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經濟料增逾6.5% 達標在望
統計局：民間投資續升 第四季開局持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10月中國

經濟數據顯示，10月工業增加值增

速持平於9月，並連續8個月保持在

6%以上，民間投資連續第二個月回

升至5.9%，顯示工業生產趨穩、市

場需求改善。不過，受汽車、房地

產銷售回落的影響，10月消費增速

降至10%這一年內最低水平。國家

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表示，中

國經濟供求關係、經濟結構和增長

動力繼續改善，四季度依然有條件

保持平穩增長，完成全年6.5%以上

增長目標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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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辦公廳昨日對外發佈《地方政
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據新華網報道，預案明
確中國將把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事件劃分為四個等級，
實行分級響應和應急處置，必要時依法實施地方政府財
政重整計劃。中央實行不救助原則。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這一未雨綢繆的制度安排是
落實預算法規定、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有
力舉措，也是防範財政金融風險的關鍵政策儲備。

高風險市縣需重整財政
預案規定，根據政府性債務風險事件的性質、影響範

圍和危害程度等情況，風險級別劃分為I級（特大）、
II級（重大）、III級（較大）、IV級（一般）四個等
級。市縣政府年度一般債務付息支出超過當年一般公共

預算支出10%的，或者專項債務付息支出超過當年政府
性基金預算支出10%的，必須啟動財政重整計劃。
根據預案，地方政府實施財政重整計劃必須依法履行

相關程序，在保障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運轉
支出基礎上，通過清繳欠稅欠費、壓減財政支出、處置
政府資產等一系列短期和中長期措施，使債務規模和償
債能力相一致，恢復財政收支平衡狀態。

省級政府對本地區負總責
預案明確，地方政府對其舉借的債務負有償還責任，

中央實行不救助原則，省級政府對本地區政府性債務風
險應急處置負總責，省以下地方各級政府按照屬地原則
各負其責。
同時，對地方政府債券、非政府債券形式的存量政府

債務、存量或有債務、新發生的違法違規擔保債務等不
同債務類型，將實施分類處置，實現債權人、債務人依
法合理分擔債務風險。

設追責機制納政績考核
預案還提出，發生IV級以上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事

件，應當適時啟動債務風險責任追究機制。省級政府應
當將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處置納入政績考核範圍。屬於
在本屆任期內舉借債務形成風險事件的，在終止應急措
施之前，政府主要領導同志不得重用或提拔；屬於已經
離任的政府領導責任的，應當依紀依法追究其責任。

地方債16萬億低於警戒
根據中國財政部本月初公佈的統計數據，截至2015

年末，中國地方政府債務 16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如果以債務率（債務餘額／綜合財力）衡量地方
政府債務水平，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
國際通行的警戒標準。
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按

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GDP數據計算，中國政府債
務的負債率（債務餘額／GDP）為38.9%，低於歐盟
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
家水平。
2016年，經全國人大批准，中國新增中央政府債務
限額1.4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限額1.18萬億元。中
國財政部表示，隨着2016年GDP的增長和地方財政
收入的增加，預計到2016年末負債率不會出現大的
變化。

中央推地方債風險四級制 實行不救助原則

數據顯示，10月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

際增長 6.1%，持平於 9
月，環比增長0.5%。毛盛
勇表示，若考慮到價格變
動，10月PPI（生產價格指
數）漲幅比9月擴大，工業
增加值名義增速比9月還有
所加快。

工業增加值增速 連八月超6%
從今年3月開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8個月保

持在6%以上，工業穩定增長的態勢明顯。
毛盛勇還分析，工業內部出現分化，高技術產業、裝備
製造業增速，都比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高4個百分點以上，
顯示先進製造業在加快增長。
從投資來看，由於地方基建投資發力，前10月份固定資

產投資同比增長了8.3%，增速比前三季度小幅提高了0.1
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加快。
特別是民間投資，前10月增長2.9%，比前三季度加快了

0.4個百分點。10月份當月民間投資增長5.9%，比9月份加
快1.4個百分點。毛盛勇指出，民間投資增速連續兩個月增
速在回升，表明市場需求面有所改善，也表明市場內生動
力有所增強。

消費跌幅超預期 回升趨勢未改
但值得關注的是，10月消費同比名義增速超預期下滑至
10%，較9月回落0.7個百分點，為年內最低增速。毛盛勇分
析，消費同比增速大幅回落主要受去年基數高的影響。去年
10月1日全國出台了1.6L以下小排量汽車購置稅減半的政
策，帶動汽車產銷兩旺，造成10月基數非常高。另外，房地
產銷售回落也帶來一些家具、家庭用品銷售的回落。
毛盛勇亦認為，基數效應在後兩個月影響會減弱，因此
消費自5月以來回升的趨勢沒有明顯改變，仍然有條件保
持較快增長。從當前情況來看，四季度中國經濟有條件保
持比較平穩的增長，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在
6.5%-7.0%之間，完成6.5%以上增長沒有問題。

明年中經濟或下滑 壓力再增大
對於當前中國經濟情況，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
學家章俊指出，按照目前經濟增長的動能來看，中國經濟
全年實現6.5%的增長目標沒有懸念。但因為今年前三季度
中國經濟企穩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房地產和基建投
資發力，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負面效應會在明年二季度逐步
顯現，因此，明年年中，中國經濟可能重現疲態。

10月初內地主要城市
密集出台限購限貸等調
控措施。受前期房地產
市場高速增長的慣性影

響，樓市調控首月，內地房地產投資和
新開工面積增速繼續加快，雖然當月樓
市銷售大幅放緩但增速仍保持較高水
平。不過從市場反應看，開發商推新盤
和拿地的意願下降，市場預期，樓市調
控的負面影響將在明年初逐步顯現。

銷售額增速放緩至38%
數據顯示，前10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和

銷售額同比增速，雙雙比1至9月下滑
0.1 個百分點，增速分別達到 26.8%和
41.2%，仍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

據彭博新聞社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測算，10月當月住宅銷售額增速從9月
的61%大幅放緩至38%。從市場反饋數
據看，10月北京的商品住房銷售驟降
41%，上海則減少18%。

房地產投資現慣性增長
在銷售放緩的同時，房地產投資增速

連續第三個月加速，前10月同比名義增
長6.6%，增速比1至9月提高0.8個百分
點。另外，從先行指標看，新開工面積
增速也在回升，前10個月房屋新開工面
積137,375萬平方米，增長8.1%，增速
提高1.3個百分點，顯示年內房地產投
資依然可觀。

房地產投資加速顯然出乎市場預期，
專家分析，這是因為前期市場繁榮帶來
的慣性增長，而明年房地產投資下滑將
是中國經濟風險點之一。

開發商買地量價齊降
雖然新開工面積增長仍在加快，但樓

市調控首月，內地40家被監測的房地產
商已收縮拿地政策，價量均出現下滑，
主要城市新盤入市量更銳減。

■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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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最大信用卡公
司新韓卡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今
年中國國慶節前後（9月24日至10
月14日），中國遊客在韓國使用信
用卡消費4,900億韓圜（約28.6億元
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22.9%。
新華網昨日報道，數據顯示，中

國國慶節前一周，中國遊客在韓刷

卡消費額同比增長58.1%，國慶節
黃金周期間消費額同比增長1%，
而國慶節後一周消費額同比增長
34.4%。
相比黃金周期間，國慶節前一周

和後一周的消費增幅更大。分析認
為，這是因為中國遊客為避開韓國
遊高峰期，選擇分散入境。

華客國慶赴韓 刷卡逾28億增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 正率團對馬來西亞

進行訪問的中國南南合作促進會會長
呂新華昨日在吉隆坡表示，中國和馬
來西亞的產能合作並非輸出舊的東西
和高污染的產品。
據新華社報道，呂新華說，中國企

業在投資馬來西亞的同時，也將在技
術轉移和本地採購上讓馬來西亞本地

企業受益。
此次隨南促會考察團來訪的20多家

中國企業涵蓋了基礎設施建設、礦產
開發、農業食品加工、文化和知識產
權合作和醫療等方面，訪問期間除了
與馬來西亞政府的投資官員交流，各
企業代表還與馬來西亞本地企業家進
行了一對一洽談。

呂新華：中馬合作非輸出落後產能

■毛盛勇 中新社

■■專家指出專家指出，，得益於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發得益於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發
力力，，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企穩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企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8個月保持在6%以上。圖
為北京一車廠。 資料圖片

■■內地樓市銷售大幅放緩內地樓市銷售大幅放緩。。圖為福州民眾圖為福州民眾
在房企銷售點了解商品房情況在房企銷售點了解商品房情況。。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日前，
上海房價受結構影響，出現「滬六條」頒佈以來的
環比回升，不過成交量方面仍持續環比下跌。總體
來看，政策作用下的滬樓市以平穩為主。在此背景
下，上周有純住宅項目獲批入市，亦是自10月10日
以來，首次有純住宅入市，其中不乏均價每平米超
10萬元的新盤。業內稱成交清淡下住宅入市無妨，
買方情緒穩定之下不會再刺激樓市，觀望氣氛濃厚
難以馬上打破。

料拉高新房均價
據上海中原地產數據顯示，上周（11月7日至13

日）上海新房成交面積10萬平方米，環比減少
12.0%。成交面積大幅下滑源於上周上海外圍區域
的新房成交量大幅縮水，其中嘉定區成交量銳減
63.3%，浦東區成交量腰斬環比減少57.1%。
雖然成交量低迷，但受到項目結構影響，滬上周

新房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46,074元（人民幣，下
同），環比上漲5.2%，且上周有多個均價逾10萬元
的項目入市，雖然成交量不高，但總體拔高了新房
均價。

滬現每平米超10萬元新盤
業界：觀望氣氛難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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