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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港澳居

民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

購房，享有與

內地居民同等

待遇的措施宣

布之後，引發

了不少熱議。從經濟學角度和經濟發

展史觀察，如果能夠成功吸引港澳優

秀人才到廣東買房定居、就業，不僅

有助於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也有助於推動廣東的

經濟發展。

城市要發展，需要人才的聚集，

有研究發現，平均而言流動人口每增

加1%，會帶來地區GDP增長0.54%

。流動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在廣

東則更為突出。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

，廣東省戶籍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為8.47年，而流動人口為9.46年

，其中外地流動人口為9.23年。因此

，外地勞動力的流入不但帶來了勞動

力數量的增長，還提升了廣東省從業

人員的人力資本水平。有研究顯示，

1990至2000年廣東省勞動結構效應

對廣東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達到

13.08%，最大達到22.55%。

由此可見，吸引包括港澳精英在

內的外地精英對廣東的經濟發展的作

用是非常重要的。前往廣東購房的港

澳民眾，大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

其專業能力，也擁有較高的收入，這

些港澳民眾前往廣東購房定居，除了

能給廣東帶來技術、智慧和先進生產

工具外，還能立刻進入勞動市場，開

始生產和消費，對經濟能夠產生立即

的影響。

從經濟學來看，勞動力和生產力

所能創造的總產出，被稱作 「潛在產

出」 ，也就是大家平時所說的經濟產

能。產能的增長率則是潛在增長率（

potential growth），如果勞動力一

年增長1%，生產力增長1.5%，那麼

，經濟潛在增長率是2.5%，廣東的

經濟就是這樣增長起來的。縱使短期

看不見港澳優秀人才定居廣東所帶來

的好處，但廣東所有的本地居民長遠

都能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利益。

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提

出，要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由於科技創新能力是

國際核心競爭力的基石，科技發展水

平更成為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

分。因此，是否能夠成功打造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建

設成敗的一大關鍵。

港澳擁有港大、中大、科大、澳

門大學等多所國際知名高校，具備強

大的科研能力，吸引港澳優秀人才前

來廣東定居、工作，同時借助港澳地

區法制、語言、文化和教育環境等方

面的國際化和便利化，對內充實科研

創新力量，對外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

，有助於 「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 科技創新走廊的建設。

營造安居樂業氛圍
再加上，無論是港澳的高端科創

人才還是港澳的天使和風投基金人員

，都是各地亟需爭取的人才，在 「皇
帝女不愁嫁」 的情況下，要吸引他們

前往粵港澳大灣區，憑藉的不僅是優

厚的政策或待遇，更重要的是要創造

更多生意機會，以及提供一個讓他們

安居樂業的環境和氛圍。對港澳地區

的天使和風投基金人員而言，哪裏有

生意，哪裏能賺錢，就去哪裏。對於

高等科創人才而言，哪裏有天使和風

投基金人員聚集，他們就跟隨去哪裏

發展。這種情況下，廣東要吸引人才

要有新思維，需要以生意吸引人才，

需要以安居樂業的氛圍吸引人才，而

非僅僅以優厚政策吸引人才。

此類吸引人才的方式，並非廣東

首創。在世界上有不少例子，例如在

丹麥和瑞典的交界處、由厄勒海峽大

橋連接在一起的 「厄勒地區」 上，有

來自兩岸的9所大學，16.5萬學生和

1.2萬研究人員在此建立了聯繫、合

作，大量研究項目得以跨越國界，以

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豐富的人力資源來

開展，瑞典不但獲得直通其他歐洲大

陸國家的新通道，丹麥的哥本哈根機

場作為北歐國家中最繁忙的國際機場

，也為 「厄勒地區」 的出行提供了更

便利的選擇。哥本哈根的民眾，則獲

得緊鄰城市馬爾默較為廉價資源尤其

是更寬鬆、舒適的住房。這些條件和

氛圍，令丹麥和瑞典兩國的科研合作

有了進一步發展，促使 「厄勒地區」
發展成為歐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

來自歐洲的大量高科技項目投資，例

如價值14億歐元的中子設備、歐洲散

裂中子源選址瑞典隆德等投資。

兩個國家尚且能夠通過吸引人才

的方式，發展各自的經濟和科技，那

麼，在粵港澳大灣區之內，也可以推

動各城市的民眾融合成為 「大灣區人

」 ，不僅有利於兩地民眾、物流的往

來，更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的建設，尤其是廣東的經濟

、科技發展更有促進作用。

新政助粵吸引港澳優秀人才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梁海明

經濟觀察家

▶ IMF展望
明年美國經
濟在繼續減
速的過程中
將面臨接近
翻倍的衝擊

過去一周

全港市民焦點

，不在香港樓

市不在環球經

濟，而是在總

彩金高達1.4億

港元的六合彩

。這 「全城發財夢」 令筆者工作地點

中環附近的賽馬會投注站 「大打蛇餅

」 ， 「墟冚」 程度堪比部分熱爆全城

的新盤售樓廠現場。最令筆者印象深

刻的，是有媒體訪問市民假設中獎後

會如何運用獎金，十之七八也回答 「
買樓」 ，充分反映磚頭文化及上車夢

已深入港人 「骨髓」 。

但與其要靠 「中六合彩」 搵首期

，不如依靠自身努力，加把勁儲蓄圓

置業夢。幸而近期政府於施政報告中

公布新按保措施，令市民 「不求人」
買樓的難度有所減低。事實上，自從

施政報告公布以來，一手市場 「百花

齊放」 ，發展商加快推盤步伐應市，

帶動一手交投較公布前明顯上升。

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

心綜合《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

資料顯示，不包括村屋物業以及部分

特殊個案等之下，10月中施政報告公

布至今已超過三周，若以10月16日至

11月6日的22日計算，新盤單位（包

括全新盤及貨尾）合共售出約1824

伙，比起公布前的22日（9月24日至

10月15日）616伙，高出近兩倍。

發展商趁勢推盤
現時樓市氣氛向好，發展商亦趁

勢推盤，如愛海頌、恆大．珺瓏灣、

明翹匯及ONE EIGHTY已先後登場

，帶動一手交投較公布前明顯上升。

本年迄今新盤銷售量已超過1.75萬伙

，已較2018年全年約1.57萬伙高出

超過一成。由於今年底前仍有多個新

盤部署推出，筆者相信全年勢可超越

2017年近1.83萬伙水平，並創一手

銷售條例後新高。

二手方面，自從新按保措施實施

以來，二手市場持續火熱，不少業主

借勢略為提價放盤。值得一提的是，

有部分準上車客憂慮優質盤源買少見

少，故急急入市。但據前線反應，二

手物業在經過公布新按保措施兩周的

搶盤潮後，傳統二手屋苑的盤源暫未

見大幅減少。再加上今年四季度是新

盤陸續入伙的高峰期，並以最受市場

歡迎中小型單位為主，相信未來半新

盤有望成為二手樓供應新勢力。以上

述情況來看，樓市短期供應未算非常

緊絀，如果買家想透過新按保計劃

上車，仍然 「有得揀」 。

入市置業有得揀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布少明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程 實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2019年，在全球總需求疲弱的大環境下，除日
本之外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速均出現明顯下滑
，美國經濟開始周期性下行，而歐元區核心國
家出現經濟失速風險。2020年，隨着美國經濟
的進一步走弱，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的整體放
緩仍將延續。筆者認為，發達經濟體面臨艱難
但必要的政策轉向，包括改善收入分配、調整
經濟結構、善用財政空間、重釋全球化紅利等
，以期迎來沉澱後的質變。

筆者認為，發達經濟體正邁入內外

因素交織下的困境：第一，勞動收入份

額下降和分配不均衡帶來通縮隱患；第

二，產業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削弱社會

穩定性；第三，負利率常態化引發金融

風險；第四，貿易摩擦重心輪轉增大邊

際衝擊力度。

改革發力重振需求
10月15日，IMF在最新的經濟展

望中預期2019、2020年發達經濟體增

速分別為1.68%和1.67%，創下2013

年歐債危機之後的新低，並分別低於

1980年以來的長期均值和金融危機十

年來的均值超過0.7和0.3個百分點。筆

者在全球經濟展望中指出，美國、日本

、歐元區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中國總需

求的同步疲軟是本輪全球經濟下行的主

因，也帶來了全球性的通縮壓力。

事實上，菲利普斯曲線失效的威脅

一直是近年來困擾發達經濟體的難題。

儘管對此現象有科技進步、超級全球化

、市場結構變化、工會力量下滑等解釋

，但無可否認的是經濟分配內在痼疾

——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所導致的工資上

漲乏力是其背後隱含的重要特徵事實。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

體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出現結構性轉

變，收入增長的緩慢和不平等的加劇，

侵蝕了長期購買力的根基。IMF指出，

過去四十多年來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收

入份額已經從上世紀70年代末約54%

降至49%（見配圖）。本世紀以來，

此前相對穩定的美國勞動收入份額也出

現急劇下行，在截至2016年的七十年

中，非農部門勞動力收入份額源自

2000年之後的下降貢獻了整體降幅超

過四分之三。

從勞動收入的分布看，不平等、不

均衡的特徵也更趨顯著。布魯金斯的研

究表明，從1979年到2016年，按照美

國實際工資五分位數（Quintile）計算

，收入越高的群體實際工資增長越快，

而工資最低的20%分位群體實際工資

甚至下降了約1%。要想重新實現工資

和通脹之間的良性反饋，結構性改革發

力的方向除了提升勞動生產率之外，還

需着眼於收入分配的均衡性和勞動力

份額的穩定度。

產業、區域不平衡，商業活

力和社會穩定存挑戰。2019年二季度

，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降至11%，

創1947年以來的新低。事實上， 「美
國製造的回歸」 一再成空只是發達經濟

體製造業衰落的縮影，產業結構的失衡

對於內生經濟動能的抑制日益凸顯。比

如，作為服務業佔比顯著超過製造業的

發達經濟體，本世紀以來其第三產業就

業相對第二產業比重仍在不斷上升，進

而通過壓低核心服務通脹中樞導致其長

期通脹系統性低於央行的目標。不僅如

此，可貿易的製造業凋敝引發貿易爭端

，在發達經濟體與勞動力相對充裕的新

興市場貿易尚遠低於其內部貿易規模的

情況下，蠶食了潛在的全球化紅利。除

了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發達經濟體國內

區域間的不平衡正重新對其長期增長潛

能構成巨大挑戰。

IMF的研究表明，對於發達經濟體

，其國內區域之間的長期失業率與經濟

表現之間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區域之

間的分化不僅抑制了生產要素的配置有

效性，也引致了健康、教育、人力資本

積累等方面的持續不平等，成為社會和

政治動盪的重要原因。當前，儘管發達

經濟體國內區域間人均GDP差異相對較

低，但過去十年來其相對新興市場的這

一優勢正在明顯縮小。從發達經濟體內

部看，美、英、德、法等重要經濟體在

國內區域相對平等程度方面都排位靠後

。在當下不穩定的宏觀環境中，隨着總

量型的刺激政策邊際效用遞減，這些國

家內部脆弱的區域和特定勞動力市場將

面臨考驗。

貿易摩擦重心輪轉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仍是全球經貿

爭端的風暴眼。在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

中，IMF預計2019年、2020年、2021

年關稅制裁對中國經濟增速最大拖累可

達1.02%、1.97%、1.55%，而對美國

則為0.33%、0.58%、0.60%。雖然貿

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總體大於美國

，但2020年美國經濟在繼續減速的過

程中還將面臨接近翻倍的衝擊，且自

2021年起貿易摩擦對中國的影響邊際

轉弱，相反對美國的影響邊際增強。

更值得關注的是，隨着衝擊重心和

時序的動態演進，中美雙邊貿易摩擦呈

現出趨緩的勢頭，但美國與其他發達經

濟體的貿易爭端或有抬頭的可能。IMF

曾在2018年指出，發達經濟體受汽車

及零部件的貿易摩擦衝擊極大，若美國

對價值3500億美元的該類進口商品加

徵關稅並遭到相應反制，發達經濟體受

到的長期增長拖累或將大於新興市場經

濟體，也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極大衝擊。

當前，汽車業產值約佔全球GDP

的5.7%，出口約佔全球商品出口的8%

。發達經濟體正是全球汽車產業最重要

的玩家，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歐洲的

法、德、意、西、英，亞洲的日、韓佔

全球汽車產值的39.3%和汽車產業出口

的59.1%。考慮到接近半數的中間品消

費源自鋼、鋁等大宗商品和其他製造及

服務業，2018年汽車業的疲弱對於全

球貿易的衝擊可能高達0.5個百分點。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在當

前中美摩擦尚未完全消弭之際，一旦12

月的新增關稅如期加徵，將進一步衝擊

本已陷入低迷的汽車生產。此外，美國

基於 「232調查」 對於歐、日潛在的鋼

、鋁和／或汽車及零部件關稅也會直接

衝擊發達經濟體。綜上，要緩解發達經

濟體面臨的外部衝擊逆風，尋回集體理

性尤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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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交困中轉向
——明年發達經濟體展望

實話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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