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
在美國財長鉧欽敦
促美國公司申請向
華 為 供 貨 的 豁 免
後，當地時間7月15
日，路透社獨家援
引美國一名高級官
員的話稱，美國可

能在未來2-4周內做出批准，允許一些公司重新向華
為銷售產品。

報道認為，這表明特朗普近期正在努力加快解開華
為限制的進程。

美企將申請更多銷售許可
上月 29 日，在 G20 大阪峰會閉幕式後，特朗普表

示，美國企業可以繼續向華為出售零件。特朗普說，
美國賣給華為 「數量巨大的產品」， 「我們會繼續銷

售這些產品」。隨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也稱，在不
影響國家安全的情況下，針對華為的黑名單身份給予
豁免。

近日，兩家為華為供貨、但不願具名的美國芯片製
造商表示，在羅斯發表上述言論後，他們將申請更多
的銷售許可。

華盛頓貿易合規顧問克雷格‧里奇利（Craig Ridg-
ley）表示，一家客戶響應管理公司（A customer re-
sponse management）和一家為華為模擬雷達橫截面
（simulates cross-sectional radar）的企業也可能在未來
幾天提交申請。

美國前商務部官員、華盛頓的律師凱文‧沃爾夫
（Kevin Wolf）說： 「既然沒有負面影響，公司肯定
會按照規定提交申請。」

2018年，華為採購了700億美元的零部件，其中約
110億美元流向了高通、英特爾和美光科技等美國公
司。

曝華為美國公司將大裁員
《華爾街日報》14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華為正

計劃對其美國業務部門進行大規模裁員。
報道稱，華為在美國的約1500名僱員主要負責向偏

遠農村地區出售通信設備，其餘為華為在美國的研發
子公司Futurewei工作，此次裁員預計將影響該公司在
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的實驗中心的
約850名員工。

《華爾街日報》稱，確切的裁員數量還不得而知，
據稱可能會多達數百人。但在美國研發公司工作的中
國僱員可以選擇回國並留在華為。

華為：不能關起門來搞研發
華為高級副總裁張建崗日前在英國接受採訪時表

示，合作才是雙贏的解決方案，華為對來自全球的新
技術始終持開放態度，而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研發。

張建崗表示，研發創新是華為的戰略核心，華為10
年前就開始了5G技術的研發，在5G上已經投入了超
過 40 億美元，在 5G 方面的專利數量也達到 2500 多
個。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沒有哪家公司的產品所用的
元器件100%自產，因此我們在10年前就開始了一項
名為 『商業可持續管理』的戰略，這意味着我們每一
個元器件都會有兩個供應來源。」張建崗說。

張建崗還表示，華為在英國與不少本地大學和科研
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去年華為在英國的研發投入超
過1億英鎊，僱用了300名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在人工
智能、5G以及光學技術等方面開展研發，今年這個研
發團隊的人數會進一步擴大到400人。

「英國的5G發展態勢良好，華為會繼續與英國的
運營商以及其他合作夥伴攜手建設相關的生態系
統，從而支持英國推動產業數字化的努力。」張建
崗說。

責任編輯 禹光 田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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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商報訊】
記者伍敬
斌報道：

昨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
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國內
生產總值450933億元，按可比價
格計算，同比增長6.3%。專家表
示，雖然與去年相比，今年上半
年的GDP有所下降，但總得來說
顯示出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從6
月數據來看，工業、投資與消費
均出現反彈，顯示出中國經濟已
經企穩。
當然，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存在

較大壓力，今年上半年的不利因
素仍然存在，預計三、四季度
GDP增速為6.3%和6.2%，全年
經濟增速將保持在6.3%的水平，
仍處於合理區間。專家認為，目
前政策需要更加審慎以平衡長短
期之間的矛盾，實現穩增長與防
風險的雙重目標。

【香港商報訊】於昨日出版的香港《經濟導報》
卷首語觀點指出，近年來，雖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
長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軌道，但中國經濟增長的
質量在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雖然增長
速度有所下降，但由於中國經濟的基數越來越大，
所形成的經濟增量卻有增無減，中國經濟仍處在不
斷擴張的進程之中。

機構看好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中國經濟的表現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亮點。今年

4 月 9 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一期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今明兩年新興市場和發
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下調 0.1 個百分點至
4.4%和4.8%。其中，IMF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上調0.1個百分點至6.3%，同時預計明年中國經濟增
速為6.1%。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今年
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上調0.1個百分點，上調幅度並不
大，但中國卻成為今年IMF全球唯一被上調增長預
期的經濟體。據悉，國際投行和研究機構也紛紛上
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摩根大通、匯豐銀行、
花旗等金融機構近期先後上調了對今年中國經濟增
長預期。

IMF首席經濟學家吉塔‧戈皮納特表示，雖然全
球經濟有望持續增長，但仍然面臨不少下行風險，
包括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猶存、英國無協議 「脫歐」
風險加劇、市場信心惡化可能導致全球金融環境收

緊等。但她對中國經濟卻有另外一番評價，她認
為，中國經濟企穩的原因正是在於中國政府果斷採
取行動，綜合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等工具。美聯社
評論說，中國經濟一季度保持穩健，回穩的經濟增
長和進口需求將有助於提振正在弱化的全球經濟活
動。

有專家學者分析，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的表現
表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勢頭十分良好，隨着
國家各項改革和發展的政策逐步發力顯效，中國經
濟向好態勢將繼續夯實，今年下半年有望漸入佳
境。

今年1月1日起新個稅法實施、小微企業迎普惠性
減稅，4月1日起下調增值稅稅率，5月1日起降低
社保費率……今年內地推出近2萬億元的減稅降費
政策，力度空前。細心的人們會發現，今年一季度
全國稅收收入中，增值稅、個稅、關稅等稅種收入
增幅同比回落明顯，減稅紅利加快向實體經濟傳
導。減稅降費着眼 「放水養魚」、增強發展後勁，
將助推中國經濟不斷邁向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主席說，中國經濟像一片大海，狂風驟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卻不能掀翻大海；李克強總理
說，中國的發展沒有過不去的坎。中國始終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
線，持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
展之路正越走越寬廣。這正是中國經濟表現傑出的
秘密所在。

上半年數據預示經濟企穩
對於今年上半年的中國GDP數據，招銀國際證券

首席經濟學家助理成亞曼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今
年上半年的GDP數據主要亮點在於6月的工業、投資
和消費數據均出現反彈，這顯示出在財政政策和貨幣
政策逆周期調節下經濟韌性加強。雖然一季度到二季
度GDP增速下降了0.2%，但由於主要數據的好轉，
經濟增速料將不會繼續下滑。

在支撐經濟企穩的因素之中，基建投資增速回升成
為經濟企穩的主要支撐之一，這主要受到專項債發行
加速的推動。前瞻地看，基建投資增速仍有上行動
力：一方面，專項債作為資本金的政策出台有望對後
續基建投資增速形成2個百分點的拉動；另一方面，
去年同期基數走低也為下半年基建增速形成支撐。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茉楠表示，儘管存
在全球經濟放緩、貿易摩擦等不確定性壓力，但上半
年的經濟數據仍顯示出中國經濟迴旋餘地較大，經濟
韌性增強。隨着逆周期政策加碼，經濟有望在三季度
企穩。目前，消費引擎將成為政策加碼 「穩增長」的
新重點。數據顯示，最終消費支出增長對經濟增長的
貢獻率為60.1%，在全部居民最終消費支出中，服務

消費佔比為 49.4%，比上年同
期提高 0.6 個百分點。張茉楠
認為，未來培育新的消費熱
點，發展旅遊，擴大服務消費
具有較大空間。

穩增長政策
將繼續發力

當然，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存
在不小的壓力。成亞曼認為，
未來中國經濟的壓力主要存在
於三個方面：其一是出口，由
於全球製造業進入弱周期，對
中國出口增長形成拖累；其二
是製造業投資，由於受內外需
低迷和出口疲弱影響，製造業
投資增速仍面臨下行壓力；其
三則是房地產投資，前瞻地
看，土地購置費增速大概率繼
續下滑、地產信託與美元債政
策收緊，這都意味着下半年房
地產投資仍面臨下行壓力。這
些因素意味着下半年的經濟增

長仍然面臨着較大壓力。
不過，成亞曼表示，由於

中國經濟韌性較足，以上
壓 力 不 至 於 引 起 太 大 問
題。招銀國際預計三、四
季度 GDP 實際增速分別為
6.3%和 6.2%，全年經濟增長
6.3%，完成政府工作報告中
經 濟 增 長 的 目 標 概 率 較
大。不過，如果到 2020 年
外 部 環 境 仍 沒 有 好 的 轉
變，外貿的衰退式順差或
將對中國經濟造成衝擊，
長期與短期平衡下，結構
性矛盾突出，經濟 L 形有向
階梯形轉變的壓力。

成亞曼稱，目前政策需要
更加審慎以平衡長短期之間
的矛盾，實現穩增長與防風
險的雙重目標。在未來穩增
長政策中，財政政策將繼續
發力、托底經濟。預計下半年財政可盤活資金3500
億元，專項債可撬動基建投資8000億元。貨幣政策
靈活適度、相機抉擇，在保持信用穩定的基礎上，
持續優化金融供給結構，通過利率並軌等方式，降
低企業融資成本。

張茉楠則認為，一方面，上半年經濟內在穩定基

礎進一步鞏固，裝備製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消費品行
業等都保持平穩增長態勢；另一方面，在中美重啟貿
易談判以及下半年逆周期性政策的帶動下下半年經濟
有望進一步企穩回升。加上政策利好較多，減稅降
費、穩投資等一批政策效果將繼續顯現，中國經濟平
穩運行將有較強支撐。

外媒：美企或2周內恢復對華為銷售

中國上半年GDP增6.3%

全年實現增長目標無憂

中國經濟韌性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