本盤。近日
中央出台多項托底政策，地方也積極作為，發力穩增長。
4月10日，李克強在東北三省經濟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把穩增長、

保就業、提效益作為首要任務，認為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必須有效
頂住壓力，以免民生受到影響。4月11日，李克強再次強調，繼續以中
西部地區為重點加強鐵路重大項目建設，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做出新貢獻。
上周，劉鶴以中財辦主任身份到上海調研摸底，重點了解經濟增
長、結構調整及改革開放現狀，此次調研將為中央進一步把脈經濟提
供決策依據。
在日漸低迷的房地產市場，國家的托市意願也十分明顯。3月30

日，央行、住建部、銀監會、財政部、稅務總局等五部委聯手托市，
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下調售房免徵營業稅門檻。這被分析師稱為是
「史上最寬鬆政策」。
地方也積極作為，近期各地陸續召開各種會議研究本地區經濟形
勢，並制定擴大投資、刺激消費等應對經濟下行的措施。

保七不易中央地方齊加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與火爆的
股市相比，今年一季度內地樓市頗為黯然。國家
統計局數據顯示，首3月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
8.5%，降至近6年新低，新開工面積下滑18.4%，
商品房待售面積持續增加，而在政府不斷釋放支
持樓市政策後，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的降幅
在3月大幅收窄。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昨
日表示，房地產保持穩定至關重要。此輪房地產
調控不是強刺激，未來政策逐漸產生效果，房地
產市場將保持平穩健康發展。

3月商品房銷售降幅收窄
國家統計局公佈，1至3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
名義增8.5%，較首兩月回落1.9個百分點。房屋新
開工面積下降18.4%，降幅擴大0.7個百分點。3月
末，商品房待售面積64,998萬平方米，比2月末增
加1,076萬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商品房銷

售面積和銷售額在3月出現大幅收窄。其中商品房
銷售面積同比下降9.2%，降幅比1至2月份收窄
7.1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下降9.3%，降幅比1
至2月份收窄6.5個百分點。
盛來運表示，房地產行業是非常重要的行業，它

的關聯效應比較大，一頭連着投資、一頭連着消
費，所以保持房地產的穩定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對於近期房地產政策調整，盛來運說，房地產政

策調整的方向，並不是要像以前那樣強刺激、刺激
各方面的需求，房地產的調控由以前的以行政調控
為主向讓市場更好更多發揮調控作用轉變。
盛來運說，雖然房地產走勢還是在分化調整中，

但相關政策的效應也在不斷地顯現。商品房銷售面
積3月下降1.6%，比1至2月大幅收窄14.7個百分
點；商品房銷售金額下降2%，比1至2月份大幅收
窄13.8個百分點，從這個角度來看，隨着政策的完
善，房地產市場會保持健康穩定的發展。

調控非強刺激 樓市可保企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軼瑋北京報道）中
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地價所所長趙松昨日在北京表
示，2015年一季度全國主要監測城市地價增速放
緩，綜合地價環比增速為0.55%，較上一季度下降
了0.39個百分點。其中，除商服地價環比增速微
升外，其他各用途地價環比、同比增速均小幅回
落。去年四季度末增速上升的態勢在今年的一季
度並沒有得以延續。

趙松表示，2014年前三季度，各個用途地價環
比增速逐漸放緩，到第四季度，住宅和工業地價
環比增速逐漸回升。總體看，2014年全國主要監
測城市的建設用地供應總量減少，房地產開發企
業土地購置面積明顯降低。
趙松續指，2015年第一季度，全國主要監測城

市地價增速依然出現放緩態勢。對於後續發展態
勢，他預測，房地產市場將持續調整。

主要城市地價首季增速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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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來運昨日公佈盛來運昨日公佈
了了20152015年第一季年第一季
度國民經濟運行情度國民經濟運行情
況況。。 中新社中新社

■■內地商品房銷售面內地商品房銷售面
積和銷售額的降幅在積和銷售額的降幅在
33月大幅收窄月大幅收窄。。圖為圖為
山西太原一在建樓山西太原一在建樓
盤盤。。 中新社中新社

■■第一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第一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GDP））140140,,667667億元億元，，同比同比
增長增長77%%。。圖為內地的玩具生圖為內地的玩具生
產工廠產工廠。。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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