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中國—東盟「太極一家親」交流活動在廣西桂林市象山景
區舉行。來自中國、菲律賓、老撾、馬來西亞、文萊、越南、印尼
等國家的約40名太極名家相聚在桂林山水間，以武會友。圖為桂林
陽朔武術學校中外學員表演。 文/圖：中新社

太 極 一 家 親

明年中國經濟料持續築底
上半年將面臨下行壓力 去產能仍處關鍵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昨日在

北京發佈《2016-2017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

預測》報告稱，2017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築

底的一年，2018年或許是底部反彈的一年。

根據模型預測，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GDP

為6.5%，CPI增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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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經濟可能面臨八大困境
■「去全球化」趨勢升溫，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不確定
增強。全球不確定性有增無減，貿易保護主義升溫，
將對中國出口恢復形成一定影響。

■房地產依賴不減，「量價齊升」的市場表現衝垮「量
升價穩」的預期目標，單擺式調控政策難以找到平衡
點。

■製造業尚未走出底部調整，需求並無實質性改善，實
體經濟自身依然面臨資金周轉緊張壓力。

■基建投資仍是穩增長的主力軍，保持整體資金來源的
穩定性難度加大。

■去產能、去槓桿面臨過剩行業信用風險加快釋放與出
清機制不健全的困境。

■人民幣匯率短期波動和雙向波動加大，資本流出壓力
對國內金融市場衝擊影響或將加強。

■民間投資大幅改善的概率較小，企業持幣待投的「流
動性陷阱」持續，加大經濟下行風險。

■信貸等資源主要聚集在效率相對低下的國有企業，宏
觀效率有所惡化。

記者 江鑫嫻 整理

報告指出，由於房地產投資增速放緩的滯後效應，2016年第四季
度宏觀經濟仍將延續前三季度的增長態勢，但明年上半年將面

臨下行壓力。綜合考慮全年的情況，根據模型預測，2016年經濟增
長為6.7%，CPI增長2%左右。而2017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築底的
一年。根據模型預測，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GDP為6.5%，CPI增長
2.1%。
報告還認為，仍處於調整周期的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帶來的
下行壓力和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凸顯，這表明中國經濟深層次
的問題並未解決，反而有所深化。

毛振華：需防範政府債務風險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在作主報告時表

示，目前國有企業負債佔中國企業部門負債的70%，廣義政府負債
已超過GDP的109%。債務風險是經濟運行中需要密切關注的重要
問題，政府及政府背景企業債務風險的防範更是重中之重。
「中國債務問題的核心並不是像市場通常理解的那樣在企業部
門，而在於政府及政府背景相關債務水平過高。廣義政府債務已經
超過警戒線，防風險的核心在於防範政府債務風險。」
毛振華說：「雖然中國具有政府信用強，政府與國有企業擁有大
量可處置資產等顯著優勢，但這不改變我們對政府負債過高的判
斷，對政府及政府背景企業的債務風險仍須保持警惕。」

「債務—投資」模式效用漸弱化
報告稱，從債務視角看，中國目前穩增長的路徑依然是「債務—

投資」驅動模式，貨幣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債務形式投放給中央和地
方的國有企業，以此開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礎設施建設、房地
產為主的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資產泡沫、企業
債務高企和債務率攀升等問題。
報告指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
其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和資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已逐漸弱化了「債務—
投資」驅動模式的效用，高債務帶來的高風險已成為經濟穩定的巨
大威脅。
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報告認為，2016年年底至2017年仍是去
產能的關鍵時期，中央政府需要堅定決定持續推進殭屍企業、高負
債企業、過剩產能企業的調整。2016年尤其是下半年以企業破產、
債務重組、債轉股等手段的存量調整有所進展，但相對低於市場預
期，2017年預計將有所加快，這將決定中國經濟仍將在底部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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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
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
新立昨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2016-2017）」上表示，今年前三
季度，中國經濟總體仍處在合理的運
行區間，結構調整出現了一些新的亮
點，經濟運行中主要的矛盾在於下行
壓力仍然較大，特別是投資結構出現
了嚴重扭曲，須高度關注。

增加國內投資才能穩增長
鄭新立將投資結構概括為「三高」

和「三低」。第一是，國有投資增長
較快，民間投資低迷，意味着經濟增
長的活力不足。其次，房地產投資增

長比較快，製造業尚未走出底部調
整，製造業投資低迷說明中國經濟增
長缺乏後勁。第三就是海外投資爆
增，國內投資增長緩慢，這一點非常
不合理。
他認為，只有增加國內投資才能實現

穩增長，才能擴內需，才能給廣大人民
帶來更多的福祉。投資結構出現上述三
個嚴重的扭曲，值得高度關注。

供給側改革可解放生產力
在中長期經濟發展方面，鄭新立表
示，中央提出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改革的
力量，這一改革的本質或者核心就是解
放生產力，即要通過改革精準對接發展
所需，釋放經濟增長潛力，為經濟增長
輸入新的動能。新的動能包括：通過城
鄉一體化制度的建立，釋放農業現代
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的巨大
潛力；通過投資體制改革推行PPP模
式，把民間資金和銀行貸款引導到增加
公共產品供給上來，這需要深化投資體
制改革；通過深化營改增的稅制改革，
繼續為第三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
境；通過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提高自主
創新能力，以自主創新成果帶動產業升
級和經濟轉型。

鄭新立：投資結構扭曲須高度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
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
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曹遠征昨日出席
「 中 國 宏 觀 經 濟 論 壇
（2016-2017）」時表示，如果說
中國經濟是一個「L」型的發展趨
勢，那麼經濟基本到了「L」型的
底部。他並指出，中國宏觀經濟基
本穩定，不需要大規模刺激政策，

應進行一個資產負債表的重組工作，真正去掉過剩產能。
曹遠征表示，當前兩個指標值得關注，一個指標是

PPI，經過54個月後轉正，這意味着企業銷售在增長，還
本付息能力在提高。另一個則是企業利潤在14個月後轉
正。他說：「我們觀察銀行指標，銀行壞賬儘管同比在上
升，但是環比在下降。這可能意味着槓桿在某種程度上得
到穩定。」

通過重組資產負債表去產能
曹遠征認為，去產能和去槓桿相關聯，如何把握這兩者
的關係，就變成未來宏觀調控的核心問題。他解釋稱，觀
察中國去產能的過程，發現去年去產能進展積極。中國鋼
鐵產能是11.3億噸，去年到了8億噸，價格穩住後，企業
開始盈利。反觀今年，一旦出現盈利，一些產能重新投入
生產，價格又下降。他認為，如果說現在宏觀經濟基本穩
定，不需要大規模刺激政策，應該進行資產負債表的重組
工作，使這些產能真正去掉。曹遠征說：「我們要痛下決
心把產能降下來，現在需要通過去產能使得企業盈利，從
而為去槓桿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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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新立認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
經濟總體仍處在合理的運行區間。

江鑫嫻 攝

■曹遠征認為，要
痛下決心把產能降
下來。 江鑫嫻 攝

■《2016-2017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稱，根據模型預測，2017年中國
宏觀經濟GDP為6.5%，CPI增長2.1%。圖為甘肅蘭州一家汽車工廠組裝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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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
國國際貿易委員會18日作出終裁，認
定從中國、加拿大進口的滑輪、飛輪
等鐵質機械傳動部件未對美國相關產
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或威脅，因此否決
了美國商務部此前要求對上述產品徵
收反傾銷和反補貼（「雙反」）關稅
的決定。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當天發表聲明

說，該機構6名委員全部投了反對
票，認定從上述國家進口的滑輪、飛
輪等鐵質機械傳動部件未對美國相關
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或威脅，因此美
國商務部將不會要求海關對此類產品

徵收「雙反」關稅。
美國商務部10月24日作出終裁，認

定從中國進口的滑輪、飛輪等鐵質機械
傳動部件存在傾銷和補貼行為，傾銷幅
度為13.64%至401.68%，補貼幅度為
33.26%至163.46%，擬對上述產品徵
收「雙反」關稅。按照美方程序，「雙
反」關稅需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
會均作出肯定性終裁才能執行。
為回應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TB

Wood's公司的申訴，美國商務部於去
年11月18日對從中國進口的上述產
品發起「雙反」調查，對從加拿大進
口的上述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

美否決對華滑輪等產品徵「雙反」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8日至19日
在武漢舉行的「中國長江論壇．2016」上，海
外專家建議中國嘗試建立「水銀行」，構建起
「水信託」體系，讓市場決定水資源價格，從
而有效保護水資源。
來自長江流域的上海、江蘇、浙江、湖北、

湖南、四川等11省市學者，以及美國、印
度、荷蘭等國400多名專家學者參會。
美國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學院生態環境系主
任Darrin Magee說，現在是淡水資源堪比黃
金的時代，在美國擁有土地的人，就相應地享

有水的使用權。「水權」可以繼承、有償出售
轉讓，有的地方還可以存入「水銀行」，使得
人們對水格外珍惜。

有利供水治污等方面統一規管
Darrin Magee表示，中國也面臨着「美國

式」困擾，由於長江流域面積巨大，沿線支流、
湖泊、濕地眾多，在供水、排水、治污和回收再
利用等方面，都要進行統一規劃和監管，建立
「水銀行」是一種很好的選擇。「水銀行」可以
提供各種水價和其他必要的交易信息，激活水市

場的信息交流，並進行執法把關。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海洋及沿海科學系

教授Robert Twilley說，美國把「水」的使用
上升到法律高度，「水銀行」成為水資源買主
與賣者之間的中介機制，買賣雙方只要向州自
然資源保護委員會提出申請，就可以暫時或永
久轉移水權，或所持有的水量，對於水資源的
保護效果明顯。
「中國江河眾多，雖然水資源豐富，但隨着

經濟快速發展和民生需求的增大，水資源將變
得非常稀缺。」Robert Twilley建議，中國可
以嘗試先在長江流域建立「水銀行」，構建起
流域的「水信託」體系，增強企業和民眾的節
水意識。

海外學者籲中國建立「水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9日中午，
在廣東省梅州興寧市龍田鎮環陂村，「華南雙
季超級稻年畝產3,000斤全程機械化綠色高效
模式攻關」項目測產驗收組測產後宣佈：該項
目年畝產量達到1,537.78公斤，項目實驗獲得
成功，並創造了水稻畝產量新的世界紀錄。

袁隆平主持攻關項目
11月的廣東正值秋收季節，測產驗收在秋
陰裡展開。經過現場收割、稱重和測算，袁隆
平主持的「華南雙季超級稻年畝產3,000斤全
程機械化綠色高效模式攻關」項目晚造實割畝
產705.68 公斤（乾穀），加上早造的畝產
832.1公斤，最終年畝產量達到1,537.78公斤
（折合3,075.56斤）。
袁隆平在現場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這

是超級稻的第五代技術，此次項目成功，代表
着中國水稻產量創下了一個新的世界紀錄。而
且本次不僅產量有突破，這個品種的大米質量
可以與日本的越光米媲美。
這次驗收的項目是袁隆平科研團隊培育的超

級稻在內地38個百畝示範片中唯一一個雙季
稻科研攻關項目。

助提高糧食安全保障能力
華南雙季稻3,000斤技術攻關項目自2015年

啟動，由廣東省農業廳組織，以國家雜交水稻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華南農業大學為技術支撐
單位。
中國現有水稻種植面積4億多畝，其中華南

雙季稻分佈於湖南、江西、廣東等地，播種面
積約2億畝，年畝產量約900公斤。如果這一

技術能夠大面積推廣，即使按照每畝年產量提
高100公斤算，也將明顯增加中國糧食產量，
提高中國糧食安全保障能力。

華南雙季超級稻年畝產3000斤創紀錄

■袁隆平（左一）昨日在廣東省梅州龍田鎮環陂
村的稻田裡查看水稻情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