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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需向好 財新服務業PMI連16月擴張
隨着內外需持續向好，內地服務業景氣

度維持擴張，4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

營活動指數（服務業PMI）較3月微降0.2

個百分點至52.5，但仍連續第16個月在擴

張區間。由於4月製造業擴張加速，帶動

當月綜合PMI升0.1個百分點至52.8，續

創2023年6月以來最高，顯示經濟擴張步

伐繼續加快。專家指，按4月底中央政治

局會議的最新部署，要有效落實已出台政

策，預料專項債發行將加快，超長期特別

國債有望在二、三季度落地，其間降準、

降息料將配合政府債券密集發行適時推

出，房地產政策也有望進一步調整，以助

力經濟鞏固回升向好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從財新中國服務業PMI分項指數看，服務業
供求同步擴張，價格穩中有升，其中新訂單

指數、新出口訂單指數均在擴張區間升至2023年
6月和7月以來最高。
受訪企業稱，需求改善，加之企業致力拓展業
務，帶動新業務量增長；海外市況改善，旅遊活
動增加，助推海外訂單增長。隨着市況改善，服
務業企業信心升至今年以來新高持續增長，但與
長期均值相比依然偏低。服務業價格也有所上
升，其中，隨着原料、能源、用工成本增加，服
務業投入品價格指數在擴張區間微升，收費價格
指數則連續三個月上漲，顯示服務業成本增加逐
步傳導至消費端。

產銷兩旺 景氣度向中上游傳導
此前公布的4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升0.3個百
分點至51.4，續創2023年3月來新高。由於製造
業景氣上升幅度大於服務業回落幅度，帶動當月
綜合PMI升 0.1個百分點至52.8，刷新2023年 6
月來最高紀錄，顯示整體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加快
擴張步伐。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總體來看，
4月製造業和服務業供需擴張提速，出口亮眼，
市場情緒樂觀，但就業市場壓力仍不容忽視，投
入和產出價格仍處於較低水平，尤其是製造業出
廠價格拖累明顯。另外，4月服務業較製造業恢
復更好，投資品製造業產銷兩旺，景氣度自下游
向中上游傳導跡象有所顯現。建議政策層面還應
保持一貫性和連續性，推動前期政策盡快落地見
效，通過維持當前經濟回升向好勢頭逐步改善市
場預期。

專家料前期政策加快落地見效
4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要靠前

發力有效落實已經確定的宏觀政策」，財政政策
上，要及早發行並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加快專
項債發行使用進度，要靠前發力有效落實已經確
定的宏觀政策，貨幣政策方面，要靈活運用利率
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對實體經濟支
持力度，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按目前計劃，
增發國債項目要求在6月底前全部開工建設，今
年專項債發行進度略慢，超長期特別國債仍在醞

釀中。市場預計，二季度專項債發行將大大提
速，超長期特別國債也有望在二、三季度落地。
屆時，降準、降息政策將配合政府債券密集發
行，保證市場資金充裕及適當的發行價格。
另外，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統籌研究消

化存量房產和優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預計
後續有進一步政策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 「五一」期間中國資產大反攻，政策
面也持續釋放利好，A股在節後首個交易日
走勢強勁，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40點，
漲 35點或 1.16%；深成指報 9,779 點，漲
192點或2%；創業板指報1,895點，漲36點
或1.98%。兩市量能再度站上萬億大關，共
錄得11,025億元人民幣(下同)。

大消費板塊回暖 釀酒股飆3%
化學原料、化學製品板塊領漲兩市，分
別升5%、4%。「五一」假期各地購物商圈
人氣十足，大消費板塊回暖亦升幅居前，
美容護理、家電、食品飲料、釀酒板塊均
漲3%。白酒股中，酒鬼酒漲停，捨得酒
業、水井坊漲7%，貴州茅台漲3%，並以
2.21萬億的總市值重回A股總市值頭名。
據文旅部數據中心測算，「五一」假
期，國內旅遊出遊合計2.95億人次，同比
增7.6%，出遊總花費1,668.9億元，同比增
12.7%，按可比口徑較 2019 年同期增長
13.5%。不過因「五一」假期收官，旅遊酒
店板塊整體小幅回調近1%。另外，教育、
銀行等亦是當日少數下行的板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深圳及香港兩地
昨日（5月6日）宣布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已上線
試行。平台運用區塊鏈技術和數據代碼（即 hash
values）進行文件驗證，不涉及數據原文件的跨境傳
輸和儲存，實現數據用戶自主攜帶資料的可信驗
證。平台首階段將在跨境金融領域率先展開試行，
涵蓋信貸報告及企業客戶開戶資料文件驗證場景。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指出，一直與內地監管機構

緊密合作，促進粵港兩地金融科技發展和數據跨境
流動，支持金融機構於有序、安全及合規的前提
下，透過金融科技推進跨境數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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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上線試行

◆有分析認為有分析認為，，上月上月內地內地
服務業較製造業恢復更服務業較製造業恢復更
好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王玨 、孔雯瓊 北京、上
海報道） 今年「五一」假期期間，受居民出遊熱
情影響，內地樓市表現一般，整體二手房銷售表
現高於新房，其中深圳、北京等一線城市二手房
熱度已超過2020年「五一」期間的水平。研究人
員預計，隨着宏觀政策繼續協同發力、房地產政
策不斷落實，有望對內房市場產生積極影響。
中指研究院統計，以今年22個代表城市新房5

月1至5日的日均成交與去年「五一」後三天日均
成交（5月1至3日）對比，日均銷售面積小幅下
降6%。其中北京、濟南日均成交面積較去年假期
增長，且均高於2019年假期水平。二手房方面，4
月最後一周，重點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數環比增長
13.1%，同比增長11.0%，二手房整體成交表現仍
好於新房。

二手找房熱度 一線城市飆1.5倍
58安居客監測數據顯示，一二線和三四線城市

今年「五一」期間日均新房線上找房熱度較去年
分別下降30%、23%和20%。一線城市整體出行
熱情較高，影響整體市場熱度。但百城二手房找

房熱度指數為0.88，比2023年同期增加109%。其
中，一線城市找房熱度指數為 1.00，同比漲
152%，已恢復到2020年的水平，二線城市的找房
熱度指數為0.89，同比上漲119%。一線城市中政
策最寬鬆的深圳和剛放鬆限購的北京，假日期間
找房熱度已超過2020年「五一」期間的水平。

滬20餘房企參加「以舊換新」
另外，剛過去的「五一」小長假中，上海樓
市亦推出住房「以舊換新」活動。5月3日，上
海市房地產行業協會、上海市房地產經紀行業
協會聯合倡議，在上海全市發起商品住房「以
舊換新」活動，將通過「以舊換新」模式，方
便居民置換住房，更好地支持居民合理的梯度
置業需求。分析人士表示，住房以舊換新是消
化存量房的重要抓手，有望打通二手房交易節
奏放緩的堵點。
首批參加倡議的房地產開發企業20餘家，房地
產經紀機構近10家。首批參加倡議的項目30餘
個，主要分布在嘉定、松江、青浦、奉賢、臨港
等區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繼2
月7日推出購房鬆綁新政後，深圳樓市再出招，部
分分區放鬆樓市限購。5月6日深圳市住建局發布
通知，從分區優化住房限購政策、調整企事業單位
購買商品住房政策、提升二手房交易便利化等方面
進一步優化房地產政策。

非深戶多區購房社保年限調整
通知指出，非深圳市戶籍居民家庭及成年單身

人士（含離異）限購1套住房，在鹽田區、寶安區
（不含新安街道、西鄉街道）、龍崗區、龍華
區、坪山區、光明區、大鵬新區範圍內購買住
房，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的繳交年限要求由3年
調整為1年；在其他範圍內購買住房，個人所得
稅、社會保險的繳交年限要求仍為3年。這一變化
顯著降低了非深戶居民的購房門檻，從原來的3年
縮短至1年，有助於吸引更多非深戶居民在深圳購
房，從而刺激房地產市場的活力。

深戶家庭指定區域可再購1套房
對於有兩個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深圳市戶籍居

民家庭，在執行現有住房限購政策的基礎上，允
許他們在上述指定區域內再購買1套住房。這一政
策調整旨在滿足多子女家庭對更大居住空間的需

求，同時也體現了對家庭結構的關注和支持。
此外，滿足設立年限滿1年、在深圳市累計繳納
稅款金額達100萬元人民幣、員工人數10名及以
上條件的企事業單位，可在指定區域購買商品住
房，用於解決員工住房等需求。這一政策有助於
吸引更多優秀的企事業單位來深圳發展，同時也
為員工提供了更多的住房選擇。
深圳市住建局還表示，將支持房地產開發企業
以及相關房地產中介機構開展商品住房「收舊換
新」和「以舊換新」工作。這一政策創新將推動
房地產市場的更新換代，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
發展。

深圳樓市再鬆綁 分區優化限購

「五一」樓市淡靜 假期後銷情料轉佳

◆深圳推出分區放寬樓市限購政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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