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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長短兼顧力促外貿增長 

 定向降準體現金融支持三農 

 內地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續升 

 京津冀協同發展首都經濟圈 

1. 中央長短兼顧力促外貿增長 

國務院近日發佈了《關於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提出涵蓋 5 大方面共 16 條

的刺激措施。 

簡析 

內地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長 7.4%，低於去年全年的 7.7%；4月份的消費品零售總額

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下滑，進出口貿易僅微升 0.8%；反映經濟下行壓力並未緩解。

繼早前推出加快鐵路和基建投資、小微企業減稅等「微刺激」政策之後，中央此次轉從

外貿環節入手，出台全方位的「穩外貿」措施。具體而言，中央提出要保持人民幣匯率

基本穩定，鼓勵金融機構幫助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拓寬外貿企業融資渠道，加大對有訂

單、有效益企業的金融支持；加強對企業的出口信用保險支持；加快出口退稅並確保足

額退稅，擴大融資租賃貨物出口退稅的試點範圍。這些措施的落實，短期內可對外貿增

長產生較明顯的提振作用。同時，中央亦長短兼顧，提出了促進外貿中長期發展的方向；

例如，加快組建跨國企業集團，加快展會、電子商務、內外貿結合的商品市場等貿易平

台建設，發揮企業「走出去」的貿易促進作用等。內地頭 4個月的整體出口額比去年同

期下降 2.3%，主要是受對香港出口驟降 31.3%所拖累，這與去年初透過香港的套利活動

猖獗而導致貿易「虛高」的反常現象有關。扣除香港因素，內地今年以來的外貿形勢其

實有不少亮點；對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的出口額分別增長 4.1%、7.8%、5.8%和 5.9%。

隨著歐美日等發達經濟恢復增長，外圍環境趨於好轉；加上中央促進外貿增長的措施陸

續落實以及中港貿易「水份」的影響逐漸消除，內地的外貿形勢有望在下半年企穩回暖。 

2. 定向降準體現金融支持三農 

自 4 月 25 日起，中國人民銀行下調縣域農村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2 個百分點，

下調縣域農村合作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0.5個百分點。 

簡析 

目前中國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 20%，中小金融機構為 16.5%；經調整之後，

縣域農商行、農合行分別執行 16%和 14%的準備金率，其中一些在存款投放方面達標的

銀行更可採用 15%甚至 13%的較低準備金率。此次調低準備金率並非意味著央行有意將

當前「穩健」的貨幣政策取態轉向寬鬆，而是希望透過釋放近千億的資金，加大金融對

「三農」的支持力度，緩解農村金融資源相對短缺的問題，更有針對性地扶持農業這個

經濟薄弱環節和推動農村的城鎮化建設。正如央行公告所述，與大型銀行或設在城市的

銀行相比，縣域農村金融機構涉農貸款的比例較高，是農村經濟的主要資金提供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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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定金融機構適當降低準備金要求，有望取得「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一來可增強

「支農」力度，二來作為縣域經濟主力軍的小微企業亦可透過「定向輸血」而直接受惠，

紓緩融資難的困難。定向降準反映了內地政府的經濟調控已更趨精準矢，亦更側重於長

期的優化結構而非短期的提升增速。相比起「一刀切」全面放鬆流動性的做法，相信央

行近期內更有可能會「有的放矢」，出台更多定向寬鬆的「微刺激」措施。 

3. 內地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續升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2014年已有重慶、陝西、深圳、山東、北京、甘肅、

上海、天津、山西、青海和雲南等11個省市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 

簡析 

根據新標準，北京、上海、深圳和天津等四個經濟較為發達城市的最低工資分別提高到

每月 1,560元、1,820元、1,808元和 1,680元人民幣，較去年上升了 11.4%、12.4%、13%

和 12%。與此同時，山東、陝西、山西、重慶、甘肅、青海和雲南等七個省市亦提高了

最低工資標準，加幅在 10%至 20%之間。近年內地大部分省市上調最低工資趨於常態

化。2011 年有 24 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上調 22%；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別有

25 個和 27 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增幅平均為 20.2%和 17%；今年截止目前，已經上調

最低工資標準省市的平均加幅則為 13.7%。從中亦可看出，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仍處於

快速上漲階段，惟按年漲幅在基數提高的影響下有輕微收窄的跡象。近期內地經濟增長

放緩，但最低工資仍保持高於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居民消費價格（CPI）的增速，

企業面對的經營壓力不容低估。 

4. 京津冀協同發展首都經濟圈 

今年2月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國家發改委目前正會同相關部門及京津

冀三地研究和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規劃。 

簡析 

「首都經濟圈」的概念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就已提出；但礙於地方政府「自掃門前雪」

的心態以及欠缺權威的統籌機制，加上區內城際交通等配套基礎設施不足，京津冀一體

化至今仍是「只聞樓梯響」。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京津冀發展上升為國家戰

略，過往阻滯區域整合的各種障礙有望得以克服。據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可透過城市功

能的分工和重新佈局，強化優勢互補。一方面，北京將向津冀轉移非核心的功能和產業，

從而緩解日趨嚴重的人口膨脹、交通堵塞、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城市病」；天津和

河北則可受惠於與首都共享優質的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並根據各自的定位及優勢來

釐定承接的內容，實現錯位發展和各施所長。京津冀協同發展還可帶動保定、承德等「節

點城市」以及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有助於解決環繞京津的河北省貧困帶等問題，縮小

三地的發展差距。京津冀一體化探索新模式，將有利於打破內地各城市「單打獨鬥」、

相互之間競爭多於合作的現狀，除了推動稅收分配、人才流動、土地、資金及環保等多

方面的體制創新之外，更可作為新型城鎮化闖出新路，為以後建設長江經濟帶、中原城

市群及成渝城市群等提供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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