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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報告指，儘管外貿需求仍然疲
弱，但企業新增訂單量和產量已

重拾增長。新業務量六個月以來首次
上升，主要由於潛在需求及客戶採購
意慾改善。新接出口訂單量按月相
若，但來自內地的新訂單連續五個月
收縮。整體新業務量增加支持產出溫
和增長，帶動積壓工作量連續第三個
月下跌。

港企連續兩月擴充人手
整體銷情好轉同時推動就業增長向
上，為持續營運，本港私營企業於12
月連續兩月擴充人手，相關職位增長
更是5月以來最佳。企業繼續縮減投
入品的採購量，主因在於2023年底已
有足夠儲備。實際上，隨着成本壓力
紓緩，企業持有的庫存水平連升兩
月，而且升幅顯著，創兩年半以來最

高。不過，供應商由於船期延誤，自
10月以來首次延長交貨時間，導致12
月的供應鏈受阻。
報告又指，在採購價格與薪資皆呈通
脹的情形下，12月的整體投入成本繼續
上揚；但由於薪酬升幅回落，這大大抵
消了來自原材料和運輸成本飆升的壓
力，因此整體投入成本的通脹率亦見放
緩。為將長久以來的成本負擔轉嫁客
戶，企業選擇於12月調高售價。

需求回溫 促進經營活動
但另一方面，業者雖在12月接得更
多新訂單，惟卻繼續看淡業務前景，
但整體仍屬溫和。標普全球市場財智
經濟研究部副總監 Jingyi Pan表示，
「12月香港特區PMI數據顯示，營商
環境於年終明顯好轉。需求回溫，有
利促進私營企業的經營活動，推動就

業增長。不過，積壓工作的緊縮程度
加劇，而經營情緒也在2023年底更為
悲觀，多個具前瞻性的 PMI 指標顯
示，需對營商活動的預期更加審慎。
好消息是，成本壓力已放緩至長期平
均水平，這有助企業於未來數月減輕
售價壓力，從而對進一步的業務增長
有利。」

港背包商：看好內地市場
生產背包商BAGTROTTER產品採
購經理劉家豪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公司主要出口美國及歐洲，
其實去年訂單已見有所回穩，相較疫
情時期訂單下跌二至三成已大為改
善，對於今年的銷情傾向正面，預計
有機會出現增長，由於歐美方面經濟
仍較弱，今年較看好內地市場，未來
會再增加宣傳。

本港營商環境持續改善。標普全

球昨公布，2023年12月香港採購

經理指數(PMI)由11月的50.1升至

51.3，連續兩個月高於50，亦是連

升兩個月，12月數據亦為去年4月

後高位，改善程度亦加快。主要受

惠於基本需求上升、客戶採購意慾

增加，企業新接訂單量恢復增長，

當中以消費服務業、運輸業、資訊

及通訊業升幅最明顯。有採購商

指，訂單已由疫情時的低谷回穩過

來，並對今年銷情有信心，當中較

看好內地市場的潛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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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好轉港PMI連升兩月
新訂單重拾增長 採購商對今年銷情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今年展
覽業繼續復甦，第50屆香港貿發局香港
玩具展、第15屆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
品展，以及第22屆香港國際文具及學習
用品展，將於1月8日至11日在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當中玩具展今年增設多
個全新展區，包括：「綠色玩具」專
區、「大童世界」展區，以及「ODM匯
點」展區等。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張淑芬
表示，三項展覽以「創新玩意：玩轉古
今未來」為題，吸引來自35個國家及地
區、超過2,600家展商，包括多個來自本

地、中國內地、亞洲和歐洲的展團等。
買家方面，該局組織了近200個買家團來
港採購。

貿發局組織200買家團來港採購
貿發局引述國際貿易中心數據指，中國
內地、印尼、越南、印度及波蘭等新興市
場成為全球玩具市場的主要增長引擎。而
數據調查機構 Statista預測，2023年亞洲
玩具市場收入達383.4億美元，並在2023
年至 2028 年期間以平均 3.5%的速度增
長，勝於同期全球市場2.6%的預期增長

率。過去兩年，東盟亦已成為香港玩具業
的主要出口市場，由2021年佔香港玩具出
口的比例8.4%增至2022年的17.8%，2023
年1月至11月該份額更達至20.4%，反映
東盟市場潛力理想。

展團陣容鼎盛 來自歐韓內地等
今年展團陣容亦非常鼎盛，當中包括以
歐洲展商為主的「World of Toys」展團以
及韓國展團。中國台灣展團亦將再次回
歸；中國內地展團有來自浙江、廣東、江
蘇、福建、山東省的公司參展。

玩具展等三展覽下周港舉行 吸逾2600展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宏安地
產旗下黃大仙薈鳴搶閘成為今年頭炮開價
新盤，以貼近成本價的折實平均呎價
15,326元首推50伙，重返逾8年半前同區
水平，230平方呎一房折實入場338.8萬
元，首批全數單位折實價低於600萬元。

明起收票 最快下周末推售
宏安地產執行董事程德韻形容，薈鳴首

批屬「有求必應價」，開價回
應市場需求，屬市場可承受，
售價較九龍東新盤存在逾兩成
折讓，視乎收票情況決定加推
及會否加價，項目預計明日（本
周六）起收票，同步開放示範單
位供公眾參觀，最快下周末展
開首輪銷售。
薈鳴首批提供50伙，實用面

積200至356平方呎，涵蓋開放
式至兩房，以最高 30%折扣
計，折實價338.8 萬至 577.4 萬
元，折實呎價 14,252 至 19,082
元。宏安地產營業及市務部助

理總經理黃文浩指出，薈鳴首張價單設4
款付款辦法，當中120天即供付款辦法提
供最高30%折扣。宏安地產營業及市務部
高級經理陳永盟指出，薈鳴為特選人才提
供「樓住人才付款計劃」，最高享有27%
折扣優惠，只供就讀或曾就讀香港高等教
育院校；或受指明輸入人才計劃涵蓋人士
選用。程德韻指出，美國聯儲局有機會於

今年減息，當利率回落，資產價格將隨之
回升。

比同區新晉屋苑有近20%折讓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

永傑指出，薈鳴首批單位全數折實價均低
於600萬元，折實入場費僅需338.8萬元
起，為近2年九龍區新盤次低，亦比同區
二手新晉屋苑有近20%折讓，可見發展商
有因應市況而制定其訂價策略，甚至願意
以蝕本價賣樓反映去貨決心，而且發展商
更提供多重優惠及不同的付款計劃，上車
靈活，極具吸引力，料可鎖起市場大批購
買力，甚至居屋客及白居二客。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明

表示，薈鳴鄰近港鐵站，加上項目首批單
位定價吸引，有逾一成折讓，又提供不少
優惠，項目提供不少細戶型，料吸引不少
用家，尤其是年輕上車客及分支家庭客垂
青。同時由於銀碼吸引，亦會受到長線投
資客鍾情，料佔約兩成，項目預計可享逾
3厘租金回報。

薈鳴首推50伙 入場338.8萬

◆宏安地產程德韻(左二)表示，薈鳴視乎收票情況決定
加推及會否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瑞銀估算，2023年
內地經濟會按年增長5.2%。對於今年的預測，該行
高級中國經濟學家張寧昨表示，預期內地消費將會
持續復甦，加上政府會持續推出政策支持經濟，以
及人行今年將減息10至20個基點、降準0.25至0.5
個百分點支持經濟增長，因此預期今年內地經濟將
按年增長4.4%。由於疫後復甦的基數效應消退，加
上內地房地產市場表現仍然疲軟，因此今年經濟增
長速度較去年放緩。
張寧指，房地產市場表現仍是內地經濟的最大風
險之一，需要更長時間才能穩定下來，估計全年房
地產投資及房地產銷售將分別跌5%；至於消費方
面，預料將持續恢復，加上豬肉價格有望穩住，預
期全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將按年上升0.8%。
此外，由於美聯儲仍未開始減息，加上人行貨幣政
策立場偏寬鬆，因此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或有小幅
貶值壓力。但另一方面，內地經濟持續平穩增長，
加上預期美國經濟增長表現在高息環境下將會放
緩，因此年內人民幣兌美元有望溫和升值，年底升
至7算水平。

渣打：港股若有驚喜見二萬
另外，對於息口走勢，渣打預期美聯儲將於今年6
月開始減息，全年合共減息1.25厘。不過該行同時指
出，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影響投資氣氛，而內房問題仍
持續影響內地經濟表現，因此內地及香港股市前景，
將取決於政策方向。渣打北亞區首席投資總監鄭子豐
預料，內地政府不會推出大水漫灌的措施去刺激經
濟，不過若缺乏強力刺激政策，他預料恒指今年將於
16,000點至17,500點之間波動；若內地政府的政策有
驚喜，大市或回升至18,000點至20,000點。
而瑞銀全球投資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總監連沛堃
則預期，今年MSCI中國指數將上升15%。板塊方
面，看好互聯網股及大眾消費類股份如啤酒股及體
育用品股；對汽車股看法較為保守，主要因新能源
汽車市場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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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去年底中國服務業
增速繼續加快，最新公布的2023年12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
業經營活動指數（服務業PMI）升至52.9，較前月升1.4個百
分點，連續12個月位於擴張區間，並創近五個月來高點。隨
着前期穩增長政策陸續落地見效，2023年12月中國製造業和
服務業PMI均出現景氣回升，帶動當月財新中國綜合PMI上
升1個百分點至52.6，為2023年6月以來最高。

新出口訂單連續四個月擴張
財新服務業PMI分項數據顯示，去年12月，服務業供求

同步擴張，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雙雙高於榮
枯線，並分別錄得去年8月和6月以來新高，許多企業反映
顧客數量和顧客消費皆有增加。外需同樣有所擴張，新出
口訂單指數連續四個月擴張且為去年7月以來新高。
服務業就業輕微擴張，是三個月來首次用工回升；市場
樂觀度也反彈至3個月高點，但仍低於長期均值。價格方
面，去年12月服務業成本壓力抬頭，投入價格加速上揚，
漲幅為五個月來最高。企業反映，年底原材料和用工成本
上升，推高了經營費用。與此同時，受制於激烈的市場競
爭，服務業企業收費端提價能力受限，收費價格指數僅略
高於榮枯線，為四個月來新低。

需求仍不足 向好基礎需鞏固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去年12月製造業和服

務業供求均有擴張，外需受製造業出口拖累明顯，就業壓
力也主要來自製造業，服務業成本壓力較大。另外，當前
內外部需求仍然不足，經濟回升向好基礎仍需鞏固，尤其
是居民和企業預期偏弱，就業市場承壓。中央提出未來政
策取向應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多出
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展望新的一年，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尚有空間，穩就業政策力度還需進一
步加強。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指，數據顯示經濟動能
依舊不足，但積極信號是需求端有初步好轉跡象，地產銷
售逐周好轉，港口貨物吞吐量、出口運價指數進一步好
轉。近期增量政策陸續落地，一是增發國債在去年年末陸
續下達；二是去年12月淨新增抵押補充貸款（PSL）3,500
億元人民幣，或意味着保障房等「三大工程」資金開始落
地，有望帶動經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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