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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中國經濟今年勢整體好轉
今天出版1疊共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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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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內生產總值（GDP）120萬億

元，按年增長3%；

2.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3.6%；

3.服務業增加值按年增長2.3%；

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下降

0.2%；

5.固定資產投資按年增長5.1%；

6.貨物進出口總額按年增長7.7%；

7.全年CPI按年上漲2.0%，PPI按

年上漲4.1%；

8.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206萬人，去

年1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5%；

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

按年名義增長5.0%，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2.9%。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昨日，行政長官李
家超在禮賓府與新任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會面，雙方互致
新春祝福，並就當前香港社會形勢和如何推進香港由治
及興進行交流。

李家超：歡迎鄭雁雄出任新職
李家超歡迎鄭雁雄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和香

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表示，鄭雁雄主任
曾長期於廣東省工作，並自2020年7月擔任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首任署長逾兩
年半，一直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熟悉香港情況。

李家超表示他很有信心與鄭雁雄主任共同全面準確貫徹
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維護憲
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
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鞏固國際一流大都會地位。

李家超表示，香港社會已踏上復常之路，重返國際舞

台，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與內地正實現逐步、
有序、全面通關，兩地人民、商貿、旅遊等方面的交流
將恢復緊密往來。特區政府在團結社會各界聚焦發展的
同時，也力為市民排解民生困難，提升市民幸福感，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他深信中聯辦在鄭主任領導
下，會一如既往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特區政府將全
力以赴帶領香港社會把握好 「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所帶來
的歷史機遇，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鄭雁雄主任熟悉
廣東省的情況，在協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參
與大灣區建設定必事半功倍，踏上更高台階。

鄭雁雄：全力支持特首港府依法施政
據中聯辦網站消息，鄭雁雄談到，自己擔任駐港國安

公署署長期間，和李家超行政長官合作密切。擔任中聯
辦主任之後，將帶領全體同仁一如既往，進一步加強與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常態化溝通，廣泛聽取香港社會
各界的意見，充分尊重、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雙方一致認為，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
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堅
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
一，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要發揮香港優勢和特
點，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斷增強發展動能，促
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要主動對接 「十四五」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
略，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雙方堅信，有中央對香港
的關心關懷，有強大祖國作堅強後盾，有香港社會各界
的共同努力，香港一定能鞏固當前 「治」的局面，增強
「興」的動能，進一步開創由治及興新局面，在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李家超晤鄭雁雄 共議「由治及興」

國家統計局最新
數據顯示，2022年
全國人口自然增長
率為-0.60%，時隔

61年再現自然負增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口發展
研究中心教授茅倬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長期低
生育率必然會導致人口負增長，且時間會比預期提
前到來。她認為，人口負增長並非洪水猛獸，但要
防止下滑速度過快，因此須高度重視目前非常低的
生育率。

時隔61年再錄負增長
昨日，國新辦舉行的2022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

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介紹，2022年末
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

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人，比上年末
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
為 6.77% ； 死 亡 人 口 1041 萬 人 ， 人 口 死 亡 率 為
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

「自上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中國進入低生育水
平，人口總量卻仍繼續增長，但長期低生育率必然
會導致人口負增長。」茅倬彥分析，去年全國人口
出現負增長，意味2021 年中國人口總量達到峰
值。

茅倬彥根據七普數據做的研究測算認為，中國面
臨的人口負增長趨勢短期內不可逆轉。

須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茅倬彥表示，人口負增長本身並非洪水猛獸，但

須高度重視，及早進行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戰略布
局，並採取應對措施。

他建議，未來一個時期，應有步驟、分類別、精
細化推進生育支持政策的不斷完善。可從三大方
面發力：在經濟支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
年子女數量為依據的家庭個人所得稅徵收制度，
提高所得稅徵收起點、降低稅率；在親職福利政
策方面，明確獎勵生育假、陪產假以及育兒假納
入生育津貼支付，並根據女職工孩子數量建立有
效的用工成本分擔機制，調動用人單位提供生育
支援政策的積極性。在配套服務政策方面，將普
惠性託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範疇，加大生育
關懷力度，將生育相關醫療服務逐步納入基本醫
療報銷範圍，探索輔助生殖技術服務商業健康保
險。 香港商報記者 張麗娟

內地人口負增長短期不可逆轉

初步核算，2022 年內地 GDP 達到 120 萬億元，這是繼
2020年、2021年連續突破100萬億、110萬億之後又躍上
新的台階。按年均匯率計，120 萬億元折合美元約 18 萬
億，穩居世界第二位。從人均水平看，2022年人均GDP達
85698 元，比上年實際增長 3%。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
12741美元，連續兩年保持在1.2萬美元以上。

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表示，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持續提
高，意味國家綜合國力、社會生產力、國際影響力、
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升，意味發展基礎更牢、發展
質量更優、發展動力更充沛，意味中國經濟韌性強、
潛力大、空間廣且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內地經濟頗具韌性和風控能力
按不變價格計，2022年GDP按年增長3%。分季度看，

一季度按年增4.8%，二季度增0.4%，三季度增3.9%，四季
度增2.9%。從環比看，四季度GDP與三季度持平。康義表
示，現在德國已公布全年經濟增速預估數為1.9%；據IMF
預測，美國、日本全年增長不會超過2%。在這麼多超預期
因素反覆衝擊下，中國GDP 3%的增速是一個比較快的速
度。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認為，儘管去
年經濟增速距離5.5%左右的預期目標差距較大，但經濟總
量仍增加到120萬億，上了一個台階，且3%的增速在全球
主要經濟體中屬良好水平，彰顯出中國經濟具有較強的韌
性和風險控制能力。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表
示，去年中國經濟遭遇的挑戰超預期，3%的經濟增長來之
不易。他認為，其中，進出口對經濟貢獻突出，投資相關
政策給力，惟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0.0%）有所拖累。
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39733億元，按年下降0.2%，消
費過於疲軟。

今年消費有信心投資有潛力
展望2023年，康義表示，中國經濟一定會整體好轉。隨

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 「2023 年，對中國的消費市
場，我們充滿信心」；投資發展亦有潛力、有空間、有動
力，投資有望保持繼續增長。

在徐洪才看來，受去年基數影響，以及世界經濟下滑，

外部需求放緩，貨物進出口將有所下降，同時，隨疫情
管控放開，境外旅遊回升，服務貿易逆差會顯著加大，因
此2023年上半年外貿或處於負增長或零增長，對經濟拉動
顯著下降。消費方面，由於去年全年負增長，基數較低，
加上今年常規性消費將逐步回升，以及二季度住房消費會
有所好轉，料全年消費實現正增長，但力度不會太大，大
約增長5%左右。

連平的判斷則更樂觀，他認為，在消費大幅回升、投資

平穩較快增長和房地產企穩的共同推動下，2023年GDP有
望恢復至潛在增長水平區間，實現5.5%以上的增長。

劉鶴指經濟增速將達正常水平
昨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國務

院副總理劉鶴表示，2023年中國經濟將實現整體性好轉，
增速將達到正常水平，預計今年進口會明顯增加，企業會
加大投資力度，居民消費亦會回歸常態。

去年GDP總量破120萬億增長3%

2022中國經濟
重要數字

中國GDP走勢及增速

7.0 6.8 6.9
6.7

6.0

2.2

8.1

3.0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20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圖為江蘇宿遷
一家企業內的生產景象。 中新社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內地經濟表現超乎預期，由
去年全年 GDP 增長 3%、第四
季按年增長2.9%，到其餘各項

主要數據如消費、投資、工業增加值等，均較市場
估算為佳。

國家統計局總結指，從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持續
提高，意味國家發展基礎更牢、發展質量更優、
發展動力更為充沛，國家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空
間廣且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國家作為香港
的堅強後盾，亦為發展更上層樓機遇所在，各界誠
宜抓緊把握箇中的確定性，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此乃香港維持繁榮穩定，及激發 「興」 的動能
的最大保證。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內地亦不例

外；然而，由於內地經濟底子厚、韌性強，所以很
快就反彈過來。2020年疫情初爆，內地第一季GDP
一度急挫6.8%，惟之後已馬上恢復增長；2022年上
海爆疫，也曾令當季GDP大幅放緩，但仍守得住沒
有跌入負增長。與之前所訂全年目標增長5%比較，
最終增長3%的成績誠有不及，不過與其他主要經濟
體比較，內地表現依然十分亮麗，譬如已公布去年
經濟表現的德國，增幅便不足2%。

事實上，外圍環境日趨複雜，地緣局勢變得嚴
峻，不確定性正在升溫；在西方諸國飽受戰爭、
通脹、升息等因素困擾，一般預期來年料陷衰退
的同時，不會改變的只有內地繼續實現相對較快
增長步伐。事實證明，內地經濟既沒有遭疫情拖
垮，整體發展且是穩中有進；展望將來，在優化

抗疫措施的大前提下，疫情最壞時刻已經過去，
誠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昨日在達沃斯峰會所言：
2023 年中國經濟將實現整體性好轉，增速達到正
常水平，預計進口會明顯增加，企業會加大投資
力度，居民消費會回歸常態。最新分析相信，今
年內地經濟增長可提速至 5%甚至更高，前景跟其
他發達國截然不同。

在外圍環境並不確定、內地前景確定向好的基礎
上，進一步發揮 「一國兩制」 優勢，加快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無疑是推動香港經濟穩中有進的必然方
向。特別是，香港疫情最壞時刻亦已過去，穩步踏
上通關復常之路；有投行早前指，單是恢復與內地
通關，便可提振香港 GDP 多達 7.6%。查疫情前數
據，單是內地客的在港消費，已相當於全年零售銷

貨總值近 30%之多；而內地作為香港最大貿易夥
伴，佔整體出入口約半壁江山，通關必將帶動貿易
回升。

長遠而言，由金融、貿易等成熟的傳統產業，到
方興未艾的創科及藝術文化等，國家 「十四五」 規
劃、粵港澳大灣區以及 「一帶一路」 建設，均為香
港帶來無窮發展機遇。在實現 「由亂到治」 之後，
今後香港必須進一步做好 「由治及興」 ，亦即打好
「興」 字牌；把握內地經濟前景確定性，正是激發
「興」 的動能的關鍵。
兩地恢復通關，是香港抓緊內地機遇的第一步；

充分利用近水樓台的制度及地理優勢，向陽的香港
自然易逢春了。

內地數據超預期 港宜把握確定性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
布 2022 年國民經濟運行成績
單 ： 全 年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邁過 120 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大關，按年增長
3.0%，經濟總量再上新台階。
接受本報採訪的專家認為，3%
的增長率符合預期，2023年則
有望實現5%左右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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