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今日港股踏入2011年首個交易日，證
券界業內人士認為，港股有望開出紅盤，為新年帶來新氣象。至於港
股能否紅盤高收，則亦有可能性，因A股市場仍處元旦假期，缺少A股
市場的影響，港股的波動會較小，惟元旦日內地公布的12月份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下滑，對大市造成不利影響。

內地PMI下滑 恐造成不利影響
上周五美股變動不大，其中道指收報11,577點，微升7.8點或0.07%，

港股在美國掛牌的預託證券（ADR）亦變動不大。其中匯控（0005）
收市相當於79.357港元，較香港收市價跌0.343港元或0.43%；中移動
（0941）收市相當於77.149港元，較香港收市價跌0.051港元或0.07%。

基金經理仍放假 大市欠方向
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表示，上周五美股變動不大，今日港

股有機會開出紅盤。他說，目前基金經理仍陸續放假，市場沒有明確
的方向，不過，美元兌歐元回穩，歐洲債務危機的風險減低，有助於
股市向好。但是，鄺民彬續稱，去年內地已兩度加息，降低了近期內
地再加息的機會，但始終加息的陰影仍困擾大市，預計近期港股仍處
整固的格局。

指本月料徘徊22500至23600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表示，今日港股可開出紅盤，並希望

能夠紅盤高收為港股帶來新年新氣象。不過，他指出，近期港股雖然回穩，但缺乏方
向，若無特別因素，預計本月港股將在22,500點至23,600點之間上下波動。
雖然證券界業內人士對今日港股開出紅盤表示樂觀，但能否紅盤高收則難預測。元

旦日內地公布製造業PMI為53.9，雖然仍處在盛衰分界線的上方，但較上月則回落1.3
個百分點，顯示中國經濟擴張的速度放緩，有關因素可能會對大市有一點負面影響。

首日升跌 10佔9與全年吻合
雖然證券界人士認為，今日港股能否紅盤高開及高收對今年股市意義不大，不過綜

合過去10年港股首個交易日是否紅盤高收則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即過去10年中有
9年港股的升跌與首個交易日收紅、黑盤吻合，其中9年中有6年首個交易日紅盤高
收，當年股市亦是上升的；其中有3年收黑盤，當年股市亦是下跌的；唯一的例外是
去年港股首個交易日收黑盤，但去年股市則是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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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香港經濟雖然復甦，但復甦成果惠及基

層勞工不多，有些基層勞工去年未能獲得加薪，

即使加薪，幅度也較通脹率為低，僱員薪酬無疑

被通脹蠶食。基層市民的工資升幅跟不上通脹，

導致實質工資下降變相減薪，令在職貧窮問題不

斷惡化。面對新年加風四起，通脹壓力繼續上

升，當局坐擁豐厚盈餘儲備，除了推出紓困措施

外，更應研究設立入息津貼等長遠機制，援助基

層市民生計。同時，在職貧窮問題也是源於本港

產業結構偏重金融地產，其他產業嚴重萎縮所

致，當局應大力發展高增值新產業，收窄貧富差

距。

本港經濟自金融海嘯後急速反彈，但不少基層

市民的工資卻沒有顯著上升，原因是這一輪經濟

反彈主要源於金融地產市場好景，受惠的也是與

金融地產相關行業，而不少行業卻未能受惠。另

一方面，國際熱錢大量流入新興經濟體，人民幣

升值等因素，令本港輸入性通脹不斷加劇。

踏入2011年，本港加風四起，中電港燈已經開

始加價，大欖隧道、大老山隧道相繼實行新收

費；交通工具近期接連申請加價，其中九巴及龍

運巴士早前分別申請加價8.6%和7.4%，市區、新

界和大嶼山的士申請將起表價加2元，12年未嘗

加價的電車亦提出了加價申請，加上各種食物及

原材料價格近年不斷攀升，這一輪加風遍及市民

的衣食住行。雖然最低工資即將實施，基層市民

的薪金可望有所增加，但幅度卻未必跟得上物價

升幅。當局在今個財政年度首8個月共錄得172億

元的盈餘，政府財務狀況轉虧為盈，財政儲備更

高達5,375億元，絕對有能力和有必要對基層市民

施以援手。

應該看到，當局在07年至今的「派糖」開支已

高達1,000億元，但最需要援助的在職貧窮人士卻

受惠不多，當局必須有更長遠的措施支援貧窮人

士。目前不少發達國家都有為低收入人士提供入

息補貼，如新加坡的就業入息補助計劃或美國的

負所得稅等，確保市民入息能夠維持生計，並鼓

勵就業。當局可參考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經驗，設

立入息津貼機制，若市民收入低於最低入息數，

政府便直接提供一筆固定的補助金予他們，操作

簡單易行，又可以最直接幫到基層市民，值得深

入研究。同時，當局應完善本港的產業結構，培

育經濟增長點，為市民創造更多職位，才是紓緩

在職貧窮的治本之道。

自願醫療保險計劃諮詢本周五結束，私人執

業專科醫生協會指稱，計劃將大量病人推向私

營醫院，會導致床位和手術的輪候時間倍增。

另有近7成受訪的專科醫生擔心計劃推行後，醫

療質素會下降。推行自願醫保計劃對私家醫院

的服務需求必然大增，若服務供應跟不上，自

願醫保計劃很難成事。政府應未雨綢繆，鼓勵

私人機構興建更多私家醫院，增加醫護人手和

病床，保證有足夠的私營醫療服務，配合自願

醫保計劃的落實。同時，設立監察機制，監督

私院和保險業的運作，保證投保人的利益。

推行自願醫保計劃其中一個最主要之目的，

就是改變目前本港公私營醫療市場失衡的狀

況，將部分有經濟能力的人士分流到私營醫療

市場，以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但現實的

情況是，私營醫療的服務已經飽和，再加上近

年來港產子、做手術的內地人越來越多，私院

床位供不應求的情況將更趨嚴重，需要長時間

輸候才能得到床位。有業界人士建議，在推行

自願醫保計劃時，設立過渡期，期間公營醫院

預留床位予私人執業醫生。此一做法佔用公共

資源，而且在過渡期後，最終部分病人可能要

繼續住公立醫院，令自願醫保發揮不出減輕公

營醫療壓力的作用。

除了床位供應不足，私營醫院醫護人手短缺

同樣不可忽視。若然私院的服務並無相應增

加，在龐大的市場需求推動下，醫療服務和保

險費用自然上升，窒礙市民參加自願計劃的意

慾，影響到醫保計劃推行的成敗。因此，自願

醫保計劃要成功，政府必須從供應面入手，認

真解決醫護人員和病床供不應求的問題。既要

加快增撥土地興建私家醫院的進度，同時增加

醫護人員的培訓名額，滿足自願醫保計劃落實

後對私營醫療服務的需求，保持醫療收費和保

險費用的穩定。

醫保計劃採用套餐式收費，有不少前線醫生

擔憂，在大型醫療集團、私院和保險公司的壓

力下，醫生被迫將貨就價，為免超出賠償限額

而向病人處方平價藥物，導致醫療質素下降，

甚至會產生更多的醫療事故和糾紛。對此，政

府應設立監管機制，一方面要求私院保持收費

的高透明度，讓市民清楚收費內容，另一方面

要嚴格控制保費的成本，令投保人的權益得到

充分的保障，提升計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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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侵蝕民生 基層最需支援 推行醫保計劃 須增私營醫療服務

專家看今年投資市場憂喜參半 熱錢湧入低息持續

亞洲資產泡沫風險增

憂政策收緊 A股上半年仍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周紹

基）投資市場在走過風險迭出的2010

年後，2011年又將呈現怎樣的局面？

本報綜合多位國際重量級大師及本港

部分分析員近日的意見，他們普遍認

為，環球投資市場仍然憂喜參半，歐

美實體經濟復甦進程仍有許多不確定

性，中國內地宏調將續影響內地及本

港股市。而在熱錢湧入、低息環境持

續下，新興市場資產泡沫

的風險較去年增加。

指過去10年紅黑盤及當年表現
年份 首日開市 首日收市 首日升跌 全年升跌

（點） （點） （點） （點）

2010 21,860(黑盤) 21,823(黑盤) -37 +1,162

2009 14,448(紅盤) 15,042(紅盤) +594 +7,485

2008 27,632(黑盤) 27,560(黑盤) -252 -13,425

2007 20,004(紅盤) 20,310(紅盤) +345 +7,808

2006 14,843(黑盤) 14,944(紅盤) +68 +5,088

2005 14,216(黑盤) 14,237(紅盤) +7 +646

2004 12,664(紅盤) 12,801(紅盤) +225 +1,655

2003 9,333(紅盤) 9,365(紅盤) +44 +3,254

2002 11,368(黑盤) 11,350(黑盤) -46 -2,075

2001 15,089(黑盤) 14,869(黑盤) -225 -3,698

註：過往10年有9年全年升跌跟隨首交易日收盤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製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去年內地宏調不斷，令A股跑輸全
球，上證綜指全年大跌14.3%，令
七成股民輸錢。展望今年，內地進
入加息周期，以對抗通脹，A股在
新的一年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
將直接影響港股表現。

滬指年中可望反彈至3000
市場人士預料，上證綜指在1月

或先下跌至2,675點築底後才反彈。
到年中，上證綜指料漲至3,000點。
信達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黃祥斌

指出，內地通脹壓力，為市場帶來
很多不確定性，由於上半年政策收

緊的憂慮主導投資情緒，A股走勢
將較弱。國泰君安分析師鍾華指
出，下半年內地緊縮壓力或可減
輕，再加上「十二五」規劃展開，
屆時才會對大市提供動力。

通脹料受控 企業績佳支持
大多分析師相信，適度的通脹和

內地公司業績強勁增長，會給股市
帶來正面效應，即出現小牛市，而
內地的通脹在年內將會受控。他們
亦指出，今次內地通脹的源頭，是
過度寬鬆的流動性，故在抑制通脹
的過程中，採取了上調準備金率和
加息等調控手段。

受惠國策 7新興產業看好
至於各個板塊中，部分分析師看

好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未來這七大
產業將會受到國家重點扶持，吸引
數萬億元的投資。該七大戰略產業
為：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
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
材料及新能源汽車。在香港上市的
企業中，可受惠上述政策的股份包
括：龍源(916)、高速傳動(658)、東
風(489)、華晨(1114)、上海電氣
(2727)、哈動(1133)、中建材(3323)、
達進精電(0515)、中國生物製藥
(1177)及中興(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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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大王」格羅斯：當市場擔心美國經濟
步伐緩慢，擔心當地債券有違約風險，但「債
券大王」格羅斯則以行動力撐今年美國經濟。

「債券大王」：加碼買入美債
格羅斯謂，美國地方政府縱有賴債風險，但

風險同時能提供回報，比如紐約的建設美國市
政債現時孳息率高達6.65厘，加州市政債的孳
息更高達7厘。他不認為地方政府會賴債，故以
實際行動入市以示支持，斥500萬美元買入5隻
市政債基金。
「歐元之父」蒙代爾：對美國經濟感到悲

觀，預料美國今年經濟增長不會高於2%，不足
以令失業率回落；同時，也要留意美元回升再
度衝擊經濟。

IIF副總裁：美或現日式通縮
國際金融協會(IIF)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菲

利普．薩特爾：剛過去的2010年，發展中國家
經濟復甦勢頭強勁，發達國家經濟復甦之勢則
令人失望，相信此趨勢將會在今年延續。但美
國有機會發生日本式通縮，而因當前美國失業
率高企，兼在海外有大量負債，一旦出現日本
式通縮，其面對的困難將比日本更嚴峻。
至於新興經濟體系，發達國家的救市資金將

續大舉流入，形成資產價格及物價壓力；另有
一些發展中國家仍奉行寬鬆貨幣政策，將加速
資產泡沫的形成。

「新末日博士」：美恐雙底衰退
「新末日博士」魯賓尼：美國推出QE2，雖

然把通縮壓住，但無助於挽救經濟，無法解決
失業率，美國或會出現雙底衰退，而當地地產
市場已出現雙底衰退。歐元區則因西班牙、愛
爾蘭等經濟仍差，經濟更可能陷入中長期停
滯，雙底衰退機會亦高。個人看好新興亞洲，

因全球經濟重心正從西方轉至東方，而新興經
濟體已佔G20的一半，其中以亞洲經濟實力提
升的幅度尤顯，但要留意亞洲國家或面臨資產
泡沫化。

「新興市場之父」：A股將反彈
「新興市場之父」、鄧普頓資產管理主席麥樸

思：內地如消費物價指數升幅若能控制在4%水
平，則預計今年A股市場可作出反彈；人行去
年底兩度加息，應有助遏抑通脹升勢。續看好
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特別是亞洲，料區內
經濟增長強勁，政府、企業及家庭財務穩健，
消費亦可望有強勁增長，提供良好投資機會。

瑞銀：人民幣國際地位加重
瑞銀集團亞太區首席投資策略師浦永灝：

2011年的主要國際貨幣地位將面臨變化，美
元、英鎊、日圓和歐元都存在貶值趨勢，其中
美元國內角色和國際角色存在衝突，國際貨幣
體系需要改革，其中人民幣國際化將是一重要
主宰，主動權將掌握在中國本身。
美國2011年前景不宜過分看淡，此前有關就

業、房地產的數據多為滯後，或不能明確反映
出美國經濟的最新變化；美國經濟亦具有利好
因素，比如大企業業績不俗，而來自亞洲的訂
單數據亦顯示美國出口有望回暖。

海通：看好中資銀行商品股
海通證券資料研究部執行董事麥德光：在眾

多類股份中，進入今年中資銀行股可能表現會
最好，因利率上升將增加其息差收益，另外商
品股同樣可能上漲，因中國對石油、金屬和其
他原材料的需求將繼續強勁，房地產股最可能
受壓，因目前內地和香港都採取措施抑制樓價
快速上升。

時富：資金將湧寫字樓市場
時富金融資料研究部董事羅尚沛：港府推出

措施打壓樓市，資金將轉流至本港寫字樓市
場，加上更多外資來港成立公司，增加寫字樓
需求；而零售租舖受惠於內地自由行旅客來港
消費，帶旺消費市場，商舖租金將繼續向上，
故預期今年收租股是市場焦點。
匯業證券財經研究部主管熊麗萍：相信今

年大巿仍然反覆，美元未必能保持升勢，資
金將游走於股巿、債巿及商品巿場，相信
指今年在21,000點至28,000點區間波動。個別
板塊而言，汽車及消費股強勢未必能持續，
今年較看好保險、資訊科技及節能減排相關
行業。

敦沛：內地今年料加息2厘
敦沛金融行政總裁丁世民：內地調整貨幣政

策至穩健，加息已成定局，預期今年內地會累
計加息2厘，令港股於首季有機會跌至21,800點
才會反彈。同時，若果美國經濟在下半年出現
負增長的話，港股第四季更可能重挫至12,000
點水平。

■港府推出措施打壓住宅樓市，及更多外資來港成立公司，資金將轉流至本港寫字樓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