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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可凝聚各界「做實事」
李家超：將縮減酒店檢疫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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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易會滿：深化「滬深港通」機制

今天出版1疊共12版
1952年創刊 第25025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疫情拖累 外貿疲弱 環球收水

【香港商報訊】記者韓
商報道：昨日，政府統計
處發布今年第二季度本地
生產總值（GDP）預先
估計數字：本港第二季
GDP較上年同期實質下
跌1.4%，而第一季按年
跌幅為3.9%。GDP下跌
持續主要是由於季內對外
貿易表現疲弱所致。而經
季節性調整，本地生產總
值環比則上升0.9%，亦
遜於預期。第二季GDP
修訂數字和更詳細的統計
數字以及全年GDP修訂
預測數字，將會於8月12
日公布。

金管局頻接錢 結餘歸零點算

最新統計數字表明，本港貨品出口總額與上年同
期比較錄得8.6%的實質跌幅，較第一季跌幅4.5%加
劇；貨品進口繼第一季下跌5.9%後，第二季實質下
跌6.2%；服務輸出第二季與上年同期比較實質上升
1.8%，而第一季則是下跌2.9%；服務輸入第二季實
質下跌0.7%，第一季跌幅3.8%。第二季私人消費開
支，與上年同期比較大致維持不變，而第一季則大
跌 5.8%。政府消費開支方面，繼第一季上升 6.7%
後，第二季實質上升13%。

政府：經濟改善遜預期
政府發言人表示，本港經濟於第二季有所改善，

但改善程度較預期小。隨本地疫情普遍改善和社
交距離措施放寬，加上政府各項支援措施的幫助，
本地活動略見恢復。然而，第五波疫情確診數字回
升和金融狀況收緊，影響了季度後期的復蘇勢頭。

外圍方面，環球需求減弱，以及內地與香港之間

的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對香港出口造成嚴
重影響。根據預先估計數字，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在
今年第一季按年收縮3.9%後，跌幅在第二季放緩至
1.4%。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在上一季下跌2.9%後，在第二季輕微反彈0.9%。

分析：尚未技術性衰退
大新銀行經濟研究及投資策略部指，本港第二季

GDP按年下跌1.4%，差過預期的下跌0.2%，跌幅較
首季收窄2.5個百分點。雖然連續兩個季度錄得按年
負增長，但由於第二季按季錄得0.9%的正增長，因
此本港並沒有進入 「技術性衰退」。第二季本港經
濟狀況略見改善，主要受惠政府消費開支按年大幅
增加，而按推算，存貨連跌兩季後第二季亦見回
升，但未能抵銷外貿轉弱，第二季貨品出口按年下
跌8.6%，跌幅較首季擴大4.1個百分點，反映內地疫
情防控措施以及外圍經濟轉弱已經深刻影響本港出

口。
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師薛俊昇解

釋稱，第二季本港經濟錄得按年跌幅，主要反映外
圍環境轉差的影響。事實上，第二季本港經濟已較
第一季有回升。近月歐美經濟出現放緩象，影響
環球貿易活動，本港進出口貨量按年跌幅有所擴
大。環球不明朗因素增加，加上息口趨升，已經並
將繼續窒礙本地消費及投資復蘇步伐。

展望：環球收水阻復蘇
展望未來，政府發言人認為，全球經濟前景惡化

將在今年餘下時間繼續拖累香港出口表現。供應側
的干擾和烏克蘭局勢持續緊張，令先進經濟體通脹
高企，及許多主要央行加大力度收緊貨幣政策，料
將顯著壓抑經濟增長。雖然內地經濟應會進一步復
蘇，但或未能完全抵銷先進經濟體轉差的影響。不
過，如果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境陸路運輸持續改

善，或能為香港對外貿易提供一些緩解。
本地方面，經濟活動在今年餘下時間料會進一步

恢復，但程度將視乎本地疫情發展，及金融狀況收
緊對市民消費能力和氣氛的影響。消費券計劃和其
他政府推出的支援措施應會繼續支持需求。社會各
界必須繼續與政府齊心合力，令本地疫情維持受
控。

對於下半年本港經濟表現，薛俊昇預計會較上半
年有所好轉，但具體復蘇情況要視乎外圍環境、主
要央行收水速度及未來疫情發展而定。預期環球經
濟不景氣，及主要央行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繼續
成為下半年本港經濟面對的下行風險。

大華銀行全球經濟及市場研究部亦發表報告指，
因上半年GDP按年收縮約2.7%，加上外部環境持續
惡化，本港全年GDP不太可能實現增長；預計未來
兩個季度GDP增長率雖可能恢復正數，但全年GDP
仍可能會收縮1.2%至0.4%。

金管局近年弱方保證出手情況
年份

2022

2019

2018

截至8月1日

次數

26

8

27

外匯交易變動（億元）

-1867.86

-221.3

-1034.8

銀行體系結餘（億元）

1510.22

542.1

763.4

本港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較去年
同期實質下跌1.4%，遜於預期。

中新社

最新經濟數據昨出籠，香港
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初值按年
跌1.4%，雖跌幅有所收窄，但

連續兩季度收縮，情況不算理想。考慮到本港以至
全球經濟形勢的最新情況，月中政府對本港全年經
濟預測進行覆檢時，相信難免要將其調低。整體來
說，香港經濟正遭遇逆風，復蘇之路荊棘滿途。但
也要看到，我們的經濟基礎穩固，金融體系穩健，
在此前提下，政府有條件加大政策力度，包括繼續
以消費券等刺激需求和科學為本的精準防疫措施，
以作 「對沖」 ，促進經濟告別衰退，轉向復蘇。

無可否認，環球經濟正陷入不景氣：美國為遏抑
通脹而多次大幅加息，當地經濟已連續兩季呈負增
長；烏克蘭戰爭導致能源及糧食價格高企，令全球

通脹升溫，復蘇乏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再度
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分別下調至3.2%和
2.9%，同時警告環球經濟衰退的風險有所增加。

香港是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必然無法獨善其
身。事實上，帶動經濟的 「三頭馬車」 ，包括出
口、消費和投資都備受衝擊，特別是消費和出口，
前者因美國加息影響本地資產價格，削弱市民消費
意欲；後者則因疫情導致內地與香港之間跨境陸路
運輸受到阻礙，削弱本港出口表現。

客觀而言，美國加息、烏克蘭戰爭和疫情封關都
是香港難以控制的，但卻可盡量通過積極的政策措
施，爭取部分抵銷不利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
為經濟復蘇創造條件。例如在應對疫情上，新一屆
政府實施 「精準防疫」 策略，透過強制居家隔離人

士佩戴電子手環和即將推出 「紅黃碼」 等，一方面
避免 「一刀切」 抗疫，另一方面盡最大可能抑制疫
情反彈，力爭抗疫和穩經濟兩不誤。事實上，特區
政府的政策工具箱內還有很多選擇：電子消費券除
了有助紓緩基層市民生活壓力，還明顯改善零售、
餐飲市道，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本地經濟。本月7日
開始分期發放的第二階段消費券，相信亦將彰效，
為第三、四季經濟反彈帶來動力；另一方面，當局
應考慮超前部署，加大對有益於長遠經濟發展的投
資，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在基建、產業
發展上投放資源，這不單有助促進經濟復蘇，更有
助提升本港長遠競爭力。

誠如許多分析師所指，香港經濟復蘇的根本之道

在於通關。在對國際通關方面，特區政府正籌備11
月舉行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和香港國際七人欖
球賽，相信有助激活香港與海外的聯繫，為全面恢
復與國際通關創造條件，屆時應有助刺激跨境旅
遊、投資、對外貿易。至於與內地通關方面，希望
特區政府進一步完善 「精準抗疫」 策略，持續與內
地有關部門進行溝通協調，爭取一個兩地均認為穩
妥的通關方案。

當前香港經濟確實遇到一些困難，但應看到基礎
優勢，長遠利好、企穩向好的大趨勢仍在，大家實
不宜過分憂慮。香港經濟 「基本盤」 穩固，只要堅
持科學抗疫，再加上政府實施更積極政策，我們定
可力克時艱，渡過難關，迎來經濟社會復常，實現
全面復蘇。

加大政策力度 促進經濟復蘇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本港Q2預估GDP跌1.4%

美國7月議息後，港匯再度數次觸及
7.85弱方兌換保證。根據聯匯制度，金
管局昨在香港交易時段再度承接 26.69
億港元沽盤，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將於
8月3日跌至1510.22億港元。

自 5 月 12 日凌晨起，金管局已 26 度接錢，銀行體系結餘亦由
3378.08億港元減少1867.86億元，降幅逾55%。其中，5月份接錢5
次涉資約175.85億港元；6月份接錢9次涉資約866.95億港元；7月
份接錢11次涉資約798.37億港元；8月份至今接錢1次涉資約26.69
億港元。

香港加息便能吸引資金回流
美國步入加息周期，港美息差擴大，令原本泊在本港的資金

流去美元體系賺取更高的利息回報。近日，港匯持續觸及 7.85
弱方兌換水平，金管局頻頻接錢。市民也許會有疑慮：當本港
銀行體系結餘跌至零，港元屆時會否大幅貶值，甚至衝擊到聯
匯制度？

事實上，市民不用過於擔憂。綜合市場分析，目前資金流出香
港，主要是因港美兩地息差擴大。因此，香港的應對策略之一在於
加息。當本港銀行加息，港美兩地息差收窄，資金自然就會回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大舉狙擊港元，港
元不斷被沽出兌換為美元；為免港匯暴跌，時任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就將港元拆息大幅抽高至300厘，再斥逾千億港元買入港股，成功
擊退國際大鱷。

早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會見傳媒時便指出，倘若港美息差進
一步擴闊，市場套息交易誘因增加，屆時資金流走速度或會加
快。不過，他仍大派 「定心丸」指，上半年本港銀行總存款微升
逾1%，表現平穩，並未見到有很多資金外流的現象。

第二個應對之策是動用外匯儲備
自1983年10月17日起開始實施，香港聯匯制度已歷時近39年。

聯匯制度下，香港兌美元匯率保持1美元兌7.8港元的匯率，同時
容許在7.75至7.85港元的區間內自由浮動。當觸及7.75港元強方兌
換保證時，金管局承諾可按 7.75 港元兌 1 美元的固定匯率購入美
元，變相存入港元至在金管局開設的戶口，銀行體系結餘增加。反
之，當觸及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承諾可按1美元兌7.85
港元的固定匯率購入港元，意味在金管局開設的戶口中的港元被
提走，銀行體系結餘減少。

退一步來說，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即使真的 「歸零」，金管局也有
第二個應對之策——即以雄厚的外匯儲備繼續接錢。較早前，金管
局公布截至6月底本港外匯儲備資產高達4473億美元，排名世界第
七。除非外匯儲備全部流走，在此之前，市民根本不用害怕聯匯制
度受到衝擊。

香港商報記者 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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