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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242.50 -491.21 -2.49 
滬深300指數 2744.30 +1.91 +0.07 
上海A股指數 2626.91 +4.13 +0.16 
上海B股指數 256.76 +1.29 +0.51 
上證綜合指數 2508.09 3.98 +0.16 
深圳A股指數 1115.47 4.63 +0.42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21.59 +4.08 +0.66 
深證成份指數 10624.12 +42.37 +0.40 
東京日經225指數 休市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460.31 -138.14 -1.82 
首爾綜合指數 1869.96 -28.05 -1.48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810.04 -24.71 -0.87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237.45 -13.85 -0.33 
新西蘭NZ50 3311.51 +2.62 +0.08 
雅加達綜合指數 3705.81 -57.22 -1.52 
吉隆坡綜合指數 1462.37 -8.58 -0.58 
曼谷證交所指數 957.56 -8.24 -0.85 
馬尼拉綜合指數 4210.25 -50.16 -1.18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32)
紐約道瓊斯指數 11959.10 +123.06 +1.04 
納斯達克指數 2661.41 +21.43 +0.81 
倫敦富時100指數 5548.62 +64.52 +1.18 
德國DAX指數 6137.52 +171.89 +2.88 
法國CAC40指數 3204.07 +93.4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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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格理傳淡出港大戶衍品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雖然股市

持續動盪不定，但多家公司正籌劃 IPO(首

次公開發行)，在年底前可能會傾巢而出，

其中更有不少屬重磅新股，為本港今年的

IPO金額加油。這批輪候者包括周大福珠

寶、海通證券、光大銀行及電訊盈科(0008)

分拆的香港電訊信託(HKT Trust)，

籌集資金總額或達到1075億元。

網上交流會妙語連珠
中國平安保險（2318）是次的網

上交流會，並無什麼驚人消息或言
論，不過倒有不少妙問趣答，網民刁鑽，管理層富
幽默感，為沉悶的交流會帶來生氣。
平保管理層中，有二人同姓，而且都是單字名，

分別是副總經理兼首席財務官姚波及首席律師兼董
事會秘書姚軍，有網民提出疑問：「請問二位姚
總，你們都這麼帥又都在平安，有親戚關係嗎？」
被人讚帥，姚波即話是「有意思」的問題，但表明
二人確實是沒有親戚關係。又有人問管理層請葛優
的代言費是多少，姚軍搞笑回應：「這個問題我去
問一下葛先生，再回覆你。」
於會上，甚至有求職者現身，問最近平安信託是

否招人，要求什麼條件，姚波即將此「波」交給人
力資源部，請求職者自行聯繫。不過，平保近期股
價表現欠佳，有小股東投訴持股3年還是「坐艇」，
姚軍則語重深長回應：「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
慎。」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美玉

安老按揭罕錄豪宅個案
每月年金逾4萬
香港文匯報訊 按揭證券公司於今年7月推出安老

按揭計劃(逆按揭)，據最新統計，截至10月底，成功
已提取年金的安老按揭貸款共有51宗，其中更罕見
地錄有豪宅業主個案，趁現時樓價高企鎖定物業估
值，每月獲派年金逾4萬元。

中銀市佔率86%稱霸市場
成功為長者提供逆按揭貸款的服務的銀行仍然維

持3家，包括中銀香港、東亞銀行及永隆銀行。累積
數字計，中銀香港在逆按揭市場市佔率遙遙領先，
暫有44宗，市佔率高達86.3%，東亞銀行以4宗排名
第二，市佔率7.8%，永隆銀行則有3宗登記，以市
佔率5.9%，排名第三。
中原按揭經紀研究部數據顯示，10月份有21宗逆

按揭登記，較9月份26宗減少19.2%，中銀香港有17
宗，市佔率高達81%，再度成為榜首，東亞銀行及
永隆銀行都有2宗登記，市佔率9.5%，並列次席。
以價值來分析，10月份逆按揭登記平均樓價為347.5
萬元，較9月份448萬元下降，主因是9月份有一宗登
記之物業價值超過2,000萬元。
在9月及10月份登記中，分別有一宗物業價值達

2,000萬元及900萬元之個案，超出安老按揭計劃之
物業價值上限(800萬元)，屬市場意料之外，以一個
70歲長者及10年期年金計算，上述兩個案的長者可
獲每月年金高達40,8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中國
平安保險（2318）昨日舉行第3季業績
網上路演，副總經理兼首席財務官姚波
表示，受歐債、美國經濟問題的影響，
最近的資本市場表現波動，今年國際經
濟環境複雜及嚴峻，首3季度資本及債
券市場表現欠佳，第4季應有改善，但
仍舊複雜。
平保今年第3季僅賺17.62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季大減七成，首3季盈利
亦只按年增長13.82%至145.19億元，首
席律師兼董事會秘書姚軍指，第3季由
於合併深發展報表，需重新計量會計處
理，由此減少投資收益19.52億元。如果
剔除此因素，前三季利潤按年增
29.1%，此外，股市大幅動盪也對第3季
業績有所影響。

無持歐債相關風險資產
管理層指，上半年平保投資收益率為

4.3%，總投資收益率為4.2%，由於資本
市場大幅波動，令投資回報受到負面影
響，下半年會以定存和債券等投資為
主，另該公司並無持有歐債相關的風險
資產。
姚波稱，公司持有深發展52.38%股

權，首3季銀行業務利潤貢獻為53.22億
元，合併後兩行總資產達12,072.12億
元，存款總額達8,322.41億元，不良貸
款率及撥備覆蓋率分別為0.43%和
365.77%。姚軍補充，產險業務品質良
好，綜合成本率較去年底下降0.2個百
分點至93%水平，對全年的產險保費增

長充滿信心。至於平安前3季度的退保金同比上漲
了19.97%，姚波指水平保持在正常範圍。

獲批3億美元QDII額度
管理層又指，平安信託已獲外管局批出的3億美

元QDII額度，目前已在籌備首款QDII產品，並與
海外投資銀行與基金公司合作研發，而早前發行的
基金則已募集31.97億元。

以上計劃上市的公司全都是熟悉的名字，只因下半
年市況一直低迷，全都不敢輕舉妄動。根據港交所
(0388)資料，今年首10個月，已獲原則上批准但仍未上
市的公司有25家，現在已屆年尾，這將是它們最後衝
刺的機會，否則要提交新的申請方案，並更新財務報
表。

海通爭取下月中前掛牌
自中信証券(6030)上月掛牌後，海通證券正爭取於

本月24日參加港交所上市聆訊，擬募集資金最多20億
美元(約156億元)，並計劃於12月中旬前完成發行。是
次將發行不超過14.1億股H股，佔擴大後股本13%。安
排行除了旗下的海通國際，亦有瑞信、德銀等8家投
行。
參照中信証券上市經過，海通很有可能在各大投行

護航下將安全 陸。但中信証券上市後即公佈一個比
海嘯時期還要差的季度報告，加上近日市況動盪，券
商普遍「無運行」，散戶的參與程度不會很高。

周大福最快下周四聆訊
相反，新世界發展(0017)主席鄭裕彤旗下的周大福

珠寶，將能吸引更多投資者的目光。早在9月，鄭裕
彤就曾表示，全球經濟下滑不會打擊中國對珠寶的需
求，反而會有更多人購買珠寶作保值。消息人士指，
該公司在8月提交上市申請後，一直積極與投資者會
面，近日更把預計集資額由先前的30億美元增加最多

50%，至45億美元(約351億元)，最快將於下周四進行
聆訊，下月中上市。

光銀重啟在港上市計劃
周大福的上市計劃似乎雷厲風行，但光大銀行及電

盈分拆的HKT卻是一對難兄難弟，兩者都因估值問題
一再延遲上市。HKT堅持要有286億元估值才會上
市，光大銀行亦一直就估值問題與投行拉鋸。有報道
指，光銀已重新啟動在香港上市的計劃，以便在內地
貨幣政策變化的情況下滿足資本要求。然而該行尚未
決定是否趕在今年底上市，60億美元(約486億元)的集

資額亦可能被削減。

HKT招股前推介反應理想
擬集資100億元的HKT，自展開預路演後一直被冷

待，據悉電盈將在今日就是否於年內分拆作出決定。
昨有消息指，其招股前推介反應理想，一些投資保守
型的基金亦表示有興趣，據悉至今已獲足額認購。
有「細價股」則率先登場測試市場反應。從事電視

機包裝塑料的金寶寶(1239)將於下周二起招股，並擬
於本月18日掛牌。金寶寶招股價介乎1-1.3元，集資最
多6500萬元，每手4000股，入場費約5252.42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根據外電消
息指，麥格理將關閉本港股票衍生工具產品
部分業務，並裁減7個職位，日後專注零售層
面，淡出機構投資者市場。有業內人士指，
由於市場流動性大不如前，機構投資者的投
資金額較大，發行商的對沖風險相對提高，
加上營運成本上升，專注散戶業務可能會更
易於風險及成本管理。

專注散戶業務 易控制風險
《彭博》較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指，麥格理

關閉本港部分股票衍生產品業務，並裁減7個
職位，該行亞洲股票衍生工具業務主管Olaf
Kasten亦已證實會離職。麥格理衍生工具部認
股證市場推廣部主管徐凱琳回覆本報查詢時
指，對上述傳聞不表評論，但她強調會繼續
發行本港的零售窩輪及牛熊證，亦會繼續有
新產品推出，一切如舊。

大戶涉金額巨 對沖難度高
荷蘭合作銀行股票衍生部董事黃集恩表

示，現時整體經濟前景不明朗，各地銀行不
斷被要求增加資本，加上營運成本上升，對
銀行有一定壓力，「本港以零售業務為主的

銀行，近期都以高息吸納存款，可想而知，
投行的壓力就更大。」
他又指，機構投資者投資股票衍生產品金

額通常很龐大，但市場的流通性大不如前，
令銀行對沖風險的難度增加，風險集中性亦
較高，而散戶涉及的投資金額較細，發行商
易於對沖，風險較為分散，相對風險較可
控，故對有行家淡出機構投資者市場不感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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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港新股集資額大幅「縮水」已不

是新鮮事，港交所(0388)最新的數據可能進

一步印證今年IPO市場的慘況。今年首10個

月，共有98家公司獲原則上批准上市，但

仍未上市的有25家，在申請有效期內沒有

上市的多達42家。這代表了超過4成的公司

被動盪的市況嚇跑，而且仍有超過四分一的公司在

大限將至時，仍然畏懼不前。

海通證券、周大福珠寶、光大銀行及電訊盈科

(0008)分拆的HKT都傳出趕乘新股尾班車的消息，如

果加上新華人壽的24億美元(約187億港元)集資大計，

5家公司總集資額最高達到1,262億元。然而，這都不

足以彌補本港IPO市場相較去年存在的重大缺口。

港首10月IPO全球三甲不入
今年首10個月本港的IPO集資額僅得1,408億元，較

去年同期的3,459億元大幅減少59%，IPO總集資額全

球三甲不入。即使上述重磅股全數成功登場，本港

今年總集資額亦只有約2,700億元，與去年的4,500億

元相差甚遠。況且，現時市場對歐美的消息相當敏

感，一旦傳出任何負面消息令股市大瀉，這堆新股

又將停滯不前，可能會像上月，偶然只有較易存活

的小型新股出現。

這並不是本港特有現象，全球IPO市場都面對萎縮

狀況，但香港傷得特別慘。調查機構Dealogic日前指

出，10月份全球IPO集資只有65宗，僅涉及25億美元

(約195億港元)。集資額最多的是內地及美國，有117

億元及16.4億元，相反，上月在港完成招股的僅有2

家公司，合共集資額只有1.98億元。

遺憾未見人幣新股登場
此外，港交所今年致力推介的人民幣新股，並且

在上月24日正式推出了支援人民幣股票買賣的「人

證港幣交易通(TSF)」，惟根據目前的資料，暫時未見

有新股或已上市公司申請發行人民幣股票，可能成

為港交所今年IPO王座不保之外的另一個遺憾。

市況波動 近半新股嚇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毅然

GIC買中石化曝光 持股增至5%
香港文匯報訊 據聯交所的股權資料顯

示，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
公司(GIC)近日在市場上增持中石化（0386）H
股股份，持股升至5%。中石化H股昨收跌
2.79%，報7.31元。
聯交所資料顯示，GIC於本周一(10月31日)

按平均每股7.473元，購入中石化176.6萬股H
股，涉資約1,320萬元。本次增持後，其持股

由4.99%升至5%，或8.4億股股份。
按規定，任何投資者首次持有一家上市公

司逾5%股權，均須在3個交易日內向聯交所申
報，因而令GIC持中石化H股曝光。
GIC為全球第8大主權基金，資產估計達

3,000億美元。該公司於今年7月曾表示，美國
及歐洲的中長期財政壓力疑慮，促使GIC將更
多資金轉向新興市場。

匯豐：港人幣存款或負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子豪）香港人民幣存款下
半年起升幅有所放緩，匯
豐日前更發表報告指，料
10月份人民幣存款甚至出
現負增長，主因是離岸人
民幣市場波動，匯率較在
岸市場弱，令國際投資者
持有人民幣的意願減少，
由貿易結算而來的人民幣
亦會減少。
根據金管局數字，截至9

月底止，本港人民幣存款
6,222億元人民幣，按月增
2.2%。事實上，自6月起本

港人民幣存款不再急速增長，6月份按月增0.9%，至7月及8
月則回升至按年增3.4%及6.4%。
是次匯豐大膽推斷人民幣存款會在10月錄得為數可觀的減

幅，理據是自今年9月下旬起，離岸人民幣（CNH）市場大
幅波動，過去6周，CHN匯率均低於在岸市場（CNY），令國
際投資者將人民幣資金留在本港的意願下降。

離岸匯率走弱 削吸引力
如國際投資者不再將人民幣資金留在本港，人民幣存款增

量則只有依靠通過貿易結算而來。但匯豐則指，CNH較CNY
走弱，亦會影響企業以人民幣作貿易結算的需求，人民幣最
終或會被匯回至內地，故該行推算經貿易結算渠道而來的人
民幣資金，於10月或會放緩。
匯豐解釋，今年首九個月人民幣存款數字仍有增長，是因

應CHN市場在9月下旬才發生變化，自10月在岸及離岸市場
逆轉下，其效應將反映在存款數字的負增長上。

香港人民幣存款數字
月份 累積存款 按月

（人民幣） 變幅
9月 6,222億元 +2.2%

8月 6,090億元 +6.4%

7月 5,722億元 +3.4%

6月 5,536億元 +0.9%

5月 5,488億元 +7.5%

4月 5,107億元 +13.1%

3月 4,514億元 +10.7%

2月 4,077億元 +10%

1月 3,706億元 +17.7%

■傳麥格理
將關閉本港
股票衍生工
具產品部分
業務，淡出
機構投資者
巿場。

■周大福上市計劃備受矚目。 ■電盈分拆的HKT招股前推介反應理想。

■光大銀行尚未決定是否趕在今年底上市。 ■海通證券爭取本月24日參加港交所上市聆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