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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欄提到，內地經濟雖然遇上困難，但有非常強大的韌性，那就是全國有相當

高的儲蓄率，全國計算是 47%，排在全球第三；而民間個人的儲蓄率大約是三成

半，是美國的 10 倍。 

 

偏高的儲蓄率，過去被指抑制了需求，令到需求不足以帶動經濟高速增長，而只能

夠靠出口和投資。這當然是事實的一面，但當遇上當下的逆境的時候，較高的儲蓄

率，就成為韌性的基本支撐。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使重要資源都是掌握在國家

手中，大家可以打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頁看一看，受其掌握的有

多少間企業？根據最新公布的央企名錄，一共有 97 家。而這個名錄還不包括那些

金融企業，例如「工中建農」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這 100 多家國企有多少資產、有

多少盈利，大家可以自行計算一下。中國政府擁有的資產、可以調動的資產，全世

界根本找不到另外一個國家可以比擬。 

 

而在政府開支和赤字方面，美國政府的開支就主要是發人工、發福利和造武器；中

國政府除了這些開支之外，有大量資源是投放在基礎建設方面，基建相關支出（農

林水、城鄉社區、交通運輸、節能環保）近 6 萬億人民幣，合計佔總開支 22.8%。

基建開支 100 億元，就有等價 100 億元的工程建成，之後就產生持續的經濟和社

會效益。如果只是比較中美兩國的開支或赤字，又不是同性質的比較。 

 

經濟亮麗之處多 惟房地產的洞太大 

 

內地經濟面對的困難，主要是轉型過程所產生的痛苦。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其

中特別提到「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這『新三樣』出口增長近 30%」。去年

筆者在訪問土耳其時，就特別參觀過一間由內地協助建設的太陽能板工廠。該工廠

由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親自主持啟用，這個項目的技術轉移、物料出口、後續支援

服務，已經完全系統化、制度化，這些項目收益就完全打入中國貨物和服務出口的

總數之內。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內地出口機電產品近 14 萬億人民幣，增長 2.9%，佔出口

總值接近六成；而「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 1.06 萬億人民幣，突破了萬億大關。

而除了被政府工作報告品題的「新三樣」之外，由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出版的雙周刊

《國情．新策》月前也專題報道，世界的造船業已經由中日韓三國完全壟斷，而中

國更是獨佔鰲頭。 



 

報告引述了 3 組數字，分別是造船完工量佔比、正在動工訂單量佔比，以及新接訂

單佔比。這 3 個比例大概就是英文文法中的過去式、現在進行式及將來式，中國在

這 3 組的佔比分別是 47.6%、49.5%，以及 61%。這 3 組數字的變化說明什麼？那

是說明由過去到現在再到將來，我們的所佔份額是步步高升。現在還只是半壁江山，

將來就是大半之數了。 

 

所以，要列舉中國經濟亮麗之處，還有很多很多；但問題是房地產那個洞實在太大。

過去房地產開發，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三成左右，那大約是 2 萬多億人民幣的

生產值。而且房地產的特點，就是上下游的拉動強勁，由土地開發平整、通水通電、

道路修築，再到裝修家具，其他引伸出去的還有房貸、保險、中介、廣告、宣傳、

推廣等等。而且上、中、下技術檔次都有涉及，農民工可以在房地產開發中找到工

作，但在高科技領域中就機會有限。更何况，房地產行業涉及大量信貸；信貸的擴

張作用，令到經濟活動的規模加大，真是錦上添花。 

 

「新三樣」不能馬上填補房地產業 

 

中國的「新三樣」的確成績驕人，但出口也是 1 萬億人民幣左右；造船稱霸全球，

但在 2023 年，船舶產品出口金額也只是 2300 億人民幣水平之間。房地產這個超

級火車頭一旦停下來，不是單靠那些突出新產業馬上可以填補。這是擺在眼前的事

實，也是需要一段相對長的時間去消化調整的事實。所以，以前那一套盲目開發的

遊戲不會再玩下去。但按照不同城市的客觀實際條件，一些全國性的政策也存在彈

性。所謂「一城一策」，就是希望房地產回歸有序發展，惟以前那種金錢遊戲，就

不會再玩下去。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