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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將大幅放寬公司註冊要求 

 內地末季貨幣政策料穩中略緊 

 區域貿易協定改世界經濟版圖 

 上海自貿區揭內地改革新篇章 

1. 內地將大幅放寬公司註冊要求 

李克強總理日前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公司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鼓勵民間投資創業。 

分析 

公司登記制度改革體現了內地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後監管。

新政策全面取消了公司註冊的資本要求，包括有限責任公司最低註冊資本 3萬元、一人有限

責任公司 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 500 萬元的規定，並提出將註冊資本由實繳改為認繳登記、

放寬經營場所登記條件等。這些措施降低了企業啟動成本和市場準入門檻，有助於進一步釋

放民間的創業動力，特別是鼓勵擁有技術專利的個人進行創業，對促進中小企業成長以及改

變目前中小企業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低的現狀均有正面作用。另一方面，放寬公司註冊

的准入條件亦可推動新興產業和新經濟的發展。例如，不少創業者早就在淘寶等電子商務平

台上以虛擬公司的身份經營業務；日後實體公司的註冊接近「零成本」，將會吸引他們辦理

正式登記，「轉正」合規之餘，亦可為創業者和消費者帶來更大的保證。鑒於放寬註冊資本

登記條件和市場主體住所有可能導致「皮包公司」氾濫，新政策亦引入一系列提高資訊的透

明度和加強監管的配套措施。例如，將企業年檢制度改為年度報告制度，允許任何人查詢；

以及加強企業誠信制度建設，將有違規行為的企業列入「黑名錄」並公示等。 

2. 內地末季貨幣政策料穩中略緊 

中國人民銀行於10月下旬接連三次暫停公開市場操作，導致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

（Shibor）走高，引發市場對央行收緊流動性的擔心；隨後人民銀行於10月29日在公開市場

再次開展逆回購操作，向市場注入130億元人民幣。 

短評 

逆回購是央行以購買債券的方式向市場提供資金，並承諾日後售出有關債券；換言之，央行

透過逆回購向市場提供短期流動性，到期時再從市場回籠資金。今年第三季度，人民銀行為

緩解銀行間「錢荒」和配合中央「穩增長」政策，採取穩中偏鬆的貨幣政策；截至 9 月底，

廣義貨幣供應量(M2)比去年同期增長 14.2%，較年初設定的 13%增長目標及年中的 14%增速

為高。但央行在 10 月下旬連續三次暫停逆回購操作，並以逆回購到期的方式抽走市場資金，

出現了今年 4月以來第二次的月度資金淨回籠。央行小幅回籠資金，主要是因為內地經濟放

緩的壓力減弱，第三季 GDP 增速已反彈至 7.8%；10 月份官方和匯豐的製造業 PMI 指數均

繼續回升。另一方面， 9 月和 10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分別錄得 3.1%和 3.2%的同比

增速；受經濟回暖、PPI 降幅趨於收窄以及去年同期基數較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季度

CPI 或會繼續上行。與此同時，內地 10 月金融機構新增外匯佔款達 4,416 億元人民幣，延續

了 8 月以來的顯著回升勢頭。在此背景下，預計內地第四季度的貨幣政策取態會略為收緊；

但從央行回籠資金的力度以及於 10 月底再向市場注資的舉動來看，相信中央只是透過微調

來保持流動性平穩，以壓抑通脹抬頭和預防經濟的局部過熱，故「錢荒」再臨的機會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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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域貿易協定改世界經濟版圖 

近年來全球區域性貿易協定保持較快增長；尤其是TPP、RCEP、TTIP等大規模的多邊貿易

協定的崛起，勢必對世界經貿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短評 

區域性貿易協定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補充；截至 2013 年 7 月，全球

通報 WTO 並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數目已達 379個，並且將近一半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才締

結的。其中，「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先由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和汶

萊於 2005 年簽署，在 2009 年美國宣佈加入後，迅速發展為一個擁有 12 個成員國的區域經

濟整合體，其影響力日漸增強。目前，TPP 區內的經濟規模佔全球 GDP 的比重約 40%，貿

易總量佔全球約三分之一。TPP 的協議內容不僅包括降低商品關稅、促進跨境服務貿易等傳

統議題，亦涵蓋了競爭政策、環境、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與勞工等新興領域，致力打造成

為一個高標準且全面的自由貿易協議。與此同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和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則是兩個仍處於起步階段的區域貿易協定，但預

計對全球經濟的進一步整合亦會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RCEP 的架構倡議於 2011 年提出，

以東盟 10國（ASEAN）為主導，再加上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等國，旨

在成為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區； RCEP 的談判內容較 TPP 靈活，估計可於 2015年底正式成

立。相比之下，TTIP 則是後來「殺出」的「黑馬」，由美國和歐盟 27 國於今年 6 月啟動談

判；但無論從區內的經濟總量還是雙邊貿易額、投資額來看，TTIP 堪稱當前全球最大規模

的區域貿易協定。隨著區域貿易協定的蓬勃發展，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將會持續提

速；如何在複雜交錯的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中透過「合縱連橫」來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已是

世界各國政府不可等閒視之的重大課題。 

4. 上海自貿區揭內地改革新篇章 

國務院於9月27日公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成立。 

短評 

根據《總體方案》，上海自貿區將涉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推進貿易

發展方式轉變、深化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以及完善法制保障等多個領域的改革；反映了自

貿區的核心要義在於制度創新，以求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和高度開放的經貿體制，為全國

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例如，上海自貿區將實行「境內關外」的保稅準則，對

外商投資准入採用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並在金融和多個服務領域擴大開放。作為未來經

濟改革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的定位一來是探索可持續增長的經濟模式，二來亦可前

瞻性地為內地「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做準備。近年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明顯加快；全球有

60%以上的貿易額發生在區域貿易協定的成員國之間；而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合作夥伴

關係」（TPP）等區域貿易協定對成員國之間的市場開放程度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中國透

過成立上海自貿區，在風險可控的原則下，循序漸進地推進相關領域的單方面開放，正是

一種「自強備戰」、化被動為主動的策略，可以為日後參與 TPP 等區域貿易協定作試驗和

演練，亦有助於增加談判籌碼。上海自貿區的成立標誌著內地的改革開放正邁進一個劃時

代的新里程；香港作為發展成熟的自由港，可為國家的自貿區建設輸出經驗和人才，亦可

透過與上海自貿區的良性互動，在內地新一輪的經濟發展獲得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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