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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地降消費品進口關稅 

國務院發佈《關於調整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的通知》，自今年6月1日起，下調部分

日用消費品的進口關稅稅率。 

短評 

在調整方案中，西裝、毛皮服裝等的關稅由14-23%降低到7-10%，短統靴、運動鞋等的

關稅由22-24%降低到12%，紙尿褲由7.5%降低到2%，護膚品由5%降為2%。減稅的背後

或有多重的政策考量：首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一直致力降低整體關稅水平，近年

更透過簽署雙邊自貿協定大幅度削減關稅；此次下調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可說是在推動

貿易自由化這一大政方針下順勢而為之。其次，內地經濟步入「新常態」，其轉型方向

之一是增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近年本土消費的表現保持大致穩定，但內地居

民的海外消費卻呈爆發式增長；去年全國出境人數超1億人次，境外消費逾1萬億元人民

幣。中央此次對內地消費者需求較大的商品率先下調進口關稅，原則上有助於降低相關

貨品在內地的零售價格，吸引部分國外消費回流。再者，為支持跨境電商的發展，部分

試點省市對網購的國外產品徵收較一般貿易渠道為低的「行郵稅」，導致從事傳統貿易

進口的零售商更加處於劣勢；中央減低進口關稅有助於縮小線上線下的稅賦差別，從而

紓緩跨境電商對傳統行業的衝擊。總的來看，內地已拉開逐步擴大降稅商品範圍的序幕，

日後消費稅徵稅範圍及稅率等亦會作出調整，有望令進口商品的價格更趨合理和更具競

爭力，促進消費市場的健康發展。 

2. 中港基金互認正式落地 

中港證監會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的監管合作備忘錄》，於 7 月 1日起接受

兩地合資格基金的跨境銷售申請；初始階段的互認額度為資金進出各 3,000 億元人民幣。 

短評 

基金互認將為兩地投資者增添新的跨境投資選擇，亦使兩地資產管理市場更趨多樣化。

對內地而言，基金互認將成為繼滬港通之後境內外資金流動的又一條新通道，有助加快

資本賬開放的步伐。內地資本市場向離岸基金開放，亦可提高國際投資者特別是機構的

參與度；比起較熱衷炒作的散戶，機構投資者更注重基本因素，從長遠看有助於促進 A

股市場趨於理性及穩定發展。對香港而言，隨著更多迎合「北水南下」的人民幣新產品

相繼推出，人民幣資金池相應擴大，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更形鞏固。盧森堡

發展基金業的成功經驗或值得香港借鑒；作為首個引進歐洲基金互認基準 UCITS 的國

家，盧森堡除了在稅制、監管及商業政策等多方面配合歐洲整體市場的需要外，其基金

業界亦注重發展境外乃至全球的銷售業務。香港證監會年報顯示，證監認可的 2,000 多家

基金中，來源地為盧森堡的基金接近半數，資產規模的佔比更逾三分之二；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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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註冊的基金只有 594 只，但過去一年躍升了將近三成。中港基金互認帶來了巨大

的商機，香港或可像當年盧森堡一樣把握先機，利用「超級聯繫人」的獨有優勢，吸引

更多國際基金落戶，向亞太區甚至世界級的基金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邁進。 

3. 內地 PPP新政加速出台 

繼國務院轉發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

作模式的指導意見》之後，各部委推動 PPP 模式的政策正加緊出台。 

短評 

發改委公佈了近 2萬億人民幣的 PPP 項目庫，財政部亦將出台「PPP 物有所值指引」，並

研究成立 PPP 基金、PPP項目發起及中介付費的機制。所謂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是指政府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實體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以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公

共服務；通常企業承擔設計、建設、運營和維護，並獲取合理投資回報，政府則由公共

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轉為負責定價和質量監管，以保證公用利益最大化。近年內地政府

將推動 PPP項目作為轉變政府職能和打造經濟新增長點的重要改革舉措。PPP 讓社會資

本得以進入過往由政府壟斷或主導的領域，增加民間的投資機會，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有助於解決許多項目的融資困局；在發改委公佈的項目庫中，市政、環保以及交通等與

百姓福祉相關的項目佔了最高比重，反映 PPP在助力「穩增長」的同時亦可「惠民生」。

另一方面，推行 PPP 模式可讓地方政府一舉多得。尤其在當前经濟增長放緩、政府收入

承壓且舉債受限的背景下，PPP可減輕地方的財政負擔，紓解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而

且藉助私人企業在創新和經營管理方面的優勢，還可提升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素。香港

早在 1970 年代就已採用 PPP 模式發展基建項目；港商可留意內地 PPP 新政的商機，除

直接參與項目的投資和建設之外，亦可提供相關投融資服務或輸出管理運營經驗。 

4. 人幣爭入 SDR 促國際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表示，已派員前往北京開展特別提款權(SDR) 貨幣籃子技術評估。 

短評 

SDR 為 IMF 於 1969 年創設的一種國際貨幣資產，當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於

彌補其官方儲備不足；這一貨幣籃子由美元、歐元、英鎊及日元構成。今年秋季，IMF

將會對 SDR 貨幣籃子的構成進行每五年一次的評估；其審核標準主要包括貨幣發行國的

貨物及服務出口量以及其貨幣能否自由使用。中國正努力推動人民幣成為 SDR 的第 5種

籃子貨幣，並以此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棋。如果人民幣得到 IMF 的官方認可，

將增強境外投資者的信心，世界各國的央行亦會更有興趣以人民幣資產作為外匯儲備，

帶動人民幣逐步實現從結算貨幣到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的職能提升；據渣打估計，若人

民幣加入 SDR，到 2020 年境外投資者將購買 6.2 萬億元人民幣債券。中國已於 2013 年

躍居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並保持世界第三大服務貿易國地位，無疑已符合貿易大國的

條件；惟國際上對人民幣使用的自由度仍存有爭議，背後還涉及中美在國際金融話語權

上的博奕。近年中國已加速人民幣國際化以及金融改革；繼滬港通之後，中港基金互認

於 7 月正式實施，深港通亦蓄勢待發，資本項目可兌換性取得明顯進展，而最近大額存

單的推出則代表內地距離實現利率自由化更邁進一步。不少評論認為，人民幣被納入 SDR

貨幣籃子只是時間的問題；即便是今年未能成事，2020 年的下次評估相信定能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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