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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上月出口美國暴瀉24%
廠商：訂單最多跌一半 短期會執笠

政府發言人昨表示，9月份商品出口
進一步減弱，按年跌幅有所擴大，

原因是受環球需求疲弱及中美貿易摩擦
在該月份升級所影響。輸往大部分主要
市場的出口繼續表現欠佳。展望未來，
由於環球經濟放緩及各種不明朗因素，
包括中美貿易關係的發展，對環球貿易
往來所構成的壓力料會持續一段時間，
香港商品出口的短期前景仍充滿挑戰。
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

出口11連跌 為史上第三差
據統計處公佈，9月本港商品整體出
口貨值3,476.85億元，按年下跌7.3%，
為連續11個月下跌；商品進口貨值為
3,793億元，亦下跌10.3%。9月份錄得
有形貿易逆差316億元，相等於商品進
口貨值的8.3%。
翻查記錄，出口11連跌是本港有此統
計以來第三差記錄。2016年7月時，本
港出口連續15個月下跌，刷新了本港最
長連續下跌紀錄。更早一次則是在1998
年4月至1999年6月，本港出口亦曾錄
得連續15個月下跌。這兩次均是本港有
該統計數字以來的最長連跌紀錄。
有本港「尿片大王」之稱的加美敦主
席兼行政總裁李國明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今年整體的訂單按年下跌
了約15%至20%，當中出口至美國的訂
單則跌了四分一至三分一，坦言「幸好
不是全部做美國生意，仍有其他國家的
訂單，情況才不至於太差」。不過，聖
誕訂單情況「好啲」，訂單已排至明年1

月。他認為，政府近年推出的幫助企業
政策「樣樣都幫到啲」。至於何時出口
情況才會好轉就很難預計，始終現時全
球的經濟都向下行，對前景不太樂觀。

工資漲訂單減 廠商無心戀戰
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誠興行總裁

徐炳光亦表示，今年的訂單較去年下跌
了三成，當中美國市場更下跌了一半，
正有結業的打算，希望今年可將全部廠
房關閉，除了因為年事已高，下一代亦
無意接手外，內地的經營成本日益上升
亦是致命傷，隨着「勞動法」的修定，
內地工人工資幾乎與香港看齊，要應付
數百人的廠房每年薪資成本高達數百萬
元，非常吃力。
按國家/地區分析，今年9月與去年同

月比較，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下跌
4.5%。此地區內，輸往部分主要目的地
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韓國
（跌25.9%）、泰國（跌11.1%）、新加
坡（跌10.9%）、印度（跌10.8%）、中
國內地（跌4.6%）和日本（跌4.1%）。
除亞洲的目的地外，輸往其他地區的部
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跌
幅，尤其是美國（跌24.3%）、德國（跌
12.8%）和英國（跌6.8%）。
今年首9個月與去年同期比較，輸往

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跌
幅，尤其是印度（跌15.2%）、美國
（跌12.2%）、德國（跌6.6%）、中國
內地（跌5.8%）、日本（跌4%）和越
南（跌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受內外圍不利

因素打擊，香港出口連

跌11個月，為有此統計

以來第三差記錄。政府

統計處昨公佈，今年 9

月本港商品整體出口貨

值3,476.85億元，按年

下跌7.3%；其中出口美

國大瀉24.3%，連跌10

個月。多位廠商表示，

中美貿易戰對生意影響

最大，今年出口至美國

的訂單嚴重下跌，跌幅

最多達到一半，不排除

短期內有結業的打算。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昨日公
佈2019年度第四季「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
營商指數」調查，最新一季綜合營商指數下
跌7.6至31.4，創有此項調查以來的新低，
當中的五個分項指數均全線下跌，顯示中小
企的營商信心持續疲弱。惟從專題調查中可
見，不少中小企認為開拓新市場有助突破目
前營商困局，更有86%中小企認同數碼科技
應用是業務發展的趨勢，反映中小企在困難
的營商環境下積極尋求進行數碼轉型。

27%企業有意開拓大灣區
行業方面，三大行業分類指數較上季全

線下跌，其中零售業跌幅最大，下跌7.2至

27.3；製造業分類指數（29.3）較上季跌
6.2，然而相信受季節性因素影響，其環球
經濟（6.8）分項指數輕微上升，惟仍處於
低位水平；進出口及批發業指數為29.9，
微降3.8，其中，行業的招聘意向分項指數
輕微上升至47.4。
這次調查亦探討了中小企對國際貿易談

判趨勢的看法，以及應對目前營商環境的
行動計劃。對國際貿易談判趨勢抱審慎態
度的受訪中小企由上季的 48%上升至
51%，而持悲觀態度的則稍為減少，顯示
中小企對貿易摩擦的看法較前樂觀。而逾
半受訪中小企亦表示已有應對營商挑戰的
行動計劃，如開拓新銷售及業務營運市

場、減少投資等。
此外，約70%受訪中小企認同開拓新市
場可突破目前營商困境，而表示有計劃及
已開拓東南亞、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地方市
場的中小企，分別有29%、27%及26%；
調查亦發現約86%受訪企業認同數碼科技
應用是業務發展的未來趨勢。

分析：看淡本港第四季市況
渣打銀行（香港）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

劉健恒認為，最新一季調查結果顯示綜合
指數及大部分分項指數均跌至歷史低位，
反映中小企在經歷過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第
三季度後，預期第四季市況將不會出現明
顯好轉。「自今年8月以來，中美貿易緊
張局勢持續升溫，而擴散至貿易以外議題
的風險亦不斷上升，從單位數字的環球經
濟分項指數中，我們看到前兩者均是影響
本地營商情緒的關鍵因素。」
劉健恒續稱，面對本地社會事件，中小企

業對本地需求前景也並不樂觀，第四季的零
售業分類指數，甚至低於製造業和進出口及
貿易批發業的分類指數。資訊及通訊分類指
數雖然繼續是行業分類指數中表現最佳，但
仍錄得26%的季度跌幅，顯示受經濟放緩影
響的行業範圍廣泛。受訪中小企預期第四季
銷售和盈利表現將出現顯著收縮，面對目前
經營環境所帶來的挑戰，中小企的投資意慾
明顯較招聘意慾更為審慎。

調查：中小企營商信心創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世界銀行
昨發表《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在
190個經濟體當中，營商便利排名全球第
3，較去年上升一級，超越丹麥，總排名僅
次於新西蘭和新加坡。不過，今次營商環境
報告數據是截至今年5月，由6月起的暴力
示威持續至今，暴徒四處打砸燒，商舖及銀
行被大肆破壞，重挫香港營商環境，分析指
世銀的營商便利評估基於多項指標，着眼點
是政府對投資項目的審批效率，這些方面港
府仍能維持質素，如社會動盪情況得以改
善，料明年排名不會有大影響。

暴力示威四處打砸燒
世界銀行是從10項指標比較各個經濟體在
營商便利方面的整體表現。最新2020年度香
港得分為85.3，較2019年度上升1.08分，排
名上升1級至第3，落後於新西蘭及新加坡，
丹麥則下跌1級至第4。香港在多項指標表現
良好，包括「辦理建築許可證」（第1位）、「納
稅」（第2位）、「獲得電力」（第3位）、「開辦企
業」（第5位）。（見表）
今次世銀的營商環境報告，以去年5月
至今年5月的商業活動數據進行分析調
查，下一份報告調查日期會由今年5月至
明年5月。由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
起的示威浪潮由6月開始至今仍持續，對
於明年香港的排名會否受到影響，華僑永

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昨分析指，如果在年
內社會動盪情況有改善，相信對本港明年
的營商便利排名影響不大。

世銀評估着重政府效率
她解釋指，世銀的營商環境報告，基於本

港多方面的條件來評估。雖然由6月開始有
示威活動，但對金融市場未見有大幅拖累，
恒指跌勢沒有去到去年12月的低位，加上
恒指近期亦見反彈，新股活動轉趨活躍如百
威亞太（1876）在此時也重新來港上市，可

見企業對本港前景未覺太悲觀。
事實上，世銀10項指標中，至少有7項是

對政府的行政及執行效率的評估，如「辦理建
築許可證」、「納稅」、「開辦企業」、「登記財
產」、「保護少數投資者」、「執行合同」及「辦
理破產」。這些服務方面港府仍能維持質素。
李若凡又認為，本港基本面強勁，雖然

示威活動持續約4個月，但本港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未有受到衝擊，加上具有獨立關
稅區地位、資金自由流動，以及政府財政
儲備充裕，均是香港的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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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營商便利全球第3
暴亂影響未反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H��&/,

�������

	�

5�)�R��3�R

專
家
：
暴
亂
破
壞
香
港
法
治
環
境

■據統計處公佈，9月本港商品整體出口貨值3,476.85億元，按年下跌7.3%。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在世界銀行發表的營商環境排名
榜上，香港位列全球第3，較去年上
升1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
院研究員卞永祖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香港是「小政府，大市場」的格局，
重視市場，法制也相對健全，因此在
國際營商環境排名一直較為靠前。但
事實上近期的暴亂活動對香港營商環
境已經造成了一定影響，香港營商環
境不能僅靠吃老本，也需要與時俱
進，需要完善和改進。

其他經濟體得分下降
卞永祖說，長期以來香港很大程度

上是內地對外的一個窗口，享有很多
便利。但是應該看到，香港已經很長
時間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創新動力，仍
依靠金融服務業和地產，其他方面發
展緩慢。暴亂發生後，不僅香港社會
和經濟受重創，法治環境也受衝擊。
近兩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很多
新興經濟體的營商環境出現下降的趨
勢，香港的國際營商環境排名因此才

未出現變動。
「香港營商環境也需要與時俱進，

需要完善和改進。」卞永祖稱，作為
香港一直以來「對標」的對象，新加
坡今年排名繼續保持前兩位，仍位居
香港之前。如何繼續提升營商環境而
不是出現倒退，是香港現在面臨的大
課題。需要注意的是，香港要改變以
往主要服務國際大公司的思維，加大
力氣調整自身經濟結構，如對科技創
新產業給予更多的支持。

籲積極融入內地市場
卞永祖特別指出，香港比新加坡

更大的一個優勢是背靠內地。中國
周邊的國家包括東南亞各國，都在
積極爭取與中國經濟對接，香港應
該更加積極地融入內地市場，融入
到內地的經濟體系裡。《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後，香港
與內地的企業往來將更加頻繁，倘
用自身良好的營商環境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服務，香港的收穫將遠超
新加坡。

■劉健恒 (右)
指，面對本地社
會事件，中小企
對本地需求前景
並不樂觀。

■有專家表示
香港的營商環
境需要與時俱
進、完善和改
進。 中通社

-24.3%

-7.3%

2018年來香港出口表現

2018年來香港出口美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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