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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指點

中國經濟夠硬淨 無限風光在險峰

日前，國家統計局
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
司長付凌暉在國務院

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今年 8 月份國民經濟形
勢，與去年和今年頭 7 個月數據相比，經濟並
非 「形勢一片大好」，卻呈現進一步回升的態
勢。

內 地 8 月 規 模 以 上 工 業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長
4.5%，環比增長 0.5%。製造業增長 5.4%；太陽
能電池、服務機器人、光電子器件產品產量同
比增長 77.8%、73.7%和 29.9%。8 月規模以上航
空航天器及設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6.2%，
集成電路、光電子器件等高技術產品產量分別
增長 21.1%和 29.9%，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
13.8%，充電樁產量增長 17.4%，太陽能電池產
量增長 77.8%。8 月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
6.8%，比 7 月加快 1.1%；其中信息傳輸、軟件
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11.5%，增
速比 7 月加快。創新成為實體經濟增長的動
力，也預示中國經濟有能力保持持續較快的增
長。

受全球消費萎縮影響，今年前 8 個月，中國
貨物貿易出口額約 15.5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0.8%；進口 11.6 萬億元，下降 1.3%。按美元計
價，出口 2.2 萬億美元，下降 5.6%；進口 1.7 萬
億美元，下降7.6%。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為4.1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6%，佔15.2%的外貿
總值；對東盟出口2.4萬億元，增長2.8%；自東
盟進口 1.71 萬億元，與去年同期大抵持平。按
美元計算，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 5912 億美元，
同比下降4.8%；出口3449億美元，下降3.6%；
進口2462億美元，下降6.3%。對 「一帶一路」
共建國家進出口總值 12.6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3.6%。外貿形勢依然嚴峻，需要促進多方位對
外貿易；而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形勢，未
來恐難複製。

內地消費比預期強
8月內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8萬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4.6%，環比增長0.31%，顯示消費
和經濟總體回升。其中商品零售增長3.7%，餐飲

收入增長12.4%，內地商品供應充裕和電商平台
造成的競爭等是造成商品零售增長較慢的原因，
而餐飲收入增加則對穩定城鎮就業形勢有利。8
月CPI增長0.1%，比7月改善；消費比預期強，
但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近月密集推出的減息、降首付和鬆綁限購等
鼓勵了買家入市，能抑制樓價繼續下跌，對穩
定樓市預期和信心起到積極作用。但內地樓市
依舊供過於求，顯示樓價偏高和存在泡沫，樓
價不可能不調整。事實上，密集出台的新措施
對內地二手房市場影響非常有限。若希望通過
樓價調整來壓縮泡沫和實現供求平衡，但又不
能讓樓價跌勢過急，今後還須反覆出台密集的
利好樓市措施。

內地首8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按年跌8.8%，降
幅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首8個月的基礎設施
投資增速也降至6.4%。今明兩年，中國經濟仍須
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來帶動。而
8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49.7%，比7月上升
0.4%；今年經濟增長欲達標，恐怕仍須利用宏觀
經濟政策來實現。

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相輔相成
今年首8個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萬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一成。主要原因是去年 4 月
起，開展大規模增值稅退稅，因而今年增值稅便
同 比 增 長 超 過 七 成 ， 全 國 稅 收 收 入 則 增 長
12.9%，反映了經濟總體回升向好的局面。1至8
月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17 萬億元，同比增長
3.8%，對擴張需求起到積極作用。

首8個月的經濟數據是正面的，讓中國今年經
濟走勢進一步明朗化。同時，也反映中國正順利
開展產業轉型升級，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國
際需求和內地樓市疲弱情況下，中國內地需求依
然穩中有進，較許多人的預期為好。今年，中國
經濟增長有望達標，實質增長可能比美國高出
3%。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低，美元計價的
中國GDP與美國的差距仍可能擴大，卻是相對
次要的。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仍未到頂。即
使以美元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必然超越美國，只
是時間問題。

時事評論員 吳幼

殺校風波未見停 穩定收生是急務
林文漢

不吐不快
近日接連有中小

學和幼稚園宣布逐
年停辦，理由是部

分教職員退休、本地出生率下跌和年輕家
庭移民。一般相信，學校停辦不是短期現
象，是長期而且是結構性的，如此香港教
育品牌勢必遇上重大考驗。當局必須展現
無比決心，以具體政策措施，煞停這個不
良趨勢。

說香港教育是一個品牌絕非誇大其辭，因
為其優勢相當明顯── 「一國兩制」下中英
雙語均是官方語言、有五間全球百大院校、
中學文憑考試（DSE）獲超過600所非本地
高等院校認可，也有許多本地直資或私立學
校開辦的國際文憑課程（IB）深受國際認

同。
要保住香港教育品牌，必要條件是學生人

數不要再跌下去，但在當下卻是一個相當艱
難的任務。根據7月教育局公布的《學生人
數統計報告書》，比較 22/23 學年和 21/22
學年，全港流失 15231 名中學生、11862 名
小學生，合共有27093人，數字不可謂不驚
人，相信主要與雙非學生減少及移民潮持續
有關。在此情況下，找方法穩定學校收生，
無疑是當前最迫切任務。

雖說比較艱難，但絕非毫無辦法。首
先，在有香港家庭移居海外同時，也有不
少家庭遷入香港。最明顯的人口增長源頭
是中國內地，特別是政府推出 「高才通」
以來，過去 8 個月已接獲 4.5 萬宗申請，當

中3.4萬份已獲批。值得一提的是，約四分
之三申請人低於 40 歲，整體上九成申請者
不足 50 歲，當中不少人應該會帶同年幼子
女來港，他們正是本地學校可以吸納的學
生。另外，因為 「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
利好，東南亞和中亞學生都有可能來港升
學。政府要做的是加強宣傳，特別是要做
好政策配套，包括放寬照顧者的簽證，讓
有關學生安心學習。

當然，我們也不應放棄已經離港的本地家
庭。他們選擇離港是因為對香港前景有誤
解，對此特區政府的最佳回應方式是建設好
香港，克服深層次矛盾，讓香港煥然一新。
這樣，已經離開的子弟一定會考慮回來香港
這個家。

保持獨特地位 優化樓市辣招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會長 蔡志忠

根據加拿大智庫
菲沙研究所（Fras-
er Institute） 於 本

月19日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3年
度報告》，香港 53 年來首次失去冠軍之
位，排名僅以0.01分輸給新加坡，屈居亞
軍。表面上看0.01分是極細微的差距，香
港下一年隨時可以反勝，但實際上將來差
距只會愈拉愈闊，實在難有機會反超對
方。原因大家都明白，評級機構是在加拿
大，一個與中國並非友好的西方國家。

對於輸給新加坡，筆者並不同意，尤其
是在所謂 「軍事干預和規管」方面被對方
大幅度超越，讓人十分費解。眾所周知，
新加坡 「嚴」是出了名的，而香港向來是
自由的地方，絕非西方所形容的那麼
「嚴」的地方。香港要繼續成為國際金融

中心，就要有一個清晰的定位，港人更要
竭力捍衛它。近年來某些歐美國家將香港
形容為 「內地城市」，一方面是要搶奪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是要打
擊中國崛起的勢頭，這是中西方兩個不同
的制度之爭，帶來了複雜的地緣政治不穩
定因素。

力保獨特地位和優勢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如果說近

年香港外資撤離與政治無關，那肯定是假
的。那麼既然要搞好經濟，便需要有一個

和諧的營商環境，才能吸引國內外投資
者。中央多次表明，支持香港長期擁有獨
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中心、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
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
便捷的國際聯繫等。香港必須以創新及包
容的態度，抓緊時機，急起直追，不但要
理順國際關係，更要引進和留住資金人
才，才能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持香
港獨特地位和優勢，這也是貫徹落實香港
「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適當減辣有利振興經濟
無可否認，香港的股市和樓市仍然是主

要經濟支柱。日前就這些重要議題，我們
幾位地產界人士與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會
面，並發表和提交了不少意見。筆者個人
認為，樓市的需求，也就是成交量有多
少，某程度上與發展局對土地的規劃有直
接關係，就如之前為了照顧低下階層買樓
及居住需要，特意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
由6:4，提升至7:3，這當然也顯示在管理
需求措施即 「辣招」的綑綁之下，私樓的
需求已大幅減少。雖然需求不斷下降，但
是甯局長表示，政府的交椅洲填海工程以
及北部都會區計劃事在必行，都在如期進
行中，政府要確保政策的連貫性，不能朝
令夕改。

關於樓市 「辣招」，筆者也反映一下

意見，縱使已錯過最佳 「撤辣」時機，
但從經濟角度來看， 「減辣」總比不減
好得多。如果想吸引外資、企業和人
才，豁免買家印花稅（BSD）是恰當做
法，對於優才買樓的 30%印花稅退稅安
排，宜由7年減至3年，才能增加一點買
樓的吸引力，否則市場沒有此等買樓個
案，最後可能淪為空談。還有雙倍印花
稅（DSD）方面，筆者提議除了自住物
業之外，開放給港人可支付同樣的從價
印花稅，買多一層樓作為投資；當擁有
第二層樓之後，便可實施額外印花稅
（SSD），這樣並不會造成短期投機活
動。此外，租務市場上有好幾萬個優才
專才進來，讓業主不單止只有一層樓自
住，還可以有多一層樓收租，這樣可遏
止不斷攀升的租金成本。

筆者向當局提出建議，是以經濟作為出
發點，為樓市減辣或撤辣，目的並非想樓
價上升，而是要增加樓宇交投量，藉此振
興各行各業經濟流通；就如股票買賣的印
花稅一樣，相信港府將會推出 「組合拳」
以減稅方案救市。至於樓市為什麼需要放
寬DSD？因為努力儲蓄的港人，假如不讓
他們買第二層樓收租，他們不甘心把錢放
在銀行，結果不是跑去購買股票債券，便
是購入金融產品，甚至近年來十分流行的
虛擬貨幣，如JPEX一樣，最後有可能導
致血本無歸。

商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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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前的中國內地房地
產市場，早前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已經給出清楚的判斷，
「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

大變化」，市場形勢發生了根
本性的變化。總體而言，中共
中央政治局這個判斷是對的，
但是具體來說，當前內地房地
產市場供求關係的重大變化是
什麼？我們如何把握，還得更

具體地分析。可以說，當前市場形勢的重大變化，主
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的根本性轉化。一是由過往以投資
為主導的房地產市場轉化為消費主導，而這種根本性
轉變就意味全國絕大多數城市都會存在住房供求關
係的嚴重過剩。

二是由過往以新房交易為主導的市場轉變為二手房
交易作主導。事實上，任何一個成熟的房地產市場都
是以二手房交易為主導的市場，比如歐美發達的房地
產市場，二手房交易佔整個住房交易的比重都在90%
以上，但是在早幾年中國的市場，住房交易都是以新
房為主，其交易量佔比達90%以上。也正是這種住房
市場性質的根本性轉化，相關政策要轉到二手房或存
量房的管理上來，這樣才能讓已有的房地產資源得到
充分利用，才能真正提高全國居民住房的福利水平。

內房市場以存量房為主導
可以說，經過20多年來的快速增長，中國住房市

場早已進入到存量房佔主導的時代。根據國家統計局
2022年的資料，現有住房已經達到了3.8億套，而到
2023年6月底待售住宅面積還有3.1006億平方米（即
住宅在 3000 萬套以上）。另有資料顯示，我國從
1949年起到2022年底大約銷售出5.2億套房子，其中
商品房大約有4.78億套。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內
地存量房在4億套以上。如果一個家庭的人口為三口
之家，那麼以現有的住房存量，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
基本上可以滿足，只是不同城市和不同家庭對住房條
件的滿意度有些許差異而已。但對這些資源的有效管
理，則是增加全國居民住房福利最為重要的條件。

首先，對於存量房的管理，應該分為保障性住房和
商品住宅兩方面，對此政府要清楚明確的政策。保障
性住房，政府的相關政策是保障及兜底，要盡其財力
保障城市最弱勢居民的基本居住條件。對於商品住
宅，政府就得完全以市場機制來運行，即在 「只住不

炒」的市場原則下，存量房的供求關係完全由市場的
價格機制來決定。要做到這點，政府須通過適當的規
則來保證住房價格公開透明，全面降低市場資訊的不
對稱和不透明。還有，為了保證住房交易便利及低成
本運行，增加交易流通性，政府就要盡量降低住房交
易成本。

用稅收政策限制市場投機炒作
其次，為了讓 「只住不炒」的市場原則真正落實，

政府就得利用住房交易所得稅，對相關交易進行嚴格
限制。比如，在加拿大，如果一個家庭只是持有一套
自住房，其交易所得無論高低，都可以減免徵收交易
所得稅。如果一個家庭持有兩套以上的住房，任何非
自己居住的兩套以上的住房交易所得都得併入家庭每
年個人所得稅報表，稅率在22%至45%，其高低取決
於家庭綜合所得在哪一個檔位。當地政府完全把住房
炒作獲利納入稅收體系。所以，對於中國存量房市場
來說，政府同樣可以通過合理的稅收政策，一方面為
了加快存量房的流通，政府就得降低住房交易環節中
的各種稅費，降低二手住房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
堅決保證 「只住不炒」的市場定位，就得對持有一套
以上的住房交易徵收累進交易所得稅。當然，持有一
套住房的交易也可能成為炒房工具。因此，對於持有
一套住房的交易，政府可以持有時間多少來限制。

再者，政府可利用大量的存量房發展住房租賃市
場，而不是讓居民持有的住房空置。而要發展住房租
賃市場，關鍵是讓中國居民在觀念上有大的轉變，即
租賃住房也是提高居住福利水平的重要條件。要做到
這點，政府就必須出台刺激性住房租賃政策，一方面
讓出租者能夠通過租賃住房獲得合理報酬，在這點上
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有一定刺激作用；另一方面也要
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讓租客安心租房，讓其
利益能夠得到絕對保證，而不會受到房東侵害其利
益。此外，為了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在一些住房
供求不平衡的城市，政府還可出台住房空置稅，以保
證現有的存量房能夠被合理利用。

最後，政府還得利用法律法規做好住房的物業管
理，讓存量房的物業管理權真正地回到業主手上，而
不是由房地產開發商所左右。

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轉變到以存量房為主導的市
場，政府對市場最有效的管理，就是要通過有效的市
場價格機制讓存量房湧動起來，用稅收政策限制房地
產市場投機炒作。

內地如何管理好存量房市場？
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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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杭州亞運會揭開戰幕，港隊今屆
派出了歷來最多的運動員赴會，多
個項目具有爭牌奪金的戰鬥力。在
昨日首戰中，港隊勇奪兩枚金牌及

多枚獎牌，贏得開門紅，喜訊傳來令人
開心鼓舞。本港體育競技實力愈見提升，在

近年重大的國際賽事上屢有斬獲，當中離不開運動員
自身的奮鬥拼搏，特區政府持續加大對體育的資源投
入，亦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久久為功，如今成果有
目共睹。今屆亞運港隊佳績可期待，市民齊心為我們
征戰的好手們打氣，祝願香港健兒在後面的賽事繼續
理想發揮，高奏凱歌，為香港爭光添彩。看亞運，想
長遠，當局在政策、資源和具體措施上，還要繼續為
運動員教練員和整個競技體育提供更多的支援，推動
體育事業蓬勃發展。

香港近年精英體育發展進步顯著，單以歷年參加的
亞運會成績來看，港隊表現愈來愈好。尤其是回歸後
港隊成績突飛猛進，次次進帳雙位數獎牌，到2010
年起更企穩40枚以上。上屆雅加達亞運會奪得 8金
18銀20銅共46枚獎牌，一直維持了一屆勝一屆的良
好勢頭。今次本港派出了包括 660 名運動員在內的
940人的龐大亞運軍團，可謂兵強馬壯，高手雲集，
士氣高昂。我們的運動員在柔道、游泳、風帆、賽
艇、空手道、乒乓球、羽毛球、馬術、橄欖球、武術
等項目上，都具備與國際頂尖選手比肩而立的水平，
值得期待。

亞運會首個比賽日，林新棟及王瑋駿在 「男子雙人
單槳無舵手」項目上打響頭炮，贏得首枚金牌；張家
朗緊隨其後，在男子花劍個人賽奪得第二枚金牌。在
女子太極拳太極劍全能項目、女子重劍個人賽、游泳
等項目上，港隊又有多枚獎牌入帳，單日取得的成績
喜人，開了個好頭。運動員們的優異表現，獲得了市
民們的擊節讚賞，大批市民聚集在不同商場觀看賽事
直播，一起為健兒們吶喊助威、加油鼓勁，深信港隊
可以更上層樓，改寫亞運會的最佳戰績。

不難看到，杭州亞運會在港引起熱烈關注，市民對
體育競技的熱情也在大幅提升，這與本港選手在強手
如林的頂尖賽事上，能夠不斷創造奇、增添榮譽，
讓人有較高期盼及時常收穫欣喜有關。近年香港運動
員之所以頻傳佳績，固然需要個人天賦和努力，但也
與特區政府持續加大對精英運動員的支持密不可分。
包括投入逾百億資金建立 「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
引入高水平教練，提供各種良好培訓和高科技器材，
加強與內地及國際體育界的合作，安排參與國際性比
賽或外出深造汲取經驗，保障及協助退役運動員轉型
等。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奏效，令本港有潛力的高
水平選手不斷湧現，在賽場上嶄露頭角，一爭長短，
尤能掀動港人的心。

港隊已在奧運會、世錦賽、亞錦賽等國際大賽上爭
金奪銀掛銅，戰績令人眼前一亮。今次香港運動員到
杭州參賽，等於是主場作戰，有天時、地利、人和
的優勢，已在亞運會取得開門紅。未來還有眾多香港
選手與亞洲一流高手激烈較量，競逐獎牌，希望香港
健兒奮發進取，再創佳績，為港爭光；市民也繼續支
持打氣，共同欣賞賽事，開心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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