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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經濟續放緩初現企穩跡象 
 滬建內地首個自由貿易試驗區 
 兩岸服務貿易協議促互利雙贏 
 全球青年失業惡化港一枝獨秀 

1. 內地經濟續放緩初現企穩跡象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數據顯示，2013 年上半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7.6%，其中第二季

度增速為 7.5%，較一季度回落 0.2 個百分點。 

分析 
內地的 GDP 增速自去年第四季小幅回升後，今年頭兩個季度連續回落，且第二季 7.5%的增

速已觸及中央早前設定的年度增長目標。受環球市場復甦緩慢的影響，上半年出口對內地

GDP 增長的貢獻率為 0.9%；加上當局「排擠」外貿水份的措施，6 月份出口比去年同期下

降 3.1%，為近一年半以來的首次負增長。另一個經濟增長引擎固定資產投資亦因製造業投

資大幅放緩而減速，其增長率由年初的 21.2%逐月下降至 6 月的 19.4%。在此期間，工業增

加值顯著下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更連續 16 個月負增長，需求不足和產能過剩因

素抑制了企業的投資意願。然而，下行中的內地經濟亦出現一些企穩的跡象。例如，今年初

內地消費支出在限制「三公消費」的規定出台後應聲下挫，終止之前連續 5 個月的上升勢頭，

從 2012 年 12 月的 15.2%跌至今年 1 月的 12.3%，並創下近年的新低。但在過去幾個月，消

費支出的增長已重拾動力，增速逐月回升至 6 月的 13.3%。另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回落在很大程度上是中央主動調節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亦為在有需要時推行「穩增長」提

供較大的政策操作空間；預計下半年中央將透過下放行政審批權、加快棚戶區改造和推進城

鎮化等，為投資增長啟動「加速器」。概括而言，下半年內地經濟仍然充滿挑戰，但失速的

風險已大為降低；在此背景下，中央或會繼續維持中性的貨幣政策取態，同時透過定向的財

政寬鬆措施，引導資金加速流向中小企業、新興戰略產業、以及促進民生和有利消費的領域。 

2. 滬建內地首個自由貿易試驗區 

李克強總理日前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易試驗區總體方案》。 
短評 
在上海綜合保稅區設立自由貿易園區的申請正式獲准放行，使內地首個自貿園區落戶上海，

有望為上海建設國際貿易中心帶來體制上的新突破。近年上海綜合保稅區在多個領域開展業

務創新，對外開放的步伐走在全國前列；尤其在稅收優惠和貿易便利化方面，更已初步具備

自貿園區的特點。據報導，上海綜合保稅區 2012 年的貿易額估計逾 1,000 億美元，高居全

國各類保稅區榜首。上海透過設立自由貿易園區，若能切實做到國際通行的「境內關外」準

則，海關的通常監管將被撤除；這無疑會進一步降低貿易成本、提高貿易效率，促進上海與

海外的貿易往來。另一方面，上海自由貿易園區的試點亦有助於推動與貿易配套的金融、物

流、會展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既可配合區內加工貿易企業延伸產業鏈和提高業務附加值的

需要，亦可產生「倒逼」效應，刺激其他相關領域的突破和創新，以充分發揮「先行先試」

的政策優勢。當然，上海致力打造的自由貿易園區與香港的「自由港」制度會存在某些方面

的功能重疊，兩地在未來發展中或會出現一定程度的競爭；香港要保持和提升其競爭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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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以前海為依託的深港緊密合作無疑是重要的方向之一。但在短期內，上海須集中精力完善

自由貿易園區的法律法規和功能性設施，要對香港構成直接的挑戰尚言之過早。 

3. 兩岸服務貿易協議促互利雙贏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與海基會董事長林中森於6月21日共同簽署了《海峽兩岸服務貿易協議》。 
短評 
兩岸的服務貿易協議是繼「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期收穫計劃之後的又一個

重要里程碑。協議雙方同意加快實現服務貿易自由化，並透過放寬市場准入條件和股權比

例限制、擴大經營範圍和經營地域等一系列措施，為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

康和社會服務、旅遊、文化娛樂和體育、運輸、以及金融等 100 多個行業提供更加便利和

優惠的營商環境。根據協議，此次內地對台開放的內容達 80 項，並且均超出了對 WTO 的

承諾水準，部分協議內容甚至優於「CEPA」待遇。比較而言，台灣對內地僅開放 64 項，

承諾的開放力度較小；故「惠台」的意味濃厚。儘管目前有部分台灣業者反對開放內地服

務業入台，但從長遠來看，兩岸服務業的相互開放無疑是雙贏之舉，符合兩岸業界的利益

和民眾的福祉。目前，服務業佔台灣 GDP 的比重約 70%，吸納就業人口的比重長期保持在

60%左右，堪稱台灣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對於具備整體優勢的台灣服務行業來講，開放

內地市場將是其拓展經營規模以及「試水」國際化經營的良機。另一方面，內地已將推動

服務業加速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略重點；與台灣簽訂服務貿易協議，既有助於

內地服務業「走出去」，打入「同聲同氣」的台灣市場，亦可透過「引進來」，借助台灣

服務業的豐富經驗，促進內地服務業整體發展水準的提升。從內地與香港推展「CEPA」的

經驗來看，日後兩岸可以在落實《海峽兩岸服務貿易協議》的基礎上，以簽訂補充協議的

形式，持續擴大合作範圍和深度。 

4. 全球青年失業惡化港一枝獨秀 

根據國際勞工組織5月初發表的《2013全球青年就業趨勢》報告，全球15至24歲青年的失業

率由2008年的11.7%上升為2012年的12.4%，預料2018年將進一步升至12.8%。  
分析 
報告指出，自 2008 年金融海嘯以後，全球青年失業率呈趨升態勢；其中，發達國家的青年

失業率由 2008 年的 13.3%上升至 2012 年的 18.1%。受歐債危機拖累，「歐猪國」的青年失

業率堪稱全球之冠；例如，去年希臘和西班牙的青年失業率均突破 50%，當地超過半數青年

勞動人口處於失業狀態。歐盟統計局的數據亦顯示，2013 年 5 月歐元區青年失業率為 23.8%，
為整體失業率 12.1%的將近兩倍。除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之外，青年人的工作技能未能

切合就業市場的需要亦是導致青年失業問題惡化的重要原因。香港的情況相對較佳；青年人

的失業率在 2012 年第四季和今年首季分別為 7.7%和 8.1%，但亦比同期整體失業率 3.1%和

3.4%明顯為高，這可能與青年轉職率較高、尋覓工作的時間較長、較傾向從事兼職工作等因

素有關。值得留意的是，近年本港青年失業率趨於下降；由 2009 年第三季的 15.2%回落至

近期的 8%左右，與全球青年失業率拾級而上的趨勢大相徑庭。可以說，香港青年在就業問

題上比不少發達國家的同儕幸運得多；這除了受益於勞工市場持續堅挺之外，在一定程度上

亦可歸功於政府的政策。特區政府近年透過推行在職培訓、就業輔導與協助、工作實習計劃

等一系列措施，積極協助青年提升工作技能和鼓勵企業為年青人增闢職位，取得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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