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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具優勢拓機場城市 

 內地經濟下行壓力漸增大 

 安倍穩坐相位利改革延續 

1. 大嶼山具優勢拓機場城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剛剛公佈的《2018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並倡議

將大嶼山發展成為香港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和連接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世界的「機場城

市」。 

短評 

「機場城市」(Aerotropolis)的概念於 1990 年代初期由荷蘭史基浦集團率先提出，意指國

際機場結合客運、物流、休閒、商務、居住及辦公室等方面設施和服務，吸引旅客和非

旅客的進入，以增加機場及附近地區的經濟活動，形成集約型、具特色的特殊區域或者

產業型態；據報導，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機場、韓國的仁川機場及新加坡樟宜機場

的建設均參考或實踐了「機場城市」的概念。香港大嶼山坐擁世界一流的航空港，空運

網絡四通八達；香港國際機場更已連續 8 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而周邊的飛機

維修、航空地勤服務等行業亦相當成熟；加之近年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國際財團亦紛紛

前來落戶，打造高端、智能化的綜合物流中心，帶動機場的客運及物流水平進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大嶼山匯集了包括旅遊及會展在內的多項特色產業群，擁有相當完善的旅遊

及商業配套設施，包括亞洲國際博覽館、昂坪 360、迪士尼樂園以及全港最大的名店折扣

商場「東薈城」等，本身已略具「機場城市」的雛形。更重要的是，港珠澳大橋即將通

車，大嶼山不但可透過香港機場連接世界，更可與澳門、珠海形成一小時交通圈，會成

為聯繫世界和其他大灣區城市以及南中國的海陸空樞紐；這一「雙門户」的角色將會令

大嶼山成為世界上罕有的「雙經濟」交匯點，集「機場經濟」和「橋頭經濟」於一身，

迸發巨大的發展潛力。此外，按《施政報告》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大嶼山將開展

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包括填海建立約 1,700 公頃人工島，供 70 至 110 萬人居住。屆時，

百萬人口遷入大嶼山的新城鎮將會為這座「天空之城」注入龐大的消費需求；而透過催

谷「機場經濟」將大嶼山打造成香港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則可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

會，達致相得益彰的效果。 

2. 內地經濟下行壓力漸增大 

內地 9月份的官方製造業 PMI 指數為 50.8，較上月回落 0.5 個百分點；而財新公佈的製

造業 PMI 指數更是連續四個月下滑，9 月份的數字跌至 50，結束了此前連續 15 個月的

擴張態勢。 

短評 

內地經濟在今年上半年呈現了穩中稍降的走勢，首兩季分別同比增長 6.8%和 6.7%，較

去年全年的 6.9%增速輕微回落。進入下半年以來，內地的出口、投資以及消費等拉動經

濟增長的「三大馬車」均出現了動能減退的跡象；加上 9 月份的官方和財新製造業 PMI

指數雙雙下跌，分別創下近 7 個月和 16 個月以來的新低，反映了內地經濟所面臨的下行

壓力「有增無減」。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貿易戰於 7 月份正式打響之後持續升級，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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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濟特別是對外貿易環節造成的負面影響正加速浮現。從 PMI 指數中的細項來看，反

映企業出口前景的新出口訂單指數自 6月份開始已跌破 50榮枯分界線，並在接下來的幾

個月持續下滑，9月份的數字較上月大幅下跌 1.4 個百分點至 48，乃 2016 年 2 月以来的

最低值。須指出的是，雖然內地目前的外貿仍維持較快增長，7 月和 8 月的出口額同比

增速錄得 12.2%和 9.8%；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出口企業預期輸美產品將會被加徵關

稅的「搶出口」行為所致。換句話講，當前內地出口增速的數字裡面參雜了不少「前置」

的成份，「搶出口」的短暫效應逐漸消退之後，第四季度和明年的外貿前景實不容樂觀，

屆時的出口增速或會出現明顯回落。事實上，7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明確指出，

在外部風險顯著上升的環境下，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並暗示將對貨幣和財政政

策做出「微調」。在此背景下，近月來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已悄然轉向「積極」，例如國

家財政部於 9月宣布將提高機電、文化等 397 種出口產品的退稅率；人民銀行於 10 月宣

布將「降準」1個百分點，向市場額外釋放 7,500 億元人民幣，支持銀行加大對實體經濟

的融資力度；而財政部部長劉昆最近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要全面落實過去已出台

的減稅降費政策，同時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和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真正讓企業輕

裝上陣、放手發展」。現階段內地經濟正逆風前行，但在中央工作重心轉向「穩增長」

的有利氛圍下，預計下半年的經濟增長仍有望呈現降中企穩的局面。 

3. 安倍穩坐相位利改革延續 

日本執政自民黨於 9 月 20 日舉行總裁選舉，現任總裁安倍晉三擊敗黨內競爭者順利連

任，將有望成為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短評 

日本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國內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實際 GDP 增長

率在 1993 年至 2012 年二十年間平均每年僅為 0.6%，通縮的陰霾揮之不去。安倍政府自

2012 年底上任以來，為振興疲弱的國內經濟而接連推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極度寬

鬆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刺激計劃和刺激民間資本投資的結構性改革等，即所謂的「三

支箭」。「安倍經濟學」推行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雙重刺激，在過去五年雖未能夠完全達

到預期的政策目標，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實現緩慢復甦。日本經濟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間的年均增長率小幅加快至 1.3%；若以季度來看，截止至去年底曾實現連續 8

個季度的正增長，創下近 28 年來最長的增長紀錄。同時，物價通脹率雖未能達到 2%的

目標，但已基本上擺脫通縮的困境；失業率從 2012 年的 4.3%降至 2017 年底的 2.8%，

乃近 20 多年的最低紀錄。此外，安倍政府為提升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而推動的結構性改

革亦初現成效。例如，在就業市場方面，日本每年輸入的外國勞工數量從 2012 年的 70

萬上升到 2017 年的 130 萬；國內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亦穩步提高，從 2012 年的 63.4%上

升至 2017 年的 69.4%，超過美國的 67.9%和經合組織（OECD）的 64%平均水平。截至

2018 年第二季度，日本的私人資本支出已連續第 7 個季度錄得實質環比增長，是過去 20

多年來罕見的「正面信號」。近期有一項研究指出，「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日本迎

來了自上世紀末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復蘇，過去五年的勞動生產率提升速度已超越七國集

團（G7）中的其他國家；該研究更預計，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將繼續提升，從過去五年平

均的 1%進一步增加到 2021 年至 2025 的 1.7%，並由此推動日本的名義經濟增長率同步

加快至 2.2%。從時間點上看，安倍此次勝選讓其有機會執政至 2021 年，將有利其繼續

推動「安倍經濟學」的實施，無疑為日本經濟的持續復甦提供了一項重大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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