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憂開支大漲 多部門派定心丸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央視網

報道，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

國今年物價會否大幅走高，是老百姓尤

為關心的問題。近期，國家發改委、國

家統計局等多部門發聲，指貿易摩擦對

國內物價影響有限，下半年物價保持平

穩具備堅實的基礎，仍將在溫和區間運

行。

美國挑起貿易戰，在中國被迫推出的反制清
單中，大豆等農產品佔據了很大一部分。

有觀點認為，對中國老百姓而言，貿易戰的間接
後果就是推高通脹水平，起碼去菜市場，你會發
現東西更貴了。
但貿易戰真的會大幅推高通脹嗎？未必。先來
看看目前的物價形勢，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上漲2%，漲幅比一季度回落0.1個百分
點。儘管7月份CPI同比上漲2.1%，但依然處於
年初制定的3%左右的調控目標之內。
至於中美貿易摩擦對價格的影響，國家統計局
新聞發言人毛盛勇在近期的新聞發佈會上也表
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價格運行還是比較平
穩。

豬肉食用油或溫和上漲
「主要是進口大豆的價格可能會有一定的上
升，會帶來豆製品及相關產品價格的一些變
化。」毛盛勇認為，總的來看，第一，大豆及豆
類相關品在CPI的權重比較小。第二，豆類的下
游產品，主要是豆粕飼料可能會推高一點像豬肉
或者雞蛋類的價格，還有豆類會影響食用油。
毛盛勇表示，從今年上半年來看，中國豬肉和
食用油的價格都還處於比較低的水平，豬肉價格
同比下降12.5%，食用油的價格也是下降1%，
即使價格有一點上升，對整個CPI的影響也非常
有限。而且從下半年居民消費價格趨勢來看，有
望延續溫和上漲的態勢。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中美貿易摩擦會對物價運行有一定影響，由
於自美大豆進口減少，對物價的影響主要通過食
用油、飼料、豆製品等價格來體現。不過，這一
影響有限，缺乏大幅推高物價的基礎。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昌林
分析稱，目前，國內油脂供應比較充足，儘管加
徵關稅後豆油價格會有所上漲，但棕櫚油等豐產
會發揮替代效應，整體上油脂價格仍將保持低
位。飼料方面，大豆粕在飼料中比重較小，近期
豬肉價格下跌導致豆粕用量進一步縮減，未來即
使豆粕價格漲幅擴大，對肉價影響也相對有限。
豆製品方面，佔食品類CPI的權重較小，影響更
為有限。
王昌林預計CPI波動中樞將保持在2.4%的水
平，仍在3%的調控目標之內。
對於最為民眾關心的豬肉價格，農業農村部市
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則表示，今年全年豬價
將總體處於下降通道，呈低位震盪走勢。

金融環境穩定 無懼外部變化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岳修虎也指出，下半年
中國物價保持平穩具備堅實的基礎，可以從三個
層面來理解。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經濟有望延續穩中向好的
態勢，金融環境總體穩定，產業結構、消費結構
升級步伐加快，新動能不斷增強，這些因素決定
了總供需將保持基本平衡。從商品層面看，國內
工農業生產穩定，重要的民生商品、工業品供給
充裕，糧食穩產豐產，生豬產能處在高位，大豆
等油料作物種植面積有所擴大；工業消費品產能
充裕，市場競爭程度高。
從調控能力看，改革開放40年來，宏觀調控
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糧食、食用植物油等重
要的民生商品以及能源、金屬等基礎原材料的儲
備調節制度不斷完善，完全有能力應對外部帶來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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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曾引發
世 界 關 注 的
「飛馬峰」號

貨船（Peak Pegasus）已經靠岸
開始卸貨。除確認「飛馬峰」號
已開始卸貨，北良港工作人員並
未透露更多信息。
海事網站MarineTraffic資料顯

示，「飛馬峰」號貨船的位置在
前晚 19:24 到 23:23 之間發生移
動，平均速度3.73節，而這種移

動在過去近一個月的時間內，都
並不常見。目前，「飛馬峰」號
的位置在位於大連柳柴溝的北良
港岸邊。
今年7月6日，為反擊美國對價

值 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的關稅，中國同時宣佈對同
等規模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而
大豆就在這一批加稅商品名單
中。為了趕在關稅落地前抵達大
連港，當時這艘「飛馬峰」號曾

載着7萬噸大豆在海上開足馬力一
路狂奔，引發世界關注。

《衛報》日前報道稱，自「飛馬
峰」號未能在關稅加徵落地前抵達
中國後，它就一直滯留在海上，在
中國境外「漫無目的地」繞圈航
行。不過船主稱「飛馬峰」號其實
一直在北良港附近停泊，並未移
動，船主表示，未靠岸是因為港口
倉庫容量有限，正在排隊等待進港
卸貨。 ■《環球時報》

結束海上「轉圈」美大豆船大連靠岸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美國的關稅政策和禁售令讓中國的芯
片及半導體產業走進了大眾視野。中國相
關產業發展近況如何？又將如何應對美國
的貿易大棒？近日在北京舉行的世界科技
創新論壇上，多位業內資深人士表示，中
國芯片需求佔據全球市場的一半，美國想
要靠貿易政策卡死中國是很不容易的。另
外該產業鏈環節眾多，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把全部環節獨立承擔下來。中國芯片及半
導體產業發展有市場等巨大優勢，但要正
視與全球先進水平的差距，要有坐十年冷
板凳的意志力和恒心，不要吹太多泡沫，
並要協調好包括投資、人才等整體產業政
策。
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

任董雲庭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在半導體領
域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橫向比，依
舊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中間位置。中國目前
可能是全球芯片需求最大的市場，佔比達
到了50%，但自給率只有10%。從2008
年開始，芯片連續10年成為中國第一大
宗進口商品。去年進口了3,770億片，花
了2,601億美元。從金額來說，相當於原
油進口金額的1.6倍。今年上半年進口額
更是增長了35.2%。

一國難擔整條產業鏈
「所以美國想要卡死我們，是很不容

易的。」董雲庭指出，半導體產業，靠
貿易政策是限制不了的。因為半導體從
一開始就是全球不同國家、不同企業共
同努力，或者說是集成的結果。從產業
鏈來講，材料、裝備、製造、設計、封
裝測試這五個環節，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把環節中所有的主節點承擔下來。另外
從需求方考慮，不賣給中國，賣給誰？
它沒有地方可去。
紫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聯席總裁王慧軒

亦在論壇指出，中國芯片產業有很多機會。
第一是市場縱深。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電
子類終端市場的製造基地，也是消費基
地。第二是技術縱深，這些年在某些領域
中國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在縮短而不是
拉大。同時，當前從社會到企業到政府，
都意識到要集中精力去發展好集成電路。

與海外比較差距仍大
不過，王慧軒也提醒，中國的芯片及半

導體產業存在頭腦發熱的問題。「整體
看，我們和別人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要
有可能要坐十年冷板凳的意志力和恒心，
不要吹太多泡沫性的話。另外，國家的產
業政策要做好協同，包括投資強度、投資
集中度、人才培養等要整體協同。」
此外，新大陸科技集團CEO王晶認

為，芯片成為了新時代撬動地區的「支
點」。物理世界的人、事、物要通過智能
設備來進行數字化感知，其核心的要素就
是智能終端中的芯片。因此，智能製造芯
片產業正逢其時，前景廣闊，將是中國芯
片產業參與全球合作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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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參考消息
報道，彭博新聞社網站刊登題
為《特朗普的貿易戰沒有把通
貨膨脹傳遞給中國》的報道
稱，那些分析研究貿易戰對中
國經濟影響的經濟學家，幾乎
都沒看到通脹顯現的跡象。
報道稱，從一個月前兩國對
彼此商品徵收第一輪關稅以
來，幾乎觀察不到物價壓力的
存在。中國9日公佈的官方數
據顯示，7月份全國工業生產
者出廠價格同比上漲4.6%，全
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2.1%，略高於6月份1.9%的漲
幅。
此外，美國《紐約時報》網
站日前刊登文章稱，如果就業
和財富是「打贏貿易戰」的標
準，那麼，最終的勝利者將是
中國而不是美國。中國會贏是
因為它玩這場遊戲更為巧妙。
美國施加的關稅將主要由美國

企業和消費者出錢支付，中國
採取的措施則能減輕國內企業
（包括外資企業）受到的衝
擊。
文章稱，美國進口的中國商
品佔中國製造業收入約3%。
這個份額足以讓關稅造成一些
損害，但肯定不是災難性損
害。

美貿易政策走進死胡同
另外，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

日前刊登題為《特朗普政府在
貿易問題上的死胡同》的文章
稱，美國似乎無意中走進了一
個貿易政策死胡同。通過推行
財政刺激措施和大談特談製造
業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正在
鼓勵投資支出，從而使貿易赤
字進一步上升。伴隨利率上升
和強勁的經濟增長，美元很可
能會進一步升值，從而加大美
國出口面臨的阻力。

外媒：貿戰施壓無效 未見華顯通脹

央廣電：對朋友背後插刀，美國可以信賴嗎？
香港文匯報訊 在土耳其貨幣里拉遭遇
危機大幅下滑之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
通過推特下令將產自土耳其的鋼鋁產品進
口關稅提高一倍，即分別徵收50%、
20%的關稅。此前，美國財政部宣佈凍結
土耳其司法部長和內政部長在美國境內的
財產。中央廣電總台昨日發表評論文章
指，美國對其盟友土耳其都敢如此插刀動
狠，那麼對其他國家呢？美國還是個可信
賴、負責任的國際成員嗎？
文章分析認為，這不是今天才有的疑
問。去年西方七國集團西西里島峰會之
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失望之情早已溢

於言表。她說：「那個完全可以信賴其
他夥伴的時代已經部分地成為過去。過
去幾天我對此有了切身體會。我們歐洲
人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如
果把歷史的鏡頭再往後拉伸，那麼庫爾
德人更是深有體會。早在上世紀70年
代，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發動了反對巴
格達政權的叛亂活動，美國當時承諾幫
助庫爾德人。但最終，美國還是拋棄了
庫爾德人，那裡發生了大量庫爾德人傷
亡。
文章舉例指，奉行「美國優先」外交

政策的美國，不僅僅是推開他國領導人讓

自己站在前排正中位置，更是摒棄責任、
言而無信。由12個國家多年談判而達成
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特
朗普總統就職的第四天就被宣佈作廢，美
國退出了！為了控制大氣變化，由全球各
國經過艱苦談判、辛辛苦苦簽署的巴黎協
定，也同樣被美國政府拋棄了！2015年7
月，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安
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一起和
伊朗經過數年談判，達成的伊朗核協議，
三個月前也被華盛頓當成一張廢紙撕破。
去年以來，美國還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人權理事會等國際機構。一個隨時可

以放棄國際承諾、拒絕承擔國際責任的國
家，是否可以值得他國尊重和信賴？即使
在雙邊關係上，這樣的國家恐怕也令人懷
疑。今年5月，美國在與中國達成暫停貿
易戰協議後不久，就言而無信地宣佈對中
國商品開徵關稅，就是一個實證。
文章最後用德國民調機構「選舉研究

小組」今年5月一份民調，回答了不遵
守國際規則的美國是否可靠的問題。這
份民調顯示，82%的德國人認為美國不
是一個可信賴的夥伴，36%的德國人認
為俄羅斯更可信任。顯然，不僅僅是德
國人這麼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
道，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在接受
央視專訪時表示，受到中美經貿摩
擦升級影響，美國農業受到衝擊可
以預見。以大豆為例，中國進口的
美國大豆佔該產品出口的60%，是
美國出口到歐盟的6倍多。中國採
取反制措施，加徵25%的關稅，美
國大豆出口中國的優勢已經喪失。
韓俊指出，在國際市場上，農產
品出口競爭性非常強，如果美國對
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受阻，其他的國
家有意願也完全有能力來取代美國
的市場份額。
韓俊說，為免增加國內食品價格

上漲壓力，有關部門進行了周密充
分的準備。「比如說，中國可以擴
大從巴西等其他國家大豆的進口，
比如說菜籽粕等，完全可以替代豆
粕，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來確保
國內市場供應，我們是有這個底氣
的。」

農業農村部：
美大豆入中國優勢已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