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 經 新 聞B2 ●責任編輯：馬曉

20212021年年11月月272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

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

歷劫克難 港去年出口跌1.5%
經歷美國的無理制裁、中美貿易戰及新冠疫情的持續影響等打擊，本港出口表現在去年底終有改善跡象。

政府統計處昨公布，去年12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3,922億元，按年升11.7%，高於市場預期升8.4%；進口

貨值4,379億元，上升14.1%，亦高於市場預期升8%。2020年全年出口則下跌1.5%。有廠商表示，過去數

月出口情況的確不俗，主因疫情令到印尼及印度等生產基地的訂單轉發內地生產，但接下來要面臨春節假期

停工及內地疫情反覆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去年12月本港錄得有形貿易逆差457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0.4%。出口市場方面，12月份本港輸往
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年升13.8%。中國
台灣升28.9%、韓國升20.1%、中國內地
升17.5%。
另一方面，輸往印度和新加坡的整體出
口貨值則錄得跌幅，分別下跌21.4%和
13.5%。除亞洲的目的地外，美國亦上升
3.2%。另一方面，輸往德國的整體出口貨
值則錄得7.2%跌幅。

去年出口美國下跌14.9%
2020年全年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按年
下跌1.5%；商品進口貨值下跌3.3%，錄
得有形貿易逆差3,422億元，相等於商品
進口貨值的8%。2020年與2019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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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新加坡
（跌17.5%）、美國（跌14.9%）、德國
（跌14.5%）、日本（跌9.7%）和韓國

（跌7.6%）。然而，輸往中國台灣（升
11.6%）、越南（升5.3%）和中國內地
（升 5.1%）的整體出口貨值則錄得升
幅。
同期，2020年來自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

口貨值錄得跌幅，尤其是美國（跌
17.9%）、中國內地（跌6.5%）和日本
（跌 5.0%）。然而，來自越南（升
28.4%）、中國台灣（升22.8%）、韓國
（升12.3%）和新加坡（升8.1%）的進口
貨值則錄得升幅。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上幾個月的出口是不
錯，內地的出口都穩定，可能因為歐美推
出刺激經濟方案，消費者經過4至6月封
城後，在暑假後消費慾上升，加上印尼及
印度出現疫情，令生產線停頓，部分訂單
轉移到內地，對在內地生產的港商有利。
不過，他又提到，接下來春節會有長時

間停工，內地疫情或會影響工人流動，故
對來季出口前景有擔憂。

美銷售跌 鞋業轉戰內地
香港鞋業總會主席梁日昌亦指出，在疫

情期間，電子、家居及防疫用品需求增
加，而電子行業來計，內地的供應鏈最完
善，故這些行業的出口會增加，但他自己
從事的鞋業出口情況則不太理想，因消費
者近年對於時尚的追求降低，消費亦趨務
實，去年底公司的出口按年跌三成，當中
高跟鞋等訂單下跌最大，因大家都很少出
席宴會及特別場合，反而戶外行山、悠閒
鞋款則較受歡迎。
他表示，其公司的出口情況今年都未見
改善，因美國零售商的銷售大跌，未來都
會發展內地網購市場。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未來，內地經濟

預期會持續增強，並為香港的出口提供支
持，其他主要市場的前景則視乎疫情發
展。新一屆美國政府下中美關係的演進，
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以及英國脫歐後
的發展也值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第四波
疫情未見轉機，香港經濟仍深陷困境。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昨公布首季度「渣打香港
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數據，綜合營商指
數下跌5.1至32.4，為連續兩個季度改善後
再次轉差，反映本地中小企營商信心走
軟。
渣打香港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恆於
記者會上表示，短期內未見有正面因素支
持來季香港經濟大反彈，仍需依賴內地經
濟增長、全球疫情受控、疫苗接種順利
等，支持香港經濟復甦，料下半年將有所
改善。

首季中小企營商指數轉差
劉健恆續指，中短期內本港出口表現，
仍偏向依賴內地的經濟表現，內地經濟繼
續跑贏全球，加上疫情持續令在家工作無
限延長，全球各國對電子產品的需求增加
及醫療用品出口，本港仍會從中受惠。但
若想出口數字全面恢復，惟要等到下半年
歐美等國經濟回暖，出口市場明顯好轉才
可。
調查數據顯示，第一季綜合營商中小企

綜合營商指數下跌5.1至32.4，且五大分項
指數均全線下跌，其中「盈利表現」錄得
最明顯跌幅，顯示中小企面臨較困難的營
商環境。值得留意的是，調查顯示，62%
受訪中小企預期下一季營業額將有所下
跌，零售業中小企業中有75%持此悲觀情
緒。
行業方面，「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

「製造業」及「零售業」指數亦全線下
跌，惟「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金融及
保險業」及「資訊及通訊業」的「招聘意
向」分項指數仍錄得中性水平50 以上。生
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評價，顯示這
些行業在環球及本地營商環境困難下，仍
有一定的發展機遇。

認識國策利抓「雙循環」機遇
香港經濟復甦緩慢，中小企業在困境中

應緊抓新格局。生產力局建議，中小企業
可積極參與「雙循環經濟」的政策，並就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在海外市場尋求新的貿易合作。逾34%受
訪中小企表示有意或已發展內地市場，惟
當被問及「雙循環」政策時，有46%表示

「聽過但不太了解」，表示「了解」的僅
有13%。
黎少斌認為，隨着中央政府新推出國

策，以及與其他國家簽訂RCEP協定，新
格局將為香港中小企帶來新機遇。調查可
見不少中小企準備進軍內地市場，但同時
有不少中小企對國策表示不了解，倘要抓
住市場機遇，無論是對政策認識，以及透
過產業及科技轉型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
都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
敏）本港工業式微多時，但有
研究報告指其實香港工業對經
濟、就業的重要性被低估。工
業總會昨發表《香港製造中期
研究報告》，敦促政府修訂統
計法助全面反映港資製造業的
經濟影響。研究團隊建議港資
廠商採取4個轉型策略，為長
遠工業政策填補缺口，包括海
外設廠以控制成本、爭取開拓
生產鏈上下游服務、創新升級
以及回流香港製造等。
根據研究團隊以本港及內地

數據庫進行分析推算，在
2018年，港資廠商在內地創
造了約5,000億港元產值，相
當於當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
17.6%；另一方面，由於香港
經濟統計中將「製造業」局限
於在香港有工廠登記的企業，
而在產品製造過程中的其他
「生產性服務業」如設計研
發、生產管理、品牌管理、檢
測、貿易、物流運輸及售後服
務等的產值則被整合在總體服
務業內，導致公眾無法準確解
讀香港工業的經濟貢獻。
工總主席葉中賢指出，如果加
上其他「生產性服務業」、工業
在香港衍生的增加價值將會更可
觀，長遠而言，香港應參考內地
與台灣，以及新加坡等經濟體，
修訂統計方法，包括在服務業中
再細分「生產性服務業」行業作
統計、因應經濟活動適時更新行
業分類、以至收集企業離岸工業
活動的數據等。

轉型策略「內外兼修」
研究團隊建議，港資廠商可採

取四個轉型策略，策略一「中
國+1」，因應內地生產成本持
續上漲及國際關係等影響，23%
受訪企業有意或已經採取「中
國+1」策略，在中國內地以外
的國家增設生產線，當中近八成
選擇落戶東盟國家。
策略二「市場再定位」，不

少原本專注於生產工序的廠商
都開始將業務延伸至生產性服
務，與2015年相比，有意加
強科技研發 (57%)、產品設計
(59%)和建立品牌(47%)的廠商
比率俱大增。
策略三是升級轉型，受訪港資

廠商多數處於工業2.0至3.0之間
的生產階段。在較先進生產階段
的廠商較傾向加強科技研發和應
用科技作創新管理，而偏向傳統
生產模式的廠商則較傾向成本較
低的產品設計和品牌建立。
策略四是回流香港製造，受

訪港資廠商中的26.8%在香港
已設有生產線，另有約10%有
回流香港的意願。在港設廠的
主要障礙為產業配套和工業用
地不足、人才成本高、生產性
服務不足等，政府須聚焦處
理，例如在平衡其他政策需要
的情況下逐步增加適合高端工
業的用地供應等，方可助廠商
善用香港優勢。

美阻撓「香港製造」不合情理
港府就美國要求將「香港製

造」改為「中國製造」措施要
求世貿爭端解決委員會於1月
25日舉行的會議成立專家組審
理爭端，據外電報道美國在世
貿爭端解決會議上，阻撓香港
成立專門小組裁決「香港製
造」爭端一事，葉中賢認為是
不合情理，工總絕對支持港府
的行動，為港商討回利益。
他續指，自去年 11 月開

始，港商已開始為此措施作準
備，目前出口至美國的「香港
製造」產品需改標籤為「中國
製造」才可入境，其實買家都
知道是香港製造，但此舉無疑
增加成本及製造不少混亂，相
信「道理在我們這邊」，對世
貿最終裁決有信心，但美國服
不服從又另一回事。
他又指，在拜登上場後，暫未
感受到美國對中國立場有軟化，
只是少了些突如其來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數碼港昨天與前海
管理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
合作，促進香港與前海深港合作
區、深圳市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
創新合作。數碼港及前海管理局將
為兩地科創企業提供市場、技術及
投資對接機會，以建立更多元化及
可持續發展的港深科技生態圈，包
括前海管理局將按一比一的比例為
優秀的數碼港初創企業提供資助金
額，並協助它們開拓內地市場。

數碼港主席林家禮表示，這次數
碼港與前海管理局合作，將有利支
持數碼港的初創企業在大灣區發
展，協助他們開拓內地市場，期望
更多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
能善用數碼港作為國際跳板「走出
去」，拓展東南亞及國際市場，同
時把香港及海外科技企業「引進」
內地，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助力
大灣區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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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港經濟或下半年始改善

● 劉健恆（右）料出口數字全面恢復需待
下半年。旁為黎少斌。

●葉中賢（中）表示，如果加上其他「生產性服務業」，工業在香港衍生的增
加價值將會更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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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韶紅、實習記者郭
濤）記者從正在進行的甘肅「兩會」上了解
到，交銀國際積極協助甘肅企業「走出去」，
海外資金、管理及技術「引進來」，近兩年來
已協助甘肅企業實現境外融資約60億元（人民
幣，下同）；在執行項目5單，預計融資規模
達105億元。身兼港區甘肅省政協常委的交銀
國際董事長譚岳衡表示，加強甘肅與大灣區的
金融合作，是落實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際行
動和推動甘肅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着力借
鑒國家金融支持大灣區建設的政策措施，對於
金融助力甘肅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據譚岳衡介紹，甘肅與大灣區金融合作已有

一定基礎，截至2020年11月，甘肅共有上市公
司35家，近六成在大灣區內交易所上市，其中
深交所18家，港交所2家。2019年以來，交銀
國際也通過與甘肅省國資委全面戰略合作，加
快推動甘肅國企對接香港資本市場融資平台籌
集「一帶一路」建設資金，已取得一定成效。
他認為，甘肅應以點帶面、由面及體，加快

形成規模效應，所以特建議甘肅從省委、省政
府決策層面重視，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包
括以爭取甘肅早入獲批自貿試驗區為契機，推
動諸如QFLP試點、擴大外匯便利化政策在甘
肅複製落地，這方面，包括交銀國際在內的灣
區金融機構，可分享金融試點政策展業經驗，
協助甘肅有關政府機構和產業方雙向對接甘肅
與大灣區的資本、產業融合發展。

隴港合作實現互助雙贏
展望2021年，譚岳衡表示，將一如既往與全

體香港甘肅政協委員和香港甘肅聯誼會同仁共
同協作，持續促進隴港合作，積極參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立足專業領域，帶頭發揮好橋樑
紐帶作用，將甘肅優勢資源有效對接大灣區，
將甘肅所需對接香港所長，實現互助雙贏，為
助力甘肅加速新舊動能轉換，做強優勢產業和
新興產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西部大開
發，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作出應有貢
獻。

譚岳衡：甘肅與大灣區金融合作促高質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