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市場關注的人民幣計價新股上市事宜，夏佳理昨
出席兔年首個股市交易日開市儀式時指，雖然有關程序
未達最後階段，但技術上已到位，暫未聽聞有公司申請
以人民幣計價上市。他並稱，計劃3月向業界介紹操作，
現時最大的考慮是本港的人民幣存款量是否足夠。他
說，隨 人民幣步向國際化，本港人民幣存款由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至3000多億元，但這數目對股市成交量
而言並不算多，港交所正研究有何辦法令未持有人民幣
的投資者亦可參與投資。

研未有人幣投資者可參與
對於有傳港交所有意向中銀香港(2388)借取信貸額度，

欲擴大人民幣資金池，夏佳理回應指，港交所不排除向

內地銀行申請人民幣借貸額度，以擴大本港的人民幣資
金池，現階段未肯定是與單一銀行或是多家銀行合作，
但認為額度會設上限。
夏佳理昨日並總結去年港交所「成績」，指去年本港新

股上市集資額為全球第一，今年則要面對眾多海外對手
的挑戰，冀得到業界支持，令兔年比虎年更進步。

全面例行檢討上市規則
對於今年股市預測，他認為較難估計，但綜觀全球性

經濟發展，通脹是一大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物
價上升，投資者要特別留意。

他並透露，港交所現正就上市規則作出例行全面檢討，
將舊有不合時宜的方式或規則作出微調，大前提會就上市
模式及產品方向考慮，不過，由於檢討工作才開始，其後
會呈上董事局及向證監報告，故需要一段時候，被問到早
前和黃(0013)分拆旗下的港口業務到新交所以信託基金形
式上市，港交所是否會修例，容許企業以商業信託基金形
式上市？夏佳理指亦會於檢討一併作出考慮。
對於國際知名品牌「Prada」計劃來港上市，夏佳理表

示歡迎，並指通過於本港上市，經媒體及各類分析曝
光，知名度可大大提高，受到市場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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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首個交易日，港股紅盤低收， 生指數

收市下跌355點。港股昨日調頭及被推低，一方

面是由於虎年最後半個交易日港股急升逾400

點，有回吐壓力；另一方面是由於新興市場過

熱開始進入加息周期，特別是內地需要收緊銀

根、控制貸款、限制物價，市場憂慮新興市場

面臨更大規模走資。港股昨日紅盤低收，預示

兔年港股受內地和新興市場加息和緊縮政策的

影響，要大於受美歐市場的影響。因此兔年港

股會更加波動，小投資者宜加強風險意識。

紐約股市於香港農曆春節休市期間未為埃及

亂局所困，道指連升5日，市場預料港股受美

股影響，兔年首個交易日會紅盤高收，豈料昨

日港股未能「兔」氣揚眉。這顯示，相比虎年

歐洲債務危機一直困擾港股，兔年困擾港股的

主要因素，將是新興市場過熱導致的加息和緊

縮政策。實際上，基金追蹤公司EPFR截至2月2

日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股市基金一周內流出

70.2億美元，創3年內新高。加上內地重招壓樓

市並推行貨幣緊縮政策，兔年港股難免更加波

動。

美國去年第4季度GDP較上季增長3.2%，全年

增長2.9%，已逐漸擺脫雙底衰退陰影。美國加

碼的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亦初見成效，同

時刺激投資和消費，加上弱美元有助美國出

口，美國已拋開衰退疑慮。但QE2是損人利己

的政策，以至於美國經濟復甦卻對全世界弊多

利少。表現在金融市場上，美股亦是自掃門前

雪，對全球股市特別是港股的影響減弱。

去年經濟火車頭的新興市場卻面臨經濟過

熱、通脹飆升的局面。印度去年加息6次，巴

西、阿根廷和智利等拉美國家也進入加息周

期。中國內地則進入通脹周期，今年信貸將面

臨緊縮，房地產行業調控也將趨緊，中國央行

近期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上聖誕節加

息，令A股短期面臨調整。儘管目前A股的市盈

率只有15倍，遠低於歷史平均，是不合理地偏

低，但內地緊縮政策不利A股，而H股已佔港股

半壁江山，A股波動自然波及港股。此外，隨

多家大型對沖基金進駐香港，亦加劇了港股

的波動。因此，雖然預期下半年內地調控政策

接近尾聲，市況或重拾上升動力，但整體來

看，兔年港股會更加波動，小投資者要特別留

心新興市場股市基金的走向與對沖基金的興風

作浪，避免在股市加劇波動中招致損失。

(相關新聞刊A1版)

導遊與旅客因購物問題打鬥鬧上法庭，法官判涉案

導遊及張氏夫婦分別罰1,000元及守行為1年。儘管政

府重申業界要嚴格執行新的規管指引，但違規的旅行

社及導遊仍然屢見不鮮，說明靠業界自律無法逆轉業

界歪風。旅遊業的監管不能視為只是業界自己的事。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局應改變以往放任自流的做

法，承擔起監管的責任，一方面以立法方式加強規管

的法律效力，嚴打宰客行為；另一方面效法其他地區

設立官方的旅遊部門，負責業界監管、發牌及統籌旅

遊業發展的職責，在制度層面根除業界積患。此外，

本港導遊與旅客頻頻相互責罵乃至打鬥，令本港旅遊

文明每況愈下，無論是導遊或旅客，樹立文明旅遊風

氣已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案中三名被告最終獲控方不提證供起訴，但事件並

未因此而告一段落，始作俑者香港友佳旅行社至今仍

未向外界交待詳情，也沒有就事件道歉。鑑於友佳在

過去違規經營早有前科，在旅遊業規管新措施實行

後，仍然罔顧「一團一導遊」規定，當局不應只是等

待友佳提交報告，更應主動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如

發現指控屬實，應引用最高的懲罰級別，吊銷其牌

照，以儆效尤。

事件也反映現時對業界的監管措施猶如無牙老虎，

原因是有關措施只流於業界自我規管，而旅遊業議會

又只屬業界組織，在利益衝突下難以履行規管之責，

導致旅遊業積重難返。現時旅遊業已成本港經濟的一

大支柱，導遊醜聞頻生嚴重損害本港旅遊業形象，當

局絕不能坐視不理。目前新加坡、澳門、台灣、馬來

西亞等旅遊業發展迅速的地區，都是採取單一部門和

機構監管業界的行為，如新加坡有旅遊局、台灣有觀

光局。反觀本港只靠業界自律，加上各機構職能分

散，互不統屬，自然難有成效。因此，當局應以立法

方式落實各項業界的監管規例，並成立新的旅遊監管

機構，由政府去承擔規管及統籌旅遊業發展等工作，

確保各項措施能夠落到實處。

一宗旅遊糾紛最終竟要交由法庭解決，確實令本港

的旅遊形象蒙羞，也暴露了部分導遊的待客態度存在

不少問題，只將旅客視作「羊牯」而缺乏應有的服務

態度。導遊作為服務性行業，即使遇上什麼情況，也

不能對旅客惡言相向甚至發生肢體衝突。事件對業界

是一個警示，敦促業界要大力提升導遊的服務水準及

專業操守，並設立嚴謹的懲處機制，加強阻嚇力。同

時，內地旅客在事件中也應負上一定責任，近年內地

旅客出外旅遊時的種種不文明行為經常為人詬病，這

次判罰也提醒內地旅客出外時應樹立文明旅遊的風

氣，確保行程順暢愉快之餘，也讓外界留下良好的印

象。 (相關新聞刊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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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受制加息 兔年更加波動 監管業界靠政府 旅遊文明須提升

港交所下月測試人幣IPO
夏佳理：研向內銀借貸擴港人民幣資金池

IPO成敗關鍵 首看人幣存量

星展在新加坡推人民幣產品 中行澳門分行
人幣存款證超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本港人民幣

業務有望在年內再上新台階。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昨表示，本港已有充足硬件推出

人民幣計價股票，港交所(0388)主席夏佳理也

指出，人民幣計價新股上市技術已到位，下月

會向業界介紹操作，並考慮到本港人民幣資金

池或不足問題，正研究向內地銀行申請人幣借

貸額度，令未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亦可參與交

易；與此同時，金銀業貿易場也有計劃在3、4

月推出人民幣結算公斤金條。

陳家強語傳媒：
港有條件推人幣股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昨日在傳媒午宴上表示，雖然本港現已
有足夠硬件配套，推出人民幣計價股票或新股
(IPO)，但有關交易需實際可行，需要經模擬測試。
至於港交所建議成立人民幣資金池方面，當局目前
未收到任何有關人民幣資金池的實際運作方案，有
關方案若符合金管局及人民銀行安排，政府會全力
支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表示，本港在硬

件上的確具備推出人民幣計價股票的條件，問題是
以人民幣的新股集資方面，本港是否具備足夠的人
民幣資金，以及集資後人民幣的用途仍需解決。目
前本港受散戶歡迎的IPO，一向出現大額超額認購
現象，但倘牽涉到散戶向證券行或銀行的孖展融
資，由於現時內地不容許本港的金融機構向個人借
貸人民幣，故人民幣IPO的實際操作還需要作一定
的研究。

研究推小QFII及跨境ETF
陳家強又稱，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正積極研究推

出小QFII及跨境ETF，相信中央不會擱置有關計
劃。港股ETF在內地掛牌遲遲未能落實，有消息指
是基於內地ETF的結算是T+0，本港的結算則為
T+2，是跨境ETF至今仍未面世的重大障礙。但梁
鳳儀透露，有關的技術問題已現解決的曙光。
兔年港股首日市表現疲弱，陳家強認為，雖然全

球經濟復甦，但歐債問題未解決，美國經濟數據好
壞參半，料今年本港的經濟表現將會反覆，呼籲投
資者要像兔一樣靈活應變。對於今年股市的表現，
他認為，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全球市場流動性過
剩，資產價格上升，市場對於風險投資產品轉為積
極，預計資金將會流入高風險及新興市場，投資者
要小心管理風險。

倫敦期油
升穿100美元
巿場擔心埃及政局動盪蔓延至中東和北非其他地

區，影響能源供應，3月份布蘭特期油昨日在倫敦巿
場升1.07美元，報每桶100.9美元，其後回落至約
100.5美元。3月紐約期油也上升33美仙，報89.36美
元。
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復甦的樂觀情緒增加，10年期

美國國債孳息率上升3個基點至3.6701厘，是去年5
月初以來最高水平。銅價昨日錄得新高，一度創下
每噸10,153.50美元的紀錄，其後稍回落至10,152.75
美元，仍升1%。

企業併購消息刺激
美股早段上升
多間企業宣布併購計劃，刺激投資者的樂觀情

緒，美股昨日早段上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
報12,117點，升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觸及2008年6
月以來最高位，報1,314點，升3點；納斯達克綜合
指數報2,774點，升4點。
分析指出，企業持有大量現金，會繼續尋找收購

對象，預料稍後將傳出更多商業併購計劃的消息，
這是一種對經濟樂觀的跡象，利好股市。

■彭博通訊社

■港交所主
席夏佳理及
行政總裁李
小加兔年開
市 大 派 利
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人
民幣計價股票即
將出台，但市場
仍擔心本港離岸
人民幣存量不足

的問題。即使去年底本港人民幣存款已達逾3,100億元人
民幣，但認購反應熱烈的新股大多動輒凍結逾千億元資
金，已用上存款的大部分，若碰巧數隻股票同時進行人
民幣IPO，情況或會更糟。

有新股憂人民幣資金池未夠深
要人民幣流通量增加，政府當局及業界常常提及要擴

大人民幣資金池，惟何謂「資金池」，至今仍未有共識。
金管局指人民幣存款已屬資金池；另一邊廂，港交所
(0388)卻又稱正研究建立資金池，最快於本年下半年出

籠。在市場口徑未一致之下，本港人民幣資金池是否足
夠成疑問。
此前有報道引述業內人士指出，有打算在港進行人民

幣IPO的企業，憂慮資金池尚淺會打擊認購反應。就此
市場曾提出不少建議，包括散戶或無需直接以人民幣認
購人幣新股。

建議無需人民幣認購新股
有建議提出，銀行及證券行為人民幣新股借出孖展

時，可先以港元借出孖展，待完成認購及分派程序後，
集資企業始從銀行取得實際籌集的人民幣資金，超額認
購餘款則會以港元退回投資者，減少人民幣消耗。並舉
例指，倘若新股上市籌100億元人民幣，而錄得超購4,000
億元，但實際仍僅動用100億元人民幣資金。另外亦有建
議提出，可待人民幣股票上市後，投資者才需以人民幣
在二手市場買賣。

雖然最終如何支付人民幣仍未有定案，但已有不少本
地券商急不及待向銀行申請額外的人民幣貸款額度，準
備人民幣IPO的孖展生意。但相關法規仍未能釐清券商
能否向散戶提供人民幣孖展，因現時本港只能向企業提
供人民幣貸款業務，個人暫仍未包括在內。去年9月金管
局亦向銀行發出通函，叮囑銀行確保向企業作人民幣貸
款時，有關貸款不可轉予散戶。

人民幣股票流通量需正視
除解決人民幣資金認購新股問題外，亦得正視人民幣

股票的流通量。此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曾提
出，人民幣股票市場產品的發展會分三個階段：首先是
定息產品如債券，其次是基金產品，最後才是IPO。陳
家強指人債不需要很大的二手市場支持，故人債出台很
快亦很受歡迎；至於IPO則受制於人民幣未如港幣般流
通，流通量不夠的話，IPO上市價亦不會太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人民幣
在全球的認受性越來越大，人民幣投資
產品除在香港百花齊放外，新加坡亦積
極推出人民幣投資產品。路透社引述新
加坡星展銀行表示，星展銀行計劃於本
周二(8日)，於新加坡向散戶推出一系列人
民幣零售投資產品，迎合環球投資者對
人民幣的投資需求。惟該行尚未有透露
產品具體內容。
上月，中國銀行及匯豐銀行亦開始在

其新加坡分行向當地客戶提供人民幣存
款服務，星展亦緊隨其後推出。其中匯
豐指出，目前最受新加坡客戶歡迎的是
介乎於100萬元至500萬元人民幣之定期存

款，該行並指未來將續於當地推出更多
人民幣產品，比如A股投資基金等。匯豐
此前已先後在馬來西亞及日本推出人民
幣服務，有報道指該行將繼新加坡後，
再到新西蘭開發人民幣業務。

中信銀行推人民幣存款
另外，中信銀行國際推出人民幣存款

計劃，由即日起至3月底，客戶以50萬港
元或以上全新資金，開立12個月人民幣
定期存款，可獲1.1%的優惠年利率。若
客戶每月存入5,000元人民幣或以上，開
立人民幣作12或24個月的存款，則可獲
年利率1%。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銀行（3988）澳
門分行發行的澳門首宗人民幣存款證深
受投資者歡迎，截至目前已獲得2.38倍的
超額認購。
據新華社消息，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上

月24日開始向零售客戶發售總額為10億
元人民幣的存款證，分兩年和三年期兩
種，年利率分別為2.38%和2.58%，利息
每6個月支付一次，投資者有權在派息期
內要求贖回。
去年以來，人民幣境外業務發展步伐明

顯加快，澳門各類人民幣業務也進入了快
速發展時期。剛剛獲得澳門特區政府頒發
「工商功績勳章」的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表
示，將根據市場需要不斷開發和推出更多
的人民幣產品和服務，努力為客戶財富的
保值及增值提供更多選擇。
此外，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與匯豐

銀行上月27日在澳門簽署協議，承諾將
共同擔任人民幣存款證發行安排人，向
機構投資者發行總額不低於15億元的人
民幣存款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