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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疫情影響消退疊加穩經濟政策措施

進一步顯效，中國經濟景氣水平繼續回升。中國國家統計局3月1日公布的數據

顯示，2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升至52.6%，較1月大升2.5個

百分點，創2012年5月以來新高。專家指出，2月經濟復甦強度超預期，前2

月經濟有望實現「開門紅」，但後續復甦進程仍有不確定性，需要宏觀政策發

力和精準施策鞏固經濟恢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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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各界抗議英方干預港事

中國上月製造業PMI升至52.6%PMI 52.6%
大中小企業PMI均進入擴張區間 專家：需宏觀政策發力鞏固經濟恢復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俄羅斯首都莫斯
科地鐵大環線全線通車儀式3月1日舉行，俄總
統普京以視頻連線形式出席通車儀式。當天，
莫斯科地鐵大環線最後9個車站投入運營，標
誌着大環線的全線開通。
普京表示，長達70公里的大環線成為世界上
最長的地鐵環線。大環線將為整個首都地區的

交通體系帶來極大改變，它將減輕多條高速路
的運載壓力，成為發展和完善首都毗鄰地區的
重要動力，使得都市居民的生活出行更加方便
快捷。

俄首在地鐵領域引進中企
莫斯科地鐵大環線是俄羅斯最大的地鐵建設

項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鐵項目之一，由31
個車站和3個電力車庫組成，總長為70公里。
其中，中國鐵建中標承建莫斯科地鐵第三換乘
環線（即大環線）西南段項目，這也是俄羅斯
首次在地鐵施工領域引進中國企業。
莫斯科地鐵線路設計主要採用輻射及環行布

局，線路中絕大多數是輻射線，相互之間換乘
不便。而大環線將有效聯通各條輻射線，極大
地提高出行效率。此外，大環線全線開通將顯
著改善莫斯科34個區330萬名居民的交通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月1日
起，錢塘江等浙江八大流域將同步進入為期
四個月禁漁「休眠期」。
今年是八大流域實行統一禁漁的第二年。
浙江自2022年開始實行錢塘江、甌江、椒
江、甬江、苕溪、運河、飛雲江和鰲江等八
大流域禁漁期制度。其中，苕溪和京杭大運
河幹流實施全年禁漁，其他水系禁漁時間統
一為3月1日0時至6月30日24時。
據介紹，禁漁期間，禁止除娛樂性遊釣以

外的所有作業方式。根據相關法律及條例，
對於違反禁漁管理規定的，將沒收非法漁獲
物和違法所得，處5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罰
款；情節嚴重的，沒收漁具並吊銷捕撈許可
證；情節特別嚴重的，沒收漁船；構成犯罪
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下一步，浙江省
漁業執法總隊將聯合市場監管等部門，加強
對各地水產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涉漁餐
館等場所的檢查，嚴厲打擊禁漁期各類非法
捕撈、非法銷售行為。

世界最長地鐵環線莫斯科通車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2月，非製造業商
務活動指數（非製造業PMI）較1月抬升

1.9個百分點至56.3%超預期。製造業和非製造
業兩大行業PMI雙雙提高，帶動2月綜合PMI
產出指數上升3.5個百分點至56.4%。三大PMI
指數均連續兩個月位於擴張區間（高於50%榮
枯線）。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
河表示，2月穩經濟政策措施效應進一步顯
現，疊加疫情影響消退等有利因素，企業復工
復產、復商復市加快，中國經濟景氣水平繼續
回升。
製造業分項指數普漲，供需回升，外需明顯
改善，新出口訂單指數時隔21個月重新站上榮
枯線；大、中、小型企業PMI均進入擴張區
間，其中小型企業PMI自2021年5月份以來首
次高於榮枯線；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升至一
年來最高，顯示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企業
信心繼續增強。

房地產行業出現一定復甦跡象
非製造業景氣同樣持續回升，2月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為55.6%，高於1月1.6個百分點，
其中道路運輸、租賃及商務服務等8個行業商
務活動指數位於60%以上高位景氣區間，表明
居民消費意願明顯增強，出行活動明顯改善、
市場活躍度回升。另外，隨着政策扶持力度持
續加碼，房地產行業出現一定復甦跡象，房地
產行業商務活動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均升至50%
以上。
「從統計局PMI數據來看，中國經濟復甦的

斜率明顯超出此前市場預期，各行業、各類型
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均出現廣泛好轉。」平安證
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分析指出，2月製造業
生產重回擴張區間，需求繼續回暖，各類型企
業景氣程度同步回暖，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改善
幅度更為明顯。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基本回
升至2022年初水平，表明製造業企業信心有所
修復，市場預期轉弱的情況或邊際改善，小型
企業信心修復更加明顯，預期指數已高於大中
型企業且創下近五年新高。

專家：外需下行壓力需保持警惕
不過鍾正生強調，目前中國經濟恢復基礎尚

不牢固，經濟復甦進程仍有待觀察。一方面，
海外發達經濟體加息進程尚未結束，後續出口
形勢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2月新出口訂單指
數回升，可能主要是前期疫情影響下出口訂單
積壓的釋放，並不代表外需觸底反彈，對於外

需的下行壓力仍需保持警惕。
另一方面，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後地產、消

費能否持續復甦，以及地方政府財政壓力等問
題，都仍需保持謹慎。鍾正生還指，1月內地
新增確診病例仍處高位，又逢春節假期，2月
PMI超預期回升可能也受到低基數的推動。
因此，貨幣寬鬆和財政發力都仍有必要，對

房地產等經濟復甦的薄弱環節採取更多精準
的、有針對性的政策。
國家統計局也表示，調查中反映訂單不足的

製造業和服務業企業佔比較1月雖有所回落，
但仍超過50%，表明市場需求不足問題仍較突
出，中國經濟恢復基礎尚需鞏固，PMI後續走
勢有待進一步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在國新
辦3月1日舉行的「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
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劉昆等就今年積極
財政如何發力作出回應。
劉昆表示，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
效，「加力」就是適度加大財政政策擴張力
度。在202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6.06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基礎上，今年將統籌
財政收入、財政赤字、貼息等政策工具，適度
擴大財政支出規模；與此同時，合理安排地方
政府專項債券規模，適當擴大投向領域和用作
資本金範圍，並持續增加中央對地方轉移支
付，向困難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傾斜。

完善稅費政策助企紓困
「提效」則是提升政策效能。劉昆指出，一
方面，完善稅費優惠政策，增強精準性和針對
性，着力助企紓困。綜合考慮助企紓困需要和
財政承受能力，進一步完善稅費優惠政策，突
出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以及特困行業的

支持，讓企業多減一些負擔，增添更大的發展
動力。
另一方面，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好發揮財
政資金「四両撥千斤」的作用，有效帶動擴大
全社會投資，促進消費。同時，加強與貨幣、
產業、科技、社會政策的協調配合，形成政策
合力，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對於今年的財政收支形勢，劉昆綜合分析判

斷，今年經濟有望總體回升，經濟回升會帶動
財政收入的增加，另外去年集中實施了留抵退
稅，去年的基數相應偏低，這兩個因素共同影
響，為今年財政收入恢復性增長奠定了基礎。
但也要看到，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財政收
入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不會在民生支出上退步
劉昆說，從財政支出情況看，科技攻關、鄉

村振興、生態環保等重點支出剛性增加，養
老、教育、醫療衞生等基本民生短板需要繼續
加強保障，支持區域協調發展，增強基層「三
保」能力，轉移支付也需要保持必要力度。
「雖然2023年財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但財政
部門不會在民生支出上退步，將盡力而為、量
力而行，繼續加大民生投入力度。」
許宏才還表示，將合理安排專項債券規模，

確保政府投資力度不減，更好發揮「四両撥千
斤」的帶動作用，具體額度安排將在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上對外披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3月1日下午舉行「權威部門
話開局」主題發布會。據工信部部長金壯龍在
發布會上介紹，2022年，中國全部工業增加值
突破了4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佔GDP比重達到
33.2%，工業起到了宏觀經濟大盤的壓艙石作
用。

製造業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
其中，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27.7%，

製造業規模已經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他並透

露，中國將全面推進6G技術研發。
金壯龍指出，中國高技術製造業佔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15.5%，裝備製造業佔規模
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31.8%，新能源汽車、
光伏產量已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新興產業
是引領未來發展的新支柱新賽道，中國將聚焦
5G、人工智能、生物製造、工業互聯網、智能
網聯汽車、綠色低碳等重點領域，不斷豐富和
拓展新的應用場景，研究制定未來產業發展行
動計劃，加快布局人形機器人、元宇宙、量子
科技等前沿領域，全面推進6G技術研發。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蔡競文報
道，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今、明兩年的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由早前的4%上調至5%。
報告認為，中國優化調整防疫政策將推動經
濟活動恢復、促進需求反彈，尤其是在服務業
方面。

瑞銀：或出台更多房地產措施
穆迪又預期，非貿易服務業被壓抑的需求，
將從今年春季起支撐消費反彈，當中以旅遊和
酒店行業有機會受益最大。不過，穆迪認為中

國放寬房地產行業「三條紅線」，無助於增加
房地產銷售及支持價格，房地產行業仍然疲
弱，並造成負面財富效應。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發表報告指，

預期在消費復甦和具韌性的投資支持下，中國
或將GDP增長目標設定為5%或更高，而且受
惠於退出清零的企業於未來幾個月業績表現出
色，企業盈利復甦將推動下一階段經濟反彈。
不過，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指出，由
於內房行業仍處於困境，預計兩會期間或出台
更多針對房地產行業的措施。

ING銀行大中華經濟師彭藹嬈發表報告稱，
今年中國GDP增長目標將會在5.5%至6%之
間，雖然中國經濟正逐步復甦，但實現目標時
會面臨挑戰，尤其是外圍經濟持續疲弱，或影
響出口及與出口相關的製造業活動。

ING：消費及基建投資成動力
ING預計今年中國GDP增長為5%，如消費
及就業市場表現強勁，可上調至5.5%。彭藹嬈
相信，消費會是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
力，而基建投資則是第二大增長引擎。

中國工業增加值突破40萬億元

財政部：適度加大財政政策擴張力度 提升政策效能

穆迪上調中國今明兩年GDP增長預測

◆2月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5.6%，高於1月1.6個百分點。圖為2月4日，工人在福建莆
田一輪胎企業生產車間作業。 中新社

2月製造業PMI亮點
製造業PMI
製造業PMI報 52.6，較 1月提升2.5
點，連續兩個月回升，錄2012年5月
以來新高

企業PM
大、中、小型企業PMI分別為53.7、
52.0和51.2，各較1月提升1.4、3.4
和4點

生產
生產指數為56.7，比1月上升6.9點，
為2012年5月以來最高水平

訂單
新訂單指數為54.1，比 1月上升3.2
點，為2017年10月以來最高水平

就業
從業人員指數為50.2，比1月上升2.5

點，表明企業招工迎來回暖，特別是

新興產業相關招工旺盛

業界情緒
製造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為
57.5，較1月提高1.9點，為近12個月
來新高

資料來源：中新社

錢塘江等八大流域進禁漁期

英國外交發展大臣近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上發表涉港謬論，引起香港市民強烈不
滿。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十多
位成員1日下午手持橫額標語前往英國駐港領
事館集會，對英國政府詆毀香港、干預香
港事務的卑劣行徑表示憤怒和抗議，並
向領事館遞交抗議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3月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
行「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中新社

◆杭州，淳安
縣界首鄉嚴家
村漁船碼頭，
近百艘漁船結
束作業有序停
泊在港修整。

網上圖片
◆世界最長地鐵、莫斯科地鐵大環線1日全線
通車。 新華社

◆非製造業景氣同樣持續回升，2月服務業商務
活動指數為55.6%。圖為山西太原，物流業工
作人員正在整理快遞。 資料圖片

◆隨着政策扶持力度持續加碼，房地產行業出
現一定復甦跡象。圖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