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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人民幣)
(同比變幅)

2014至2017年
全年內地吸收外資情況

8775.6 (+7.9%) 2017

8132.2 (+4.1%) 2016

7363.7 (+1.7%) 2014

7813.5 (+6.4%) 2015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
2017年全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
3.5652萬家，同比增27.8%，
實際使用外資8775.6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增7.9%，
全年利用外資規模（FDI）錄歷
史新高。分析相信，數據已有
效反擊外界有關 「中國營商環
境在惡化」 的言論，也預示中
國經濟的 「企穩回升」 已獲國
際社會的肯定與認可，外資投
資中國的預期和信心已明顯增
強，年內吸引外資形勢料仍樂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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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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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央
行周二把63天期逆回購中標利率調升5個基
點，至2.95%；同日開展的7天期和14天期逆
回購中標利率仍持平於上期的2.5%和2.65%
。當日央行在公開市場開展了總額32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逆回購操作，當日淨投放
2700億元，錄近兩個月來單日投放新高。

淨投放2700億兩月高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表示，銀

行間存款類金融機構DR007利率中樞，已從
過去的2.9%左右，提升到目前的2.95%至3%
左右水平，央行調升63天期逆回購中標利率
是防範市場出現過多套利行為的 「隨行就市
」之舉，對市場並無太大影響。申萬宏源宏

觀首席分析師李慧勇相信，在全球升息周期
延續、中國經濟風險總體不大，以及中國金
融 「去槓桿」背景下，今年市場利率料續走
高，預計以10年期國債利率為代表 「利率高
點或達4.1%至4.4%」。

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市場（Shibor）當
日各短期品種利率波動有限，隔夜利率微挫
0.9個基點，至2.7850%；7天期利率上漲1.9
個基點，至2.8790%；14天期利率上行1.2個
基點，至3.8280%；1月期利率微升0.37個基
點，至4.0941%。

公開數據顯示，本周公開市場到期資金
合計4700億元，周三至周五到期資金分別有
1000億元、700億元和1500億元資金到期。
央行表示，周二的操作旨在對沖稅期高峰和
逆回購到期等因素的影響，維護銀行體系流
動性的合理穩定。陳冀坦言，央行在公開市
場加大淨投放規模，是希望提前釋放資金，
待本周市場資金面逐步穩定後，央行或逐步
減少操作規模。

人行63天逆回購息上調5基點

當日逆回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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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健坤報道：比
特幣單日大瀉近兩成，並跌穿12000美元
。據Bitstamp平台報價顯示，比特幣價最
低見11191.59美元，跌幅高達18%。據近
日中國政府一份會議內部備忘錄顯示，
中國央行高管建議當局應該禁止虛擬貨
幣的集中交易，以及提供相關服務的個
人或機構。

潘功勝：續對虛擬幣交易施壓
該備忘錄還記述中國央行副行長潘

功勝在互聯網監管機構會議上表示，政
府應該繼續對虛擬貨幣交易施壓，嚴防
虛擬貨幣市場風險的再次積聚，並消除
風險隱患於萌芽中。他還稱，全國及地
方當局應該取締提供比特幣等虛擬貨幣
集中交易的場所，同時還需要禁止為虛
擬貨幣集中交易提供做市、擔保和清結
算服務的所謂 「錢包」服務商，以及集
中交易提供做市商服務的個人或機構。

此外，根據這份備忘錄，潘功勝還
表示，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顯要求，
限制偏離實體經濟需求、規避監管的 『
創新』。因此，對於與實體經濟無關的
偽金融創新不應予以支持」。甚至，他
還認為，監管機構應該屏蔽向中國用戶
提供虛擬貨幣集中交易服務的國內外網
站平台，關閉相關移動App，並呼籲當地
監管機構對涉及資金出入境的相關 「出
海」平台進行調查。

據知情人士稱，由於近期在場外提
供類交易所集中交易服務的在線平台和
移動App活動過於頻繁，中國政府也將對
此進行有針對性的打擊措施。其中，包
括人民銀行嚴厲叫停ICO融資和中國全
面關停內地所有比特幣交易所等。並且
，政府還將計劃阻斷一切對 「自製和離
岸集中交易平台」的境內訪問，惟並未
透露將如何具體界定此類平台；而小額
P2P交易則不會被納入此針對範圍內。

韓再傳規範加密貨幣投資
另外，目前比特幣交易火爆的韓國

，昨日也再度傳出禁止虛擬貨幣交易的
消息。韓聯社報道稱，韓國財長金東兗
在廣播節目中提到，政府的立場就是要
規範加密貨幣投資，因為這是一場大型
投機，因此， 「關閉虛擬貨幣交易所依
然是選擇之一」。據韓國金融信息網站
Money Today昨日援引的一份司法文件
透露，需要反覆警告加密貨幣交易風險
，有必要採取一系列 「軟着陸」的措施
，令投機者逐漸撤出加密貨幣市場。

監管加強 比特幣跌破1.2萬美元
【大公報訊】記者吳涵宇報道：比特幣

再掀全球熱炒，把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推向風口浪尖。

金管局去年曾提出研究發行央行數碼貨
幣，不過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昨出席亞洲金
融論壇時稱，有關研究尚在初期階段。他直
言 「加密貨幣並非貨幣」，在匿名交易過程
中存在洗黑錢風險，應要求銀行在處理有關
業務時執行反洗黑錢程序，同時進一步加強
投資者教育。

阮國恒表示，加密貨幣不具備貨幣功能

，僅可視為資產種類，無法稱之 「貨幣」。
他指出，截至今年一月初，全球共有一千三
百餘種加密貨幣，發行額度看似有限，惟發
行人和貨幣種類均未受限，故潛在供應無限
，並無內涵價值。另外，他又指，對於匿名
交易帶來的風險，則須從銀行和投資者兩方
面入手。

現時網絡保安環境愈發嚴峻，阮國恒認
為，技術安全及網絡安全是未來關注重點，
希望能在國際層面加強機構間的資訊共享，
金管局亦會聘請有關專才並進行專項培訓。

他續指，現時分布式分類帳（DLT）技術日
趨成熟，若可應用於監管，料可大大提升監
管效率，又重申金融科技發展與監管並非對
立關係。

金融行業近年搭上科技快車拓 「新金融
」服務，金管局去年更出七招力谷金融科技
監管。阮國恒籲金融機構關注流動性風險，
表示未來會要求銀行開放數據庫，供金管局
自行取用及分析，令銀行無需另行匯報。此
外，他期望虛擬銀行概念在今年底前可真正
落實。

金管局阮國恒：加密貨幣並無內涵價值

蘇寧金研院宏觀
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黃志龍

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持續低迷背景
下，去年中國吸收外資實現7.9%的增
長着實可貴，這有力反擊此前外界有關
「中國營商環境在惡化」 的言論；預計
今年決策層會更關注外資的質量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2017年全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74個
國家和地區的6236家境外企業新增非金融
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投資同比雖跌
29.4%至1200.8億美元，惟非理性投資獲得
遏制。分析認為，監管部門正確合理引導
，對外投資相關規則更趨規範，人民幣匯
率貶值預期消失助遏制非理性投資，預計
今年中國對外投資將維持平穩增勢。

商務部數據顯示，去年全年對外承包
工程完成營業額1685.9億美元，同比升5.8%
；新簽合同額2652.8億美元，同比升8.7%。
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指出，2017年呈現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穩步推進
；對外投資行業結構更加優化；對外承包
工程新簽大項目多等特點。其中，中國企
業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增投資143.6
億美元，較2016年同期增加3.5個百分點。
行業結構方面，去年11、12月，中國非金
融類對外投資同比分別升34.9%和49%，連
續兩個月實現正增長，帶動2017年全年對
外投資降幅收窄。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稱，
隨着對外投資相關規則的更趨規範，去年
對房地產、文體娛樂等，與中國經濟轉型
升級相悖的對外投資明顯減少，內地金融

和匯率市場波動亦逐步減弱。蘇寧金研院
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志龍指出，監管
部門正確合理引導及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
消失，是去年中國非理性對外投資得到遏
制的兩大主因。

劉學智預計，今年中國對外投資將維
持平穩增勢，即便全年出現負增長或正增
長，其幅度均有限。他相信，年內對 「一
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投資將保持增長，國
家將繼續鼓勵高端製造業、基建等相關領
域的對外投資；此外，內地部分低端產業
或繼續向東南亞地區轉移，中國企業亦會
藉此輸出中國品牌。

非理性項目受遏制 對外投資年跌29%

蘇寧金研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
志龍坦言，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持續
低迷背景下，去年中國吸收外資實現7.9%
的增長着實可貴；浦發銀行總行戰略發展
部高級研究員宋艷偉認為，去年中國利用
外資規模錄得歷史新高，預示中國經濟的
「企穩回升」已獲國際社會的肯定與認可

，更表明當前投資中國的回報率和中國的
投資環境相對其他國家要更好。交銀金研
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認為，2017年中國
經濟增速的 「企穩回升」，第二和第三產
業增速的同步加快，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的明顯升值，是促使當年FDI數據呈現不
俗表現的主因，這預示外資投資中國的預
期和信心已明顯增強。

高技術產業利用外資大增
商務部稱，外資企業以佔全國不足3%

的數量，創造了近一半的對外貿易、四分
之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五分之一
稅收收入，為促進國內實體經濟發展、推
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商務部數據也顯示，去年高技術產業
實際吸收外資同比增61.7%，佔比28.6%，
較2016年末提高9.5個百分點。同期，高技
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665.9億元，同比增
11.3%。商務部在分析去年吸收外資特點時
強調，與2012年相比，去年高技術產業吸
收外資佔比提高了14.5個百分點。

黃志龍說，當前中國製造業吸引外資
基本處於 「零增長」格局，尤其是傳統 「
兩高一低」製造業，吸引外資已現負增長
；與之對應的是，高技術領域製造業吸引
外資不斷增長，同比增速在10%左右。劉
學智明言，受惠於政策的鼓勵，及服務業
的持續開放，去年第三產業吸引外資的增

長較快，這符合中國經濟增長動能轉變的
趨勢。宋艷偉認為，外資在代表產業梯度
轉移方面的投資亦好於均值，這從中西部
地區吸引外資數據中便可見一斑。

去年十二月，新設外商投資企業4837
家，同比增36.5%，實際使用外資739.4億
元，同比降9.2%。商務部雖料今年中國吸
收外資規模將保持總體穩定，產業結構進
一步優化。但也關注，當前世界經濟和跨
國投資雖有回暖跡象，但增長依然緩慢，
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今年中國吸收外
資仍面臨較大外部壓力。

分析籲優化外資質量
黃志龍預計，今年在吸引外資方面，

決策層仍會更關注外資的質量，建議延續
當前吸引外資結構優化、質量提升的發展
勢頭。宋艷偉認為，中國產業和消費升級
，以及投資中國收益率的提升，這都將進
一步增強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決策層應
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以 「產權保護
和契約維護」為主的兩方面制度建設。劉
學智指出，鑒於經濟新增長領域對外資的
吸引力依然較強，全年吸引外資有望保持
平穩增長。他建議，進一步加大服務業開
放力度，並在不斷創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同
時，強化市場化公平競爭的環境，完善和
提高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

中國FDI新高 經濟穩獲認同
去年吸引外資增7.9% 規模達8776億

中 國 經 濟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去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8775.6億元
人民幣，為歷史新高。分析相信，數據預示中國經濟 「企穩
回升」 已獲國際社會的肯定與認可

受惠於政策鼓勵及服務業的持續開放，
去年第三產業吸引外資的增長較快。鑒
於中國吸引外資優勢依然存在，預計全
年吸引外資有望保持平穩增長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製表）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
研究員

劉學智

中國利用外資規模錄歷史新高，預示中
國經濟的 「企穩回升」 已獲國際社會肯
定與認可，更表明當前投資中國的回報
率和中國的投資環境相對其他國家要更
好，對今年吸引外資形勢持樂觀態度

浦發銀行總行戰略
發展部高級研究員

宋艷偉

中國 「更加主動塑造開放的外部環境
」，注定了未來不論在吸收外資還是在對
外投資方面，都不斷地朝着優化的道路往
前行走。這一點，從商務部昨日發布的去
年全年數據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的中國企業
對外投資額大跌29.4%，一改2016年大幅增
長的局面。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監管
層提出關注房地產、酒店、影城、體育俱
樂部非理性對外投資風險，故而，去年在

房地產、體育和娛樂業對外投資上沒有新
增項目，很好地遏制了非理性對外投資。

吸引外資方面，去年增速為五年內最
高，規模為歷來之最；更值得高興的是，
高技術產業的佔比明顯提升，高技術服務
產業吸收外資更是增長逾九成，一些高污
染、高能耗、低水平的傳統製造業吸收外
資呈現負增長，這也是中國監管層主動調
節引導、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
結果，希望可通過加強境內外合作助推中
國經濟轉型升級、高技術產業做大做強。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
放新格局。商務部明確表示，吸收外資方
面將進一步拓展開放的範圍和層次，進一
步加大改革力度，進一步優化區域開放布
局，進一步營造優良營商環境，最大限度
賦予自貿試驗區改革自主權，全力推進各
項工作。對外投資則圍繞 「一帶一路」建
設，創新對外投資方式，提高對外投資質
量和效益，推動中國對外投資大國向對外
投資強國邁進，以投資帶動貿易發展、產
業發展。

新 聞 分 析
大公報記者 彭巧容

優化外資結構 助推經濟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