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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在經貿問題上發難，絕非只有短期利益考量，相反戰略企圖始終會是重要的主線

協定改變中美經貿格局

精品住宅剛需未減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以下稱 「協定」 ）終於簽署，使兩年來持
續動盪不安的中美經貿關係鬆了一口氣。對全球市場來說，協定的簽署
有助於淡化悲觀預期，提振市場信心，抬升經營主體和投資者的風險偏
好，無疑會給逐步放緩的世界經濟帶來一絲暖意。對中國經濟來說，雖
然不能說是一掃陰霾，但其短期的積極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把眼光放
長一些，協定的簽署意味着貿易摩擦以來的中美經貿關係有了一個階段
性結論，初步改變了中美雙方在博弈中的態勢，導致中美經貿關係發展
趨勢出現了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中國方面的積極變化。

歷時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戰終
暫告一段落，中美首階段貿易協
議正式簽署，簽署前美國釋出善
意不再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
為市場帶來利好因素。與此同時
，特首亦推出喻為施政報告下
集的十項紓困措施，儘管現階段
亦未知會否為社會緊張的氣氛帶
來暖和，但無論如何，踏入2020
年，整體市場已平添不少利好因
素。

踏入2020年樓市亦有個別好
消息，踏入新一年新盤市場即時
活躍起來，其中新地發展的天水
圍Wetland Seasons Park，經
過兩輪銷售已幾近沽清所有單位
，今年首個大型新盤已成功開出
「紅盤」 ，令本月至今整體新盤

銷售已約達1000伙，亦已超越上
月整月的新盤銷售。即使農曆新
年的長假期臨近，但相信本月新
盤銷售亦勢必達1200伙以上，為
今年新盤市場帶來好開始。

再者翻查去年新盤市場的成
績表，儘管去年樓市相當顛簸，
踏入去年下半年樓價已出現整固
，但整體而言去年新盤市場仍是
豐收的一年。

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
網（SRPE）的成交紀錄冊，去
年整體一手銷售量約1.87萬伙，

較去年全年的1.55萬伙顯著上升
約20%，同時亦超越2017年的
1.8099萬伙，成為一手新例實施
以來新盤銷售最高的一年。

細單位最受買家追捧
不過，去年新盤市場卻出現

量升價跌的現象，全年新盤銷售
金額由2018年的2186億元，回
落至去年的2025億元，按年回落
7.4%。整體新盤市場量升價跌，
主要是因為去年新盤銷售集中於
新界區中小型單位為主。以地區
銷量而言，去年新界區新盤銷量
按年勁升79%至超越1萬伙，佔
整體銷量的約54%，相反港島區
銷售卻顯著回落至不足1000伙，
按年勁減55%。

再者按去年總體銷售單位的
房間分類作分析，明顯以一房、
兩房的細單位最受追捧，合共佔
去整體新盤銷售的62%之多，相
對於2018年的58%顯著增加。去
年全年全港共售出約5150伙一房
單位，較2018年的3800伙，按
年增加35.5%，同時間開放式單
位全年銷量亦升至約2200伙，較
2018年的1400伙大升57%。

總括而言，近年新盤銷售仍
然以細單位精品住宅作主導，當
中開放式單位以至一房單位所
佔的銷售比例亦逐年增加。數
據顯示，現時市場對上車盤的
需求持續增加，無論是急於上
車的新婚一族，以至分支家庭
的需求，相信今年新盤市場仍
以細單位主導。

未來兩年中國將大幅度增加來自
美國的進口是協定的重要內容。能源
產品和農產品是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
消費所需要的產品，尤其是能源產品
，中國每年的進口需求很大，2018年
進口原油佔國內消費約69.8%。與發
達國家具有六個月左右儲備不同的是
，中國石油儲備水平較低，2018年底
為不足90天。目前中國石油來源主要
是中東和俄羅斯，增加美國石油進口
後，使原油來源更加多元化，對於中
國能源戰略安全是有益的。在多元化
進一步發展的格局下，增加從美國的
進口談不上過渡依賴美國，相反能源
來源結構卻是更加改善。

然而，大幅度增加從美國進口更
加值得玩味，雙邊貿易的平衡明顯改
善後對中國方面有積極意義。近年來
美國搞單邊主義，為什麼首先發動的
是對針對中國的關稅加徵，而非其他
方面的舉措？美國政客為什麼從一開
始就信心滿滿地認為美國必勝？美國
為什麼在貿易摩擦過程中敢於不斷推
動加徵關稅的舉措升級，搞極限施壓
？主要原因就是中美貿易存在較大的
不平衡。

美增加對中國市場依賴
在貿易摩擦開始之前的2017年，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致是美國出
口到中國產品的三倍多。從這點上看
，毫無疑問是中國更加依賴美國的市
場，更不用說美國市場上還有中國需
要的先進技術；反過來美國對中國市
場的依賴則相對小得多。一個時期以
來，美國市場都是中國出口的第一或
第二大市場，而中國市場則是美國出
口的第三甚至更小的市場。由於雙方
對對方市場的依賴性明顯不對等，美
國就滋生了打貿易戰的 「勇氣」 和 「
信心」 ，儘管美國開打之後也感受到
了對自身的傷害。

協定簽署之後，隨着中國較大幅
度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中美之間長期
存在的貿易不平衡狀況將會逐步得到
明顯改善。屆時，美國再度發動貿易
戰的底氣就不會像2018年時那樣足了
。因為美國產品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
度有了明顯上升，尤其是能源產品會
持續增加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到那個
時候，如果美國再發動貿易戰的話，

反對者的隊列裏不僅包括消費者、零
售商、製造商和農場主，還會增加能
源產業的從業者。事實上，近年來隨
着美國開放了油氣輸出的禁令後，美
國始終在大力地向國際市場兜售能源
產品。一旦打開了中國這個需求持續
增長的龐大市場後，美國能源產品對
中國市場的依賴會與日俱增。如果美
國再度挑起貿易戰，能源行業必然成
為美國的軟肋。

早在2019年6月，中方已經給出
了談判的底線，明確地表達了中方不
可能接受的條款。之後，美方的態度
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一開始的拒不
接受，大幅升級關稅舉措；到願意與
中國進行談判，表明美國對中國的談
判底線有一個逐步接受的過程。

2019年6月之前美國明確希望簽
署一攬子協定，在中國給出了底線後
，美方逐步表示原意進行第一階段談
判。這種由一攬子協定到第一階段協
定，本身就是妥協的一種表現。即繞
開了中國的底線或雙方一時談不攏的
內容，尋找可以突破的方面展開談判
。雖然這還不能認定是美國已經完全
接受了中國給出的底線，但至少表明
美方已經無可奈何、階段性地接受了
現實，這可以認為是美方的妥協。

在底線不明確的條件下，通常貿
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具有很大的想
像空間，以為任何貪婪和無理的索求
都是有可能實現的。而當對方底線亮
明之後，這種索求行為都將不得不在
底線面前止步。對於那些美國政府中
整天算計和想遏制中國的人來說，底

線猶如一道鴻溝，怎麼霸凌都難以逾
越。當底線不明確時，極限施壓往往
會給對手造成持續增大的壓力；而在
底線擺明之後，極限施壓手段作用的
空間被大大壓縮甚至基本失效。可見
，儘管未來中美之間會持續進行博弈
，美方可能在經貿、科技和金融等領
域持續對中國發難，但在協定簽署之
後發生的貿易談判可能會在更加理性
和公平互利的氛圍中進行。

挫敗遏華勢力戰略企圖
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十分擔心人

民幣匯率在美國重壓之下出現趨勢性
大幅度升值，應該說持有這種擔憂不
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一國貨幣匯率無
論是大幅度升值或大幅度貶值都會對
該國的經濟產生很大的傷害，而美國
也確實持有這種動機，歷史上也有過
這樣的經驗，這似乎已經是路人皆知
的。只是今天面對中國這樣規模巨大
又擁有深厚潛力的國家，美國已無當
年對付日本那樣的手段和能力而已。
協定中雙方達成共識，明確匯率問題
上兩國平等對待，互相尊重對方貨幣
政策的主權，不將匯率用於競爭性目
的並增加透明度。協定的簽署既保障
了中國匯率政策的自主權，避免類似
「廣場協議」 的不利後果；又使匯率
評估的多邊性質得到認可，有助於防
止美國對中國再度亂貼 「匯率操縱國
」 標籤，進而有利於保持中國外匯市
場和金融市場的長期基本穩定。

毋庸置疑，協定的簽署並沒有推
動中美經貿關係 「脫鈎」 ，反倒是有

利於大力度地促進中美經濟的融合。
根據協定，中方將加快從美國進口工
業製成品，農產品，能源產品和服務
產品。這既符合中國擴大進口的既定
方針，又可以滿足中國經濟發展和人
民消費的現實需求。協定將使中美之
間貿易互補性得到有效的釋放，進一
步深化中美之間的經貿往來及其相互
依存。協定中所規定的中國金融領域
的對美開放內容，實際上大部分已經
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既定方針並正在逐
步地落實之中。未來美國金融服務主
體進入中國市場的腳步也會加快，包
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的市場准
入將對美資企業一視同仁。與此同時
，協定中美方的承諾也將有助於中資
金融企業擴大在美經營。

可以預見，未來中美兩國之間在
金融領域中的相互依存也將進一步發
展和深化。這必將帶來兩國之間的經
濟融合互動發展，國際經濟交往的平
衡性進一步改善，進而有助於增加在
經貿問題上的平等互利共識，減少和
管控經貿方面的分歧和對抗性，降低
未來可能發生的貿易摩擦的激烈程度
，推動中美經貿格局朝着有利於中國

的方向持續轉變。由此看來，未來中
國經濟應更加開放，增加對美國經濟
的黏性，中美經貿關係才可能更加平
衡，中國才會長期獲益。

在中美經貿關係處置問題上，應
該站在大局上從長遠考量，而不應只
看短期和局部利益，斤斤計較。必須
清醒地看到，美國對中國在經貿問題
上發難，絕非只有短期利益考量，相
反戰略企圖始終會是重要的主線，那
就是要不道德地持續遏制中國崛起。
而協定的簽署和實施將有利於中國抵
禦美國遏華勢力的戰略企圖，營造階
段性瓦解其攻勢的基礎和條件，未來
再出現2019年激烈度高的貿易摩擦可
能性大大降低。

協定無疑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
國，也有利於世界。但美國遏華勢力
忘我之心不死，2020年美國不管誰上
台當總統，依然會在各個領域繼續對
中國發難，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在
此背景下，再說協定帶來所謂 「雙贏
」 似乎就有些彆扭了。未來我們應運
用和擴大協定帶來的 「比較利益」 ，
改善我方的局面；保持冷靜、審慎、
堅定的姿態，嚴陣以待新的風雨。

樓語縱橫
陳坤興

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

交銀觀察
連 平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理事長

中國2019年外貿出口地總值變化（單位：億元人民幣）

出口最終地
歐盟
東盟
美國
日本
韓國

大公報整理

金額
48613.2
44251.8
37306.8
21709.0
19605.7

進出口（同比，%）

+8.0
+14.1
-10.7
+0.4
-5.1

出口（同比，%）

+9.6
+17.8
-8.7
+1.7
+6.6

▲近年新盤銷售仍然以細單位精品住宅作主導，相信今年勢頭仍能保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