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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去年賺1380億增15%

按人民幣計價，去年中國出口增
長10.5%，進口增長4.3%；12月單
月，出口跌0.5%，進口升2.2%。按
美元計價，中國去年全年貿易進出口
升4.4%，出口及進口分別升7%及
1.1%。12月單月，出口及進口分別跌
9.9%及7.5%。

民企外貿佔整體首超50%
呂大良介紹，去年前兩個季度，

中國進出口總值分別超9萬億和10萬億
元，三季度進出口總值增至11.3萬億
元，創全年季度規模新高，四季度進
出口總值則繼續保持11萬億元水平。
他並指， 「出口有市場，主要產品競
爭優勢足」 、 「進口有支撐、國內需
求潛力大」 ，以及 「政策有支持，外
貿發展的內生動力強」 ，是去年中國
外貿保持增長的主要拉動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民企在外貿
進出口規模增長12.9%達到21.4萬億
元，在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首次超過

50%，達到50.9%；對外貿增長貢獻
率達80.8%。呂大良介紹，去年國家
出台 「穩經濟」 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措
施，有效激發了包括民企在內的各類
市場主體活力，去年民企外貿 「穩定
器」 作用持續發揮。與此同時，民企
對東盟、歐盟、美國前三大貿易進出
口增速分別錄 27.6%、 12.6%、
10.6%；民企對其他金磚國家、拉丁
美洲、中亞五國進出口也分別增長
22.1%、14.5%和55.1%。

對於今年的中國外貿表現，中金
公司宏觀首席分析師張文朗提醒，在
海外經濟 「滯脹型衰退」 背景下，短
期中國出口面臨的下行壓力將有所增
大，但中國相對歐洲的供給優勢仍有
一定對沖，預計今年中國出口增速或
不會大幅負增長， 「我們已將2023年
中 國 全 年 出 口 增 速 從 0 調 整
至-3.3%」 。他並指，隨着出入境有
關限制的取消，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或
將擴大，假設旅行收入與支出均恢復

到2019年的70%水平，那今年中國服
務貿易逆差可能較去年擴大。

申萬宏源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秦
泰指，面對全球經濟仍將承壓，外需
逐步降溫態勢料延續，但中國前期因
疫情引發暫時性供給衝擊行將消散，
料2023年中國出口、進口同比分別增
4%、2.2%，淨出口仍可為中國經濟
增長提供約0.1個百分點的正向貢獻。

高通脹抑制外需表現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

明言，今年全球通脹對需求抑制效應
恐難快速扭轉，海外加息將續對全球
出口貿易帶來抑制，預計今年中國出
口增約2%，全年出口增速將呈現 「前
低後高」 之勢，全年進口增速有望實
現約6%的增長。她續稱，今年出口增
速的放緩，以及進口增速的回升，將
帶來中國貿易順差的收窄，加之服務
貿易逆差的加大，今年人民幣計價的
貨物與服務淨出口或出現負增長。

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去年中國外貿頂住多重超預期衝擊，中國進出口總值
首次升穿4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至42.07萬億元，較2021年增長7.7%。海關總署新
聞發言人呂大良表示，2022年中國進出口規模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已連續第六年保持世
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位。展望今年，呂大良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外
部環境動盪不安，世界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困難挑戰雖仍較
多，但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變，今年經濟有望
總體回升，要更加堅定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的信心。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中國去年外貿總值42萬億 刷新紀錄
專家：外圍衰退風險增 今年出口料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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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地八成置業者擬春節看樓
【大公報訊】春節臨近，計劃購

房者意向逐步升溫。58同城、安居客
昨日發布的《2023春節置業意向調
查》顯示，超八成意向購房者打算利
用春節期間看房和購房。在5年內有置
業規劃的人群中，近半計劃1至2年內
購房。此外，近七成意向購房者傾向
選擇在工作城市購房。

《2023春節置業意向調查》通過
對生活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的80後至
00後意向購房者進行調研和分析，從
購房傾向、春節置業意向、總價預算
等不同維度，展示出購房人群春節置
業意向情況。

調研顯示，有32.5%的意向購房
者有在春節期間購房的打算，48.3%
的意向購房者計劃利用春節假期去看
房，但並不一定購買；19.2%的意向
購房者計劃春節過後再去看房。

在置業時間方面，在5年內有置業
規劃的人群中，近五成的人打算在1至
2年內買房，近三成購房需求較為迫
切，在近1年內有購房計劃。

70%人傾向於工作城市購房
計劃購房的人群中，有58.3%的

購房者打算購買的是首套房；90
後及00後的年輕購房者計劃購買首

套房的佔比較高，80至85後的意向
購房者打算購買二套房的佔比相對
更多。

在戶型偏好方面，61.2%的購房
者選擇購買三居室的房源，其次是兩
居室，佔比為26.3%。

選擇房源時，77.7%的購房者更
傾向購買新房，14.3%的購房者對房
源新舊沒有要求，合適就行。在房源
總價上，預算在150萬至200萬元（人
民幣，下同）的購房者佔比24.6%；
預算在100萬至150萬元購房者佔比為
24.2%；預算50萬至100萬元、200萬
至300萬元的購房者佔比分別為

18.9%、14.6%。
對於置業城市的選擇，調研顯

示，參與調研的意向購房者中，有
69.5%的人傾向選擇在工作城市購
房，有13.4%打算在工作城市的周邊
城市買房。

想在家鄉購房（非工作城市）的
人群佔比11.9%，在家鄉的省會／周
邊城市（非工作城市）購房的佔比
5.2%。

此外，疫情後物業服務也受到更
多重視，41.5%的購房者會傾向選擇
物業更好的小區，23.8%的購房者表
示傾向選擇年份更新的小區。

東盟連續三年成最大貿易夥伴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

道：去年中國對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均
實現正增長，東盟更連續三年穩居中國
最大貿易夥伴地位，與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貿易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見附
表）。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呂大良介
紹，去年是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開局之年，雙方經貿往來更加密切，且
有多重因素拉動中國與東盟貿易快速增
長。另一方面，今年是共建 「一帶一
路」 倡議提出的十周年，倡議以來，中
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貿易往來日
益緊密，2013年至2022年，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進出口年均增
長8.6%。

呂大良表示，拉動中國與東盟貿
易快速增長的因素包括RCEP（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生效帶來的貿易
創造效應，推動產業鏈合作更加緊密。
設施互聯互通持續推進，助力經貿往來
更加便捷。農產品合作加深，推動進口
規模擴大。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
表示，（按美元計價）去年中國對東盟
出口增長率為17.7%，同期中國對美
國、歐盟的出口增速僅1.2%、8.6%，
RCEP協議框架的關稅紅利和貿易便利
化條款，進一步增強了東盟外需對中國
的黏性。

據海關統計，去年中國對RCEP其

他14個成員國進出口12.95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增長7.5%，在中國外
貿總值中佔比30.8%。具體看，去年
四個季度，中國對RCEP其他成員國進
出口佔同期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分別
為30.4%、30.5%、30.7%和31.4%，
呈現逐季提升之勢。從貿易活躍度看，
去年中國對RCEP其他成員國進出口增
速超 「兩位數」 的有8個，其中對印度
尼西亞、新加坡、緬甸、柬埔寨、老撾
進出口增速均超20%。

與「一帶一路」沿線貿易增19.4%
此外，中國去年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貿易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進
出口達到13.83萬億元，較2021年增長
19.4%，高出整體11.7個百分點，佔
中國外貿總比重達到32.9%，較2021
年提升了3.2個百分點。

常冉提醒說，今年世界經濟與貿
易下行壓力均有所加大，主要貿易夥伴
進口需求或出現不同程度的減弱。不
過，中國出口端仍有 「穩外貿」 政策、
全產業鏈優勢、RCEP框架紅利，以及
歐洲製造業供給替代等積極因素的支
撐。她相信，歐洲製造業的去工業化，
有望擴大中國化工、交運等行業的出口
份額，且在RCEP框架下，中國集成電
路、機器零件等傳統工業品出口優勢還
將延續。

傳30內房獲支持改善負債 龍湖碧桂園有份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有關

內地部門已起草《改善優質房企資產
負債表計劃行動方案》，並將於近期
推動盡快落地，通過短期針對性措施
和中長期制度性安排，圍繞 「資產激
活」 、「負債接續」、 「權益補充」 、
「預期提升」 四個方面，重點推進21
項工作任務，包括將完善30家試點房
企的「三線四檔」規則等，市傳龍湖
（00960）及碧桂園（02007）均有份。

報道指出，方案主要內容有：加

快新增1500億元（人民幣，下同）保
交樓專項借款投放、設立2000億元保
交樓貸款支持計劃、設立全國性金融
資產管理公司專項再貸款、設立1000
億元住房租賃貸款支持計劃、合理延
長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過渡
期、完善針對30家試點房企的 「三線
四檔」 規則、設定優質房企條件，但
沒有具體名單。

此前披露的信息顯示，金融監管
部門針對房地產市場進行逆周期調

節，重點關注三個目標：一是阻斷、
弱化風險外溢；二是維護住房消費者
的合法權益；三是支持剛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

人行：研推結構性工具
另外，人行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

表示，最近該行在研究推出另外幾項
結構性工具，主要重點支持房地產市
場平穩運行，包括保交樓貸款支持計
劃、住房租賃貸款支持計劃、民企債

券融資支持工具等，屆時出台後會另
外再作一些詳細披露和發布。

鄒瀾又說，房地產業的良性循環
對經濟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確保房
地產市場平穩發展，滿足行業合理融
資需求，有效防範化解優質頭部房企
風險，要因城施策，支持剛性、改善
性住房需求，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推動房地產業向
新發展模式平穩過渡。

專家對今年外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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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
基本面依然不變，2023年中國經濟有望總體回
升，要更堅定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的信心

•今年世界經濟和貿易下行壓力有所增大，主要貿
易夥伴進口需求或不同程度減弱，預計2023年出
口增速約2%，進口有望實現約6%的增長

•中國出口有較強競爭優勢，預計2023年出口、進
口同比增速分別為4%、2.2%，淨出口仍可為今
年中國經濟增長提供約0.1個百分點的正向貢獻

•預計2023年出口增速為-3.3%。此外，團隊已將
基準情形下2023年中國GDP增速從此前的5.2%
左右，調高至5.5%左右

•受外需減弱、市佔率下降、價格回落等因素影
響，今年出口同比或下降2%左右水平，但在內
需支撐下，今年中國經濟有望總體回升

2022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情況
（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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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招商銀行（03968）昨
日公布2022年度業績快報。招行於快報中
表示，2022年集團各項業務穩健開展，總
體經營情況良好。集團去年股東應佔淨利
潤1380.12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
15.08%；實現營業收入3447.84億元，同
比 增 加 4.08% 。 期 內 ， 不 良 貸 款 率
0.96%，較2021年底增加0.05個百分點。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招行資產總額
突破10萬億，達10.14萬億元，增幅
9.6%；負債總額9.18萬億元，增幅
9.53%。去年招行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
撥備覆蓋率及貸款撥備率均有所下降，但
仍處高水平。招行去年撥備覆蓋率
450.79%，較2021年底減少33.08個百分
點；貸款撥備率4.32%，減少0.1個百分
點。

▲截至去年底，招行資產總額突破10萬億
元人民幣。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