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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

若奔）港股疲弱不振，
生指數由年初至今累計下跌逾1成，不少分析擔
憂資金將持續流出本港。不過中銀香港發表報
告指出，港股投資者只是將資金從股市撤出，
並未將資金完全撤出港元資產，相信整體而言
尚未導致香港整體呈資金外流的情況。

首7月新股集資1904億
報告指出，港股投資者當中有46.3%為海外投

資者，當中約九成又是機構投資者，故在全球股
票市場動盪、避險情緒高漲之際，撤出港股是很
容易理解的。但報告強調，只有在套現了港股、
資金又不再轉投其他港元資產或存放在香港銀行

戶口內，並且轉成外幣後，對香港而言才構成資
金流出。而即使確有這種資金流出，也可能為香
港在其他方面的資金流入所抵銷。

報告引述數據指出，港股今年頭7個月的IPO
金額為1,904億港元，較去年同期高出28%；香
港市場去年吸收的689億美元FDI，為亞洲區內
第2、全球第3高金額，今年情況相信依舊，故
認為整體而言，香港未必會因為股市出現較大
調整而導致大規模資金流出。

關注歐資銀行會否撤資
報告又稱，這一結論可從香港的貨幣、匯率

和利率等方面得到旁證。自雷曼破產引發金融
海嘯之後的15個月內，香港反而錄得約6,500億

港元的資金流入，銀行體系總結餘迄今為止依
然高企於1,486億港元，期間沒有任何減少。另
外，港元兌美元處於兌換保證上下限7.75-7.85的
中間水平，一年期遠期美電現時仍呈約400點子
的折讓，反映的是升值預期，也非資金流走的
信號。而3個月Hibor較3個月Libor呈折讓，也顯
示香港資金充裕的情況未改。

但報告亦承認，歐資銀行會否因為歐債危機
而從香港調資金回去應急，這一憂慮不無根
據，因為本月中歐洲央行披露6個月以來首次有
歐洲銀行向其借入5億美元，顯示歐洲銀行體系
的資金因為歐債危機而出現緊張，在銀行業整
體貸存比偏高的情況下，如果歐資銀行從香港
把資金調回歐洲，是會對本港銀行體系的穩健
造成影響的。雖然有關調動即使有也未必會改
變整個香港資金充裕的情況，但從監管角度而
言仍需加以留意。

中銀：資金未流出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在外圍造好帶
動下，港股在昨日期指結算日，收復20,000點大
關，升339點。不過，市場人士指，港股昨開市
及收市水平貼近，中段升幅更一度收窄，反映
投資者信心未恢復，昨日成交如果減除建行
(0939)配股上板的217億元，成交只有670億元，
不算突出，後市難言已轉勢，9月上旬暫宜觀
望。

美國上月個人支出數據勝預期，以及受希臘
兩大銀行合併，消息刺激歐美股市大升。本港
方面，美銀也落實沽售建行股份，消除市場不
明朗因素，建行帶動內銀股上升。近期部分經
濟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未惡劣到出現第二次衰
退，美國恐慌指數VIX大幅回落，市場氣氛改
善，令港股於期指結算日造好。

方向未明後市難言轉勢
指在高開338點後，一度升476點，全日升

339點至20,204點，重上20,000點關口，成交額
892億元。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指，昨日是
期指結算日，部分股份成交亦與期指盤有關，
加上港股近日升勢也不排除是期指盤推動，故
難言大市已轉勢回升，在方向仍未明朗下，
指短期只會反覆徘徊於19,000至20,500點，選股
宜選強勢股跟進。

BMI資產管理總裁沈慶洪相信，港股近日的
升勢屬早前急跌後的整固，升幅亦在固定區域
之內，未有顯著的突破訊號出現。在現時疲弱
的經濟數據下，料後市會續向下，除非下個月

港股能回升並企穩於上一個跌浪前的水平，即
20,373點，才可望挑戰20,500點。

9月期指收報20,117點，低水87點。國指升235
點至10,747點。內銀股回升，主要是美銀落實減
持建行，消除了市場不明朗因素，最多曾升過
5%，其後有獲利盤出現致升幅收窄，全日升
1.8%至5.65元，中行(3988)更獲淡馬錫基金「撈
底」，全日被掃高2.26%，招行(3968)大升
5.26%。

國壽四連跌後彈2.7%
保險股成市場焦點，國壽(2628)連跌四日後終

反彈2.7%，其他保險股也造好，友邦(1299)升
5%，平保(2318)升3%，保誠(2378)及宏利(945)亦
向上。另外，水泥股繼續有資金低吸，金隅
(2009)中期溢利升54%，令股價漲7%，潤泥
(1313)及西部水泥(2233)各漲4及5%。

績優股續有好表現，佐丹奴(709)半年多賺七
成兼增加派息，股價大漲18%。富士康(2038)中
期虧損大幅收窄，股價升8%。中國稀土(769)半
年多賺4倍，升7%。

內銀股發威 港股重上二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在CCTV

財經論壇上表示，內地有關人民幣FDI(外商直接投資)的諮詢今
日（31日）結束，有更多FDI審批準則將公布，港府會全力爭
取FDI 9月推出。

人民幣FDI是本港向中央爭取多年的人民幣回流機制之一，
讓企業在港透過發債、貸款、上市等籌得人民幣後，可有渠道
回流內地。陳家強表示，港府會與內地緊密合作，加強資金於
兩地流通。他又指，6月份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額為8,035億元
人民幣，超越去年全年的3,690億元人民幣，香港會繼續利用自
身優勢，推動兩地貿易融資及人民幣計價產品，幫助人民幣走
向國際。

清算成本進一步下降
另外，港府亦會鼓勵銀行及交易所推出更多人民幣產品，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本港擁有國際網絡，有很多海外公司被吸引
來港設分支，陳家強相信這優勢可令人民幣的清算成本進一步
下降。

被問及人民幣FDI快將出台，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透露，
內地商務部已作出諮詢，相信FDI推出後，企業融資會較以往
用港幣融資、再兌換為人民幣方便。出席同一場合的中銀
(2388)副董事長兼總裁和廣北亦表示，雖然人民幣未來回流內
地的渠道會愈來愈多，但除了現金外，所有人民幣資金將回流
至清算行，情況一如在紐約的美元清算行一樣。

人幣國際化如馬拉松
他續指，人民幣資金當中會有一部分回流內地，但不會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因為內地可藉控制資本賬來調控，隨 資本賬
漸開放，人民幣將可完成國際化。但他又承認，在目前人民幣
未完全國際化下，不論利率及匯率上都未市場化，嚴格控制資
本未必對內地經濟有好處，更有可能阻礙中國與世界經濟融
合。現時中銀為人民幣清算銀行，正擔當起搭橋作用，有助於
人民幣的國際化。

在場有北大學者表示，應以人民幣取代港元，李小加則回應
指，在未有好的代替貨幣時，港元不應與美元脫 ，因牽涉信
心問題，又指人民幣在港發展屬初步階段，現階段不應談論港
元應否被取代的問題。此外，人民幣要國際化，必須在境外有
人願意全面使用及保留人民幣，故他形容，人民幣國際化的過
程就像馬拉松，尚有一段漫長道路。

惠港措施火速落實
人幣FDI 9月出台

人幣資金池啟動

雙幣股10月應市
港交所先向商會推介 游說上市公司響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周紹基）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公布36項

挺港措施，其中最受

矚目的金融業政策，

部分有望趕及9月推

出，其中讓人民幣回

流內地的FDI(外商直接

投資)可望9月落實，亦

令本港的「雙幣雙股」

面世邁進一大步。港

交所(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昨表示，人證港

幣交易通將於10月推

出，「雙幣雙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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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內將向上市公司

介紹「雙幣雙股」。

李小加昨在港出席CCTV財經論壇時指出，人證港幣交易通
(俗稱「人民幣資金池」)將於10月推出，較原先公布的9月

推遲，但他沒有解釋原因，與此同時，「雙幣雙股」集資措施亦
可於10月推出，港交所會在本周與上市公司介紹雙幣雙股辦法。
所謂「雙幣雙股」，即一間上市公司分別以港幣及人民幣作集

資，並分港幣及人民幣作買賣。

市況低迷 反應暫難測
據消息稱，港交所將於9月2日與上市公司商會會面，介紹人民

幣股票的上市辦法。有市場人士認為，在「雙幣雙股」上市辦
法尚未正式推出，市場反應又難測，加上目前市況低迷，難以
吸引新股以「雙幣雙股」形式上市，港交所要推出更多人民
幣股票，唯有希望說服現已上市的公司，再發行人民幣股份
集資。

曾表示考慮以「雙幣雙股」集資的周大福珠寶，消息
指現只考慮以港元集資，若傳言屬實，周大福珠寶
將是繼高鑫(6808)、海通證券後，第三隻放棄

「雙幣雙股」方式集資的企業。不過，有投行人
士稱，「雙幣雙股」仍有一定吸引力，因為當
人民幣FDI推出後，無論內地或外資企業來港
上市，集資得到的人民幣就可直接
用於內地項目，免除結算風險。

李小加不評論現時市場對「雙幣雙
股」的各種反應，只表示期望慢慢做

好相關規劃及推廣，待人幣股上市獲得市場
認可，企業以人幣集資的意慾就會自然提升。

擴人幣產品 促二次循環
他又不認為，有媒體指部分企業對於「雙幣雙股」的集資

模式「打退堂鼓」，因為目前具體安排仍未出台，亦未開始
正式接受申請，根本不存在退出的問題，交易所會尊重任何
企業的選擇，企業有權取用對自身有利方式融資及交易。

李小加續指，本港應加大發展人民幣股票及債券，因為外
資能夠透過債券、股票及其他產品集資，所得的人

民幣一邊透過FDI回流內地，促
進二次循環；

而在人民幣流往
內地的同時，另一部

分的人民幣產品仍可能留在外資企業
手上，促進了人民幣的國際化。

財經述評

■左起：中銀香港總裁和廣北、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及財
庫局局長陳家強出席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港股隨外圍股市造好，重上二萬大關，收
市報20204點，升339點。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