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2016年4月號／292期

美韓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南北韓軍事緊張情勢升高

據首爾經濟新聞3月7日報導，美韓兩國自3月7日至4月30日進行

歷年最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 30多萬美韓聯合兵力參加。軍事專家預

測，本次美韓兩國利用戰略武器進行歷年最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因此

北韓局部性挑釁的可能性勢必升高。在國際社會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

後，北韓與中國大陸間物流移動被迫中斷、國際社會開始扣留北韓船

舶，在北韓民眾不滿情緒升高的情況下，北韓政府為了將責任推給「外

部敵人」，恐將利用局部性挑釁，轉換內部情緒。

此外，韓國聯合新聞3月10日引用北韓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發表之

談話資料指出，北韓宣告即日起南北韓經濟合作或協議之交流事業全面

無效，並將清算南韓在北韓之資產，亦即南北韓經濟合作等所有關係均

完全斷絕，今年2月11日開城工業區關閉後至今凍結之資產亦將全部沒

入使用，相關協議全部無效。

據說明，北韓本次發表之談話係抗議3月8日南韓政府發表之對北

韓制裁措施，同時聲明北韓未來不會與朴槿惠政府有進一步對話，亦不

會有任何經濟合作及事業交流，更威脅將對南韓政府施加致命性軍事、

經濟打擊。

報導指出，雖然目前無法預測北韓會採取何種具體措施，但以歷

來北韓之突襲動作分析，未來北韓可能會再發射飛彈等進行軍事性威

脅，並對南韓銀行、金融機關等主要經濟機關進行網路攻擊，同時散發

批評南韓傳單及煽動南韓境內之反政府組織，藉以造成社會經濟動盪

不安。

日本1月出口年減12.9％　逾6年來最糟
據工商時報2月19日報導，受中國大陸與其他市場需求疲弱，日本

1月出口年減12.9％，不僅為連續第4個月下滑，並創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最大減幅。鑒於日本經濟第4季陷入萎縮，加上出口持續低迷不振，

也讓日本當局在提振經濟上似乎已束手無策。

日本財務省表示，受日本鋼鐵與石油產品出貨銳減，加上外部需求

仍然不見上升，日本1月出口年減12.9％，寫下2009年10月金融危機重

創全球需求以來最大減幅紀錄。

近期數據也令外界擔憂，即使日本央行上月祭出負利率政策以刺

激經濟動能，恐怕也難有成效，反而更加突顯日本當局在振興孱弱

經濟上，似已黔驢技窮。匯豐控股亞洲經濟研究部門負責人范力民

（Frederic Neumann）指出，自2016年初以來，全球貿易正呈現嚴重惡

化，他將此歸因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他還悲觀表示：「至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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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仍尚未顯示觸底跡象。」

一名不具名的日本官員透露，1月出口大幅衰

退，有部分是受到出口業者在中國大陸新年假期前，

暫停對外出貨。農林中金總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師南武志（Takeshi Minami）補充，去年比較基期較

高，是上月出口衰減的另一項原因。不過他也強調，

由於出口仍持續在谷底緩慢爬升，因此它將無法在本

季成為推升日本經濟成長的動力。

大陸經濟疲弱繼續拖累日本與全球經濟。數據顯

示，1月日本對中國大陸出口年減17.5％，為連續第

6個月下跌。中國大陸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日本對

亞洲出口也銳減17.8％；對美國出口則下滑5.3％。

新加坡2015年經濟創6年來最緩慢成長達2%
新加坡貿工部2月24日發布新聞稿表示，新加坡

去（2015）年全年經濟創6年來最緩慢成長達2%，

低於前（2014）年3.3%成長，預估今年經濟成長則

將維持於1%至3%。

上述資料顯示，由於製造業和服務業成長不如預

期，新加坡去年第四季經濟較前年同期成長1.8%，

與去年第三季相同。若經季度調整，新加坡去年第

四季經濟較第三季成長6.2%。製造業係表現最差領

域，下跌 6.7%，建築業則成長4.9%。服務業成長

則放緩至2.8%，其中批發與零售、酒店與餐飲、資

訊與通信、金融與保險、商業服務及其他服務業分別

成長6.8%、0.9%、3.3%、2.4%、0.8%及1.7%，

交通與倉儲業下跌0.9%。

至於新加坡去年全年製造業與建築業則分別自

前年成長2.7%與3.5%，下跌至-5.2%與2.5%。服

務業則自前年成長3.6%下跌至去年的3.4%，主要

係因批發與零售業及金融與保險業分別成長6.1%及

5.3%。

針對新加坡貿工部公布的資料，美銀美林經濟

分析師蔡學敏將新加坡本年經濟成長自2%調低至

1.5%，並預估新加坡本年製造業將繼續萎縮，另本

年1月再出口貿易大跌12.8%可能影響服務業成長，

新加坡國內銀行貸款額成長預估將繼續走軟，外勞

緊縮政策亦將衝擊人力密集之服務業。巴克萊經濟

分析師梁偉豪則將今年經濟成長預估從2.5%調降至

1.5%，且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將低於去年第四季。

南韓與美國3月7日

起展開將近兩個月的

年度聯合軍事演習，

南韓動員卅萬兵力、

美軍逾一萬五千人參

與，旨在警告北韓勿

進一步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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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41家國營企業占100大上市企業
總市值49.8%
據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2月

底，馬國市值最高的前100大上市企業，總市值高達

1兆3,580億馬幣（約合3,308億美元）；其中41家為

馬國政府控制的國營企業，其市值為6,759億9,869萬

馬幣，占總市值49.8%。倘以30家吉隆坡綜合指數

股比較，國營企業雖只占9家，但其市值卻高達718

億7,010萬馬幣，占總市值58%，顯示國營企業在馬

國股市的重量級地位。

馬來亞銀行（Maybank）為馬股市值最大股項

（830.72億馬幣），其他依次為國家能源（TNB，

749.47億馬幣）、大眾銀行（Public Bank，717

億馬幣）、國油化學、IHH醫療保健、森那美集團

（Sime Darby）、亞通（Axiata）、國油氣體、明訊

（Maxis）及馬國際船務等。

華裔在馬國經濟發展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在100

大上市企業中，由華商控制的企業占34家，市值

比重約31.5%；主要股項為大眾銀行、IOI集團（從

事油棕種植、房地產）、雲頂集團（博奕及娛樂事

業）、豐隆銀行、吉隆坡甲洞（油棕種植）、PPB集

團（油棕種植、麵粉及娛樂事業）、楊忠禮集團（公

用事業、水泥、發電、電訊）等。

柬埔寨蔬菜市場需求旺盛　

政府鼓勵外企投資蔬菜種植

據柬埔寨Phnom Penh Post網站2月4日報導，

柬埔寨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Development of 

Cambodia :  CDC）發布之資料顯示，柬埔寨去

（2015）年投資成長18%，主要投資於內部公共基

礎建設、農業與觀光業等。CDC副秘書長Chea Vuthy

表示，投資計畫案共46億美元，本地廠商計32億美

元，其次為中國大陸廠商計投資8.6億美元，英國

1.39億美元。柬埔寨前（2014）年投資計40億美

元，中國大陸占柬外人投資第一位。

另據柬埔寨柬華日報2月27日報導，柬埔寨國內

蔬菜市場需求旺盛，柬埔寨政府鼓勵外企投資蔬菜

種植。柬埔寨每日需從鄰國進口蔬菜約400噸，相當

於蔬菜供應量的70%，對蔬菜的需求可說是非常迫

切。柬埔寨本身是農業大國，大米和蔬菜是主要農作

物，目前稻米的產量與品質都有大幅提高，但蔬菜卻

仍依賴進口。柬埔寨政府希望2018年以前，逐步提

高本地蔬菜供應量，以降低進口量50%為目標。

柬埔寨政府呼籲各國投資者，應重視這塊新興

市場的巨大潛力。可以藉由國外合作，引進更新更

好的種植技術提高產量和品質。柬埔寨政府也將引

導農民栽種符合市場需求的蔬菜品種，提高農民的

收入。

香港首三季經濟將呈負成長

據澳門日報3月9日報導，在3月8日舉行的香港

發展論壇上，香港財經界專家探討2016年的《財政

預算案》與未來經濟形勢，有專家預估，香港2016

年首三季經濟將出現負成長。

該論壇探討2016年《財政預算案》中一次性經

濟紓困措施及推動經濟發展措施。香港智庫組織－香

港黃金五十創辦人林奮強表示，預算案連續6年低估

政府實質盈餘，主要是因為對社會經濟的投資不足，

而紓困措施只是支出，是暫時措施。渠舉例指出，若

將6年來低估的7,000億港元投資擴充醫院，可使香

港現有的病床數量增加三倍，而僅增加6成就已足夠

應付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

林奮強表示，香港經濟下滑，同時面對旅客人

數減少、零售市欠佳及進出口疲弱等挑戰，將有

約170萬人受到影響，2016年失業率可能由目前的

3.3%水準有所攀升。渠預計，在2016年首三季，香

港經濟將出現負成長，幅度約為負1%。若經濟不出

現復甦，將對失業率繼續造成打擊。並預計2016年

訪港旅客人數按年減少一成。此外，渠認為，由於

2016年香港政府利得稅所得減少，同時股票市場和

地產市場的印花稅所得也會減少，預計將出現財政

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