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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貿增長要靠科技與產業掛鈎
出口超預期專家熱議國際貿易挑戰機遇

張燕生形容這是一場「拔河」，少數國家希望
去中國化，還有大多數國家希望增強和中國

經濟貿易合作。對於中國來說，關鍵是要與全球
的科學家和高技術企業加強合作，形成科技和產
業掛鈎、不脫鈎。張燕生認為，當前中國有三個
重要的經濟合作圈，一是東盟，東盟已是第一大
貿易夥伴和「雙循環」的核心；二是中日韓，預
測未來隨着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它很可能成為世
界的需求中心、供給中心、創新中心；三是中國
和澳新。張燕生認為，中國與澳新的貿易結構有
很高的互補性，與其合作將決定了中國的初級產
品能否建立一個長期穩定可預期的供求關係。

堅持對外開放擴大各國經貿合作
張燕生還關注到，今年前4個月，外貿出口

中，外商投資企業佔比已經跌破三分之一。「要
穩住外資，在改善投資環境的同時，維護和平發
展的國際大環境是非常關鍵的。」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
長屠新泉也認為，當前國際貿易最大的挑戰，無
疑是中美之間日益激化的戰略博弈，美國把中國
當做國家安全威脅。對於中國來說，還是希望通
過多邊框架下的合作來牽制住美國。
要克服這種安全的困境，屠新泉認為，中國應
當要大力推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要尋求並
擴大與世界各國的共性，不要過多地強調自己的

特色，要共同倡導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
主自由等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要堅持對外開放，努力擴大中國與包括美國
在內的各個國家的經貿合作的基礎，美國要脫
鈎，我們要掛鈎。」另外，中國還要繼續高舉維
護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大旗。「現在的世
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對中國是有利的，中
國還是要以自身的實際行動遵守規則，捍衛
WTO。」

增強外資對中國營商環境信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
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也提到，「受疫情反覆、全
球供應鏈調整、美國供應鏈去中國化等影響，外
商投資向外轉移時有出現，特別是參與全球供應
鏈分工的企業外移的壓力增大。」王一鳴建議，
要着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
境，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提高投資便利化水
平，增強外資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心；加強與外
資企業溝通交流，幫助那些持續增加在華投入的
外資企業解決遇到的實際問題，把優質存量外資
留住，同時吸引更多高技術外資項目落地。另
外，「當前要盡快出台一批提振信心的改革舉
措，最重要和迫切的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
革，推動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
素優化配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國家
外匯管理局外匯研究中心主任丁志傑5月20日
在2023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發布《2023
中國金融政策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
的外部環境面臨着高度不確定性，可以概括為
兩個「兩難困境」，一方面，發達國家再次面
臨着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的兩難選擇，美歐加
息政策的副作用越來越明顯，有可能引發銀行
業危機；另一方面，美歐中心國家和外圍發展

中國家不平衡的問題更加突出，新興市場經濟
體貨幣金融體系承壓。
丁志傑表示，追溯歷史，美國上一次同時出

現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問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
代，也就是高通脹和銀行業危機即儲貸協會危
機。
此次歐美的應對政策是選擇了類似八十年代

的加息做法，歐美銀行均在5月份持續加息，
尤其是美聯儲已經自2022年以來連續十次加

息，共計500個基點。「加息政策的副作用越
來越明顯，有可能引發歐美銀行業危機。前不
久硅谷銀行破產，主要原因不是期限錯配，也
不是信用危機，而是市場風險。歐洲大型銀行
深度參與美國金融市場，美國銀行業危機對歐
洲也形成風險外溢，近期銀行業危機還在持續
發酵中。」
第二個「兩難困境」是美歐中心國家和外圍
發展中國家不平衡的問題更加突出。「全球貨
幣金融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美國利率中樞的快
速提高導致了本輪強勢美元周期，處於外圍的
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金融體系承壓，部分亞洲
貨幣匯率已經觸及甚至弱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
機期間的低點。」丁志傑舉例說，馬來西亞林
吉特、印尼盾、菲律賓披索、印度盧比等大幅
度貶值，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的最差水平，部分貨幣甚至創出歷史新低，包
括日圓在內的匯率也大幅貶值。去年10月，日
圓對美元匯率跌破150，突破亞洲金融危機時
期147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
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中心
原副主任王一鳴20日出席2023清華五道口全
球金融論壇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呈現趨勢性向
好的態勢，但經濟運行的好轉主要是恢復性
的，一季度GDP4.5%的增速，低於去年同期
4.8%的增速及近幾年平均水平。據其測算，
要實現全年5%的增長目標，後三個季度GDP
累計需要增長5.1%以上。「三年疫情衝擊不
可能一日恢復，經濟恢復也不可能走老路。要
將經濟修復過程轉化為轉換發展方式和增長動

力的過程，開啟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
王一鳴認為，在三年疫情衝擊下，居民和企
業部門資產負債表受損嚴重。資產負債表的受
損會導致居民消費走弱、企業投資意願下降，
同時減少信貸需求，增大價格下行壓力。當前
貨幣政策提供的流動性增長已經比較快，但企
業和居民新增信貸需求不足，貨幣供應量增大
可能導致資金沉澱和內循環，應適當加大財政
政策的力度，加大對小微企業紓困的力度，包
括對房租和水電費支出給予適當的補貼，幫助
小微企業恢復元氣。

第三屆中國－中東歐國家
博覽會暨國際消費品博覽會
（以下簡稱中東歐博覽會）

日前在浙江寧波舉行。在展出的5,000多種中東
歐特色商品中，除農食產品、酒水、水晶等傳統
商品以外，專業級滑雪裝備、輕量小型通航飛
機、數字化顳下頜關節紊亂治療系統等具有高新
科技含量和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的「黑科技」產
品，成為展會新亮點，不僅吸引了眾多中國採購
商的目光，更收穫了真金白銀的市場訂單。

「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沒想到產品第一次
在中東歐博覽會上亮相，就受到了那麼多中國客
商的關注。」斯洛文尼亞Elan滑雪裝備中國市
場負責人曹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滑雪作為斯
洛文尼亞的「國民運動」，當地的滑雪裝備研發
生產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以前大眾可能會覺得滑雪是一項很費錢的

運動項目，其實像我們的入門級產品從頭盔、滑
雪服到滑雪板、雪靴一整套裝備大約在三千到一
萬元人民幣左右。」

曹興表示，中國大眾冰雪運動興起地相對較
晚，但發展迅猛，尤其在北京冬奧會之後越來越
普及。「這次展會期間，我們就能很明顯地感受
到，中國對於滑雪裝備的需求旺盛。開展第一
天，我們就對接了十幾波中國採購商，還有些當
場就達成了採購意向，這更堅定了我們未來開拓
中國市場的信心。」

展廳中央停放着一架來自捷克的「鯊魚飛
機」，成為眾多觀眾合影拍照的「明星展品」。
正在展台洽談的曹先生表示，自己所在的景區正
需要採購一輛低空觀光飛機，經過首輪洽談之
後，覺得無論安全性能、飛行性能還是230萬元
人民幣的採購價格都比較符合預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浙江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儘管全球經濟延續下行趨勢，但3、4月

以來中國外貿出口反彈超預期，再現兩位數增長，新興市場需求大增，出口貨物

結構亦在變化。在20日舉行的2023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指出，今年前4月，中國外貿出口中，一般貿易佔比

達到65.4%，加工貿易佔比跌破20%，這意味着中國代工貼牌、低端、汗水驅動

的貿易時代已經過去，外貿增長轉變為自立自強、靠競爭力的方式。不過，少數

國家推動的去中國化，則帶來嚴峻挑戰。

疫情衝擊不會一日恢復 經濟恢復也不能走老路

中東歐高端消費品搶灘中國市場
外匯局：中國經濟外部環境面臨兩個「兩難困境」

◆2023 清華
五道口全球金
融論壇現場。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邵穎）「執爾之手，與
子偕老，一生復有何求？」5月 20日「520
（「我愛你」的諧音）」，伴隨音樂聲響起，
香港52對年逾65歲、昔日無緣穿上嫁衣禮服
訂終身的夫婦，除下口罩，展露笑顏，首次披
上婚紗禮服，與從青葱相伴至白頭的愛人攜手
步入教堂，再說一次「我願意」。

百人補辦婚禮 深情無異當年
當日一個「百人婚盟紀念典禮」的現場，長

者們成為婚禮的主角，彌補當年未正式舉辦婚
禮的遺憾。他們當中有人現時已經步履蹣跚，
儘管有人坐着輪椅行禮；但當音樂響起，他們
望向配偶的眼神，深情無異於當年。
「婚齡」最久的一對夫婦，已陪伴彼此走過

67個年頭。提及婚姻長久的秘訣，幾乎所有
「過來人」都笑言，謹記二字──「包容」。
程生、程太結婚48年，回憶當年程生在加拿

大求學，其後在當地工作，程太毅然為愛情遠
走千里，隻身前往加拿大與程生結婚。提到相
處之道，程太說，需要包容，不要放大對方的
缺點，無論對方發生什麼事也會不離不棄。問
及是否知道「520」的含義，程太眼含笑意望
向程生──「我愛你一生一世」。
婚姻是一輩子的承諾，面對另一半患病不離
不棄──84歲的葉伯伯和78歲的霍婆婆結婚
55年，過去三年新冠疫情期間，霍婆婆因跌倒
令身體衰退，未能自我照顧而入住安老院，葉
伯伯坦言當時很擔心對方，疫情後二人終可有
更多相聚時間，拉近彼此距離。

是次活動的主辦方、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的助理行政總裁劉思凡說，在場所有長者夫婦
的婚齡加起來可達到2190年！她說，近年受到
疫情影響，夫妻們更珍惜對方，期望透過今次
活動幫助長者夫婦們一圓多年心願，回望過去

互相扶持的時光，重拾溫馨。
另外，不少愛侶選擇在5月20日註冊結婚，

根據香港入境處數字，全日共有232宗婚姻登
記申請，與今年情人節的248宗相若；當中68
對新人在婚姻登記處舉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個從
海峽對岸最靠近大陸的新竹市走來，一個
生於閩北山區，新竹姑娘邱俞禎和南平男
生李健因茶結緣，攜手走過1,800個日日
夜夜。5月20日，在閩台「山盟海誓」集
體婚禮上，二人的愛情「開花結果」，共
同飲下交杯喜酒，互送頭簪掛扣結婚信
物。舉辦地是位於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澳
前鎮東澳村的68海里景區。這裏是大陸
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地方，與新竹南寮漁
港相距僅68海里。
在「海峽之眼」眺望台前，21對閩台

新人着中式婚服，手牽紅繡球，漫步紅
毯，行跨火盆、踩瓦片、扎繡球和合茶、
海誓等閩台傳統結婚禮儀。取閩江水泡台
灣茶，閩台新人同杯共飲。
2018年，愛喝茶的邱俞禎跨海來到武

夷山。「有句話說，『愛茶的人總會相
逢』，在我們身上應驗了。」回憶兩人相
識相知的甜蜜瞬間，邱俞禎說，在武夷
山，李健帶他欣賞山川奇秀之美，體驗武
夷岩茶的奧妙，自此她愛上了這裏。
目前福建兩岸婚姻登記數近12萬對，

佔大陸總數的近三分之一。福建省民政廳
副廳長歐陽曉波說，兩岸婚姻家庭用親
情、愛情，將兩岸同胞牢牢聯繫在一起，
是兩岸融合發展最美麗的見證。

◆今年前4月，中國外貿出口中，一般貿易佔比達到65.4%。圖為3月17日煙台港外貿商品車
「出海」場景。 資料圖片

◆

閩台「山盟海誓」集體婚禮上，兩岸
新人擺心形留影。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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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天長地久 港52對老夫妻圓婚紗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今年5月
20日恰逢周六，內地不少婚姻登記機關選擇
「為愛加班」。在東莞多個婚姻登記處，現
場專門布置了「520」的背景牆，鮮花綠
植、紅色的「雙喜」擺件……十分溫馨浪
漫。記者從東莞民政局獲悉，全市共有近

900對新人結婚登記。
當日上午，東莞市婚姻登記管理中心迎來
了眾多新人。很多新人還戴着白色的頭紗前
來登記，讓這個特別的日子充滿儀式感。吳
先生和盧小姐是眾多新人中的一對，從校服
到婚紗，戀愛長跑達8年，終於「修成正
果」。
廣州、深圳、佛山、惠州等大灣區內地城
市在20日同樣「不打烊」。廣州市民政局表
示，5月20日當天，廣州全市婚姻登記機關
將全天對外辦公。同時，廣州市民政局也呼
籲廣大新人理性看待婚姻登記「好日子」，
結合自身實際錯峰預約辦理，避免「扎堆登
記」。只要相親相愛，每天都是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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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婚禮駕粉紅艇衝向幸福

20日，百對新人、情侶在廣東
清遠古龍峽漂流賽道中同行，體驗
「漂流婚禮」。婚禮組織者表示：
「愛情如同漂流，兩個人同坐一條
船朝着同一目標前進。闖過人生的
風風雨雨，就會抵達幸福彼岸。」
在清遠古龍峽現場，被花束和花

球環繞的粉紅色漂流艇，成了「婚
車」，一路急行，歡呼聲與尖叫聲
在峽谷間流轉。清遠市民黃先生攜
妻子參加了活動。他說：
「穿着禮服來漂流，讓人難
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方俊明

◆東莞在20日迎來900對新人結婚登記。
受訪者供圖

520民政部門為愛加班

◆在典禮上為對方戴上婚戒。 資料圖片
◆有團體舉辦「百人婚盟紀念典禮」，52對
老夫婦披上禮服走入教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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