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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通脹率料趨勢性回落 

 環球經濟欠明美暫緩加息 

 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全國 

 國企改革頂層方案終落地 

1. 香港通脹率料趨勢性回落 

本港 2015年 8月綜合消費物價指數按年上升 2.4%，略低於 7月的 2.5%；若剔除公屋租

金津貼和電費補貼等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為 2.6%，與上月持平。 

短評 

香港 2015年的整體通脹率較過去幾年輕微回落，在頭 8個月累計同比升幅減至 3.4%；

本地主要消費類別的通貨膨脹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紓緩，其中私人住屋租金的升幅雖仍高

於其他多項消費類別，但其幅度已由去年的 6.7%收窄至 5.8%，而外出用膳及食品價格

升幅則分別從去年的 4.6%和 3.4%下滑至 4.3%和 3.3%。展望未來，發達國家的經濟復

甦仍難有明顯起色，內地的經濟趨於放緩，國際市場需求不足的態勢難以改觀，導致全

球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保持在較低水平。同時，港元跟隨美元走強，加上近期人民幣匯率

市場化改革之後緩步貶值的預期有所強化，均有助壓低本港的進口貨物價格。在內部方

面，影響本港消費前景的一些負面因素正在浮現，訪港旅遊業轉冷，加上居民收入在過

去數年顯著增長之後或會復歸於平淡，或會拖慢耐用品及服務消費價格的上升；而近年

香港的樓價已累積可觀的升幅，調整壓力日漸增大，未來私人住屋租金的升幅亦將隨之

收窄。此外，本港上半年電力、燃氣及水的價格同比飆升 22.2%，這主要是去年同期政

府實施電費補貼所致；在基數干擾效應消除後，7月和 8月的按年升幅已經大幅回落至

1%和-4.6%。由於輸入型通脹進一步紓緩、本地成本上升的壓力溫和，估計香港 2015

年全年的整體通脹率將介於 3%至 3.5%之間，2016年或會進一步下滑至 3%以下。 

2. 環球經濟欠明美暫緩加息 

美聯儲9月18日貨幣政策會議後宣佈暫不加息，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目標區間。 

短評 

繼 2014 年 10 月結束買債停止向市場注資後，聯儲決定何時正式啟動加息成為全球金融市

場關注的焦點。美聯儲在今年 9 月的會議後宣佈繼續維持超低利率不變，其背後的考量之

一是美國經濟復甦的表現續有波動，GDP 在今年首兩季分別錄得 0.6%和 3.7%的環比年化

增長率，而聯儲對全年經濟增長的最新預測僅為 2%至 2.3%。雖然就業市場的表現基本達

標，失業率跌至 8 月份的 5.1%；但物價水平遠未能滿足聯儲此前定下的加息門檻，7 月份

的核心物價指數（PCE）同比上升 1.2%，已連續 39 個月低於 2%的通脹目標。另一方面，

最近新興市場的股市、匯市和債市紛紛大幅下挫，加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影響餘波難平，

環球金融市場充斥著不確定性；正如主席耶倫所表示，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正面對的經

濟風險及其可能對美國造成的溢出效應，亦是令聯儲決定暫緩加息的另一關鍵因素。事實

上，聯儲自啟動量化寬鬆政策退市以來，一直都是藉著較長時間、充分的溝通令市場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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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政策轉向的影響；故聯儲在 9 月並未「貿然」加息，其實也是符合其過往在採取行動

之前會向市場「吹風」的一貫作風。聯儲暫緩加息給全球市場以喘息機會，但不可否認的

是加息的啟動時間已漸行漸近，美元利率在今年底或明年初調頭向上相信已無懸念。值得

一提的是，雖然首次加息的時點極為重要，但聯儲未來加息的頻率與力度亦同樣值得關注。 

3. 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全國 

國務院決定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從原來的 16個城市擴展至全國，並鼓勵符合條件的民間資

本、國內外銀行業機構和互聯網企業發起設立消費金融公司。 

短評 

相比起銀行的個人消費貸款，消費金融主要服務於信用記錄缺失、難以從傳統金融機構獲

得服務的中低收入人群，例如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大學生等，為其購買手機、家電、汽

車等耐用消費品以及進行培訓、旅遊、裝修等消費提供資金支持。作為普惠金融的重要一

環，消費金融公司與銀行可以說是一種錯位競爭、互補發展的關係。截止至 2015 年 4 月底，

人民銀行的個人徵信系統收錄了 3.61 億人的信貸記錄，相信仍有數億的內地居民尚未成為

銀行的客戶，潛在的商機不可估量。據人行統計，截至 2014 年末，信用卡授信總額為 5.6

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22.5%；而艾瑞咨詢的數據顯示，內地消費信貸規模於 2013 年已達

至 13 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24.7%，在 2014-2017 年預計仍將保持逾 20%的增幅，2017 年

更將有望超過 27萬億。內地於 2009 年啟動消費金融試點，但現有的 16家消費金融公司遠

不足以滿足市場需求。國務院今次宣佈擴大試點範圍後，相信各路資本會爭相搶灘以往由

銀行主導的消費金融市場，其中更不乏線上線下相結合的互聯網消費金融公司；其實，這

亦是「互聯網+普惠金融」的實現路徑之一，在推動內地金融創新的同時，有助於加速金融

市場化改革。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這將意味著今後可獲得消費金融服務的渠道更加多元

化、價格會更廉宜，可選擇的消費範圍亦將更為廣泛，由此亦可帶動消費潛力的釋放，為

內地促進消費升級和培養消費新熱點提供「彈藥」。 

4. 國企改革頂層方案終落地 

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文件，提出國企改革的目標和舉措。 

短評 

目前內地共有國企逾 15萬家，總資產規模高達 100 多萬億人民幣，惟整體實力不強，亦因

壟斷腐敗、低效高薪等問題備受詬病。此次發佈的《意見》提出了分類改革的思路，透過

將國企分為商業類與公益類，並在此基礎上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績效考核、監管、定責等

內容作出配套的規範。國資委還將推行與新加坡淡馬錫類似的運營模式，從過去直接「管

人管事管資產」轉變為以管資本為主，透過國有資本投資和運營公司去間接地管理國企，

從而實現政企分開以及決策層和經理層的分離；除了可增加國企的自主權之外，亦藉此提

升資源配置的效率。《意見》貫穿了市場化取向的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市場化的改革措施，

例如推進董事會建設和職業經理人制度、推動薪酬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提倡引入各類投

資者以實現股權多元化等；對於公益類國企，《意見》亦提出要加強其內部治理結構，並對

具備條件者「推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及「鼓勵非國有企業參與經營」。有分析指，此次改革

側重於藉市場化激發釋放國企的活力，令其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繼續擔當帶動各行

業乃至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排頭兵」，有助於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加強對國企的監督

追責，惟在推動「國退民進」方面則未有重大突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mailto:research@cm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