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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無起色 A股四連跌

羅兵咸：內地零售增速不足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歐元區主權債信評級
調降威脅打壓，隔夜歐美股市走軟，亞洲股市亦跟
隨，令到人氣渙散的A股受累出現連續第四日收低。上
證綜指昨日收報2,248點，跌42點或1.87%，刷新近33個
月收盤低位；深證成指收報9,190，跌185點或1.99%。
由於投資者擔心歐債危機的解決力度，也擔心中國經
濟放緩，料短線將維持震蕩下行格局。

滬A股成交放大逾四成
上海A股成交516億元(人民幣，下同)，雖較上日放大

逾四成，但仍屬低位；深A股成交458億元。兩市上升
的股份少於150隻。總市值列A股前兩位的中國石油、
工商銀行逆勢小幅上漲，但並未能帶動其他權重股；

總市值排名前30位的個股中，兗州煤業跌4.60%，中國
平安、上海汽車跌幅也逾3%。汽配、建材、化肥農
藥、貿易服務四個板塊均跌逾4%；前兩個交易日持續
走弱的傳媒教育股，成為唯一逆勢上漲的板塊，但幅
度非常有限。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在召開，投資者正
靜候官方對經濟走向的看法與政策。有基金經理表
示，歐美經濟無起色，中國難免受影響。雖難以預期
中國的政策走向，但經濟肯定正在放緩，因此最好還
是以這假設前提作策略規劃。

中央經濟會議憧憬有限
國元證券分析師陳琦稱，宏觀微觀看都不太樂觀，

加上滬綜指又破2,300的重要點位；外圍欠佳，中國也
難獨善其身，料股市短期大趨勢還是向下的。從上周
五政治局會議公告看，正在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政策
出現大鬆動的可能性不大，預期落空，致部分投資者
選擇離場。

分析指，滬指2,245點是連結2005年及2008年低點的
趨勢線位置，而2,260點則是2001年的高點。滬指若跌
破2,245點至2,260點區間，可能會導致A股市形勢更為
偏空，而A股和港股今年已經在亞洲市場中排名墊後。

分析人士並指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此前連續九個
交易日觸及交易區間下限，令外資出逃預期升溫，具
有領先指標性質的B股重挫，也對A股形成衝擊。上海
B股跌3.44%，深圳B股挫2.9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今年經濟景況未如理想，多
數新興國家零售市道增速不如從前，尤其是依賴出口型經濟的
個體增速將進一步放緩。羅兵咸永道預計，中國GDP增速未來
5年需將保持8.5%，但隨政府逐步撤走某些刺激商品市場政
策，今年及明年中國零售市場增速將分別回落至9.5%及
9.8%，惟屬更穩健水平。

內地去年推出一系列鼓勵消費措施，刺激商品市場發展，零
售市道因而以19%高速增加。羅兵咸永道指，若要保障未來更
長期發展，深入的政策改革才是關鍵。今年中國政府已經逐步
收回刺激商品市場政策，羅兵咸永道卻指，當局逐步推出提高
國民收入水平的政策以鼓勵消費，加上國民經濟緩慢增長同樣
有力推動零售增長。

印度東盟GDP追近中國
羅兵咸永道認為，中國仍是拉動亞洲零售增長的火車頭，而

印度及東盟GDP增長會在5年內接近中國，但仍需相當一段時
間才能趕上。2011年至2015年，亞太零售與消費品行業將以6%
年增長率發展，比北美及西歐的預計平均增長率高5個百分點。

不過，租金及人工成本仍然構成商家威脅，而根據行業分
析，零售模式開始轉變，中國去年網上銷售按年大增97.3%，
預期為未來5年最高增長的業務。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是國際品
牌及國內尋找商機的中間角色，由於地理位置方便市民購物，
網上零售不太流行，卻引來國際品牌來此開設旗艦店，導致某
些區域租金更大幅飆升。

截至11月底，㞫大銷售791.1億元(人民
幣，下同)，已超越全年目標13%。與去
年12月在銷售超標下大幅加價一樣，公
司今年再次以「加價減銷售」來調整銷
售，11月平均銷售均價一舉由10月的每
平米6,160元抽高至7,510元，均價升幅達
22%，為全年單月新高；而銷售金額則
由10月的86.1億元暴跌85.6%至12.4億
元，為今年單月最低。

11月銷售額大跌逾八成
該集團副主席夏海鈞笑稱，如果該集

團不加價，今年銷售可能迫近1,000億
元，明年公司銷售期望繼續增長會有沉
重壓力。

他又指12月銷售均價估計與11月相若
甚至略高，相信銷售將維持低位，至明
年農曆新年後公司才會重新將價格調整
至「市場水平」及「衝銷售」。

明年銷售計劃方面，夏海鈞指公司內
部以每年銷售增長10%至20%為目標，

具體數字明年1月公佈，但強調絕對不會
低於今年全年銷售。對於公司高調宣稱
樓價將「先加後減」，會否擔心沒有買家
願意於此兩、三個月內買樓？夏海鈞
稱，公司期內會推出一些較為優質的單
位，相信仍有用家願意購入，該批優質
單位明年過年後亦不一定會出現「先加
後減」情況。

另外，北京中房馳昊總經理劉釋駿認
為，明年內地樓市會繼續整固，相信中
央調控政策不會輕言放鬆，預料樓價調
整會由一線城市蔓延至二線城市，成交
量亦會進一步下滑，內地樓價會下跌
10%至15%。他相信中央會透過加大保
障房建設、引入房產稅、及進一步將樓
市數據透明化來穩定樓市，當上述政策
逐步落實後，樓市調控方會真正完成歷
史使命。

信貸評級機構惠譽最新研究報告則預
料，在目前調控環境持續下房屋購買減
少，明年內地房屋建築業增長將有所放

緩，並最終導致銀行向房屋建築商的信
貸亦將趨緊。

惠譽：小型房商壓力較大
惠譽評級部門負責人陳永詩指出，房

企在銷售減少下，需要透過減價舒緩壓
力，但同時亦會導致短期盈利能力及現
金流出現壓力，一些規模較小的房地產
建築商更會受到較大影響。不過，在內
地城鎮化進程和家庭收入上升支持下，

中長期房地產增長仍可看好。該行指，
大型企業在雄厚財力和規模效應下可度
過難關，但小型企業將繼續面臨財力和
經營靈活性有限的挑戰，行業兩極分化
將更趨嚴重。

該行給予方興地產(0817)BBB-評級、世
茂房地產(0813)為BB+、㞫大(3333)BB、
路勁基建(1098)BB-，以上評級均為穩
定。融創中國(1918)、上海証大(0755)則
為負面，評級分別為BB-及B。

㞫大加價 避免賣樓大超標
夏海鈞：明年重回市價衝銷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進入第四季，內地地產商銷售額普

遍下跌已為不爭的事實。㞫大地產(3333)11月將旗下樓盤平均售價

提高逾二成後，當月銷售額即大跌逾八成。不過該集團揚

言，明年銷售額不會低於今年全年。

商務部：明年外貿更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商務部副部長鍾山表示，中

國外貿在發展中遇到很多新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
在國際市場需求不足等，而明年國際經濟形勢將更
加複雜嚴峻，中國對外貿易任務將更加繁重艱巨。

新華社引述鍾山在一交流會上的講話稱，中國外
貿發展中的新困難和問題還主要表現在貿易摩擦增
加，出口商品結構調整難度加大，出口企業成本上
升壓力加大等方面，而優化國際市場和國內區域布
局將是加快中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舉措。

平衡國內東西部外貿
他說，目前中國外貿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高，

與發展中國家外貿規模小。從國內看，東部沿海地
區外貿佔總規模的比重高，中西部地區外貿佔總規
模的比重低，若不重視、不調整、不優化「兩個布
局」，將影響中國外貿可持續發展。

鍾山並建議，在國際市場積極開拓發展中國家市
場，特別是人口規模大、市場份額低、資源儲量豐
富、戰略地位重要的新興發展中國家。

他稱，調整外貿結構要重點推進主體、商品、市
場、貿易等四個結構的優化，促進出口與進口、貨
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外貿與外資、外貿與內貿、多
種所有制主體、東部和中西部的協調發展。

中小企倒閉 沿海料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郎平 實習記者 王悅 東莞

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
裴長洪日前表示，由於出口比較優勢逐步減弱，沿
海地區出口加工型中小企業可能成為我國下一階段
集中倒閉的重災區。

裴長洪日前在東莞主講「2011年國內外經濟形勢
分析與前瞻」時分析，內地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提
高、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國內信貸等金
融資源可獲性處於弱勢、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外需不振等多重不利因素對中國的出口傳統優勢形
成挑戰。

對於明年的經濟形勢，裴長洪認為，政府的投
入、特別是對新興產業的部分會增加，但不會再出
現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大家要做好明年日子不好
過的思想準備。」

他指，目前對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有兩種說法：
一方說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另一方說中小企業投資房
地產，投機重，鬆散經營。但是目前進入統計視野的
都是規模以上企業，工業數據反映出來的利潤和增長
都無法真正體現中小企業的真實生存情況。

裴長洪籲留意日本市場
裴長洪認為中國明年出口將繼續放慢速度，並認

為日本經濟介時將會恢復，「歐洲市場不行的時
候，就要看日本市場。」

人民幣兌美元收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兌美元

昨日收跌，人民幣兌美元此前連續九個交易日觸及
交易區間下限的態勢也暫告終結。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為一美元兌6.3359元人
民幣，較上日升14個基點；按與中間價上下千分之
五的波動幅度計算，6.3676元是昨日人民幣兌美元
交易區間下限，而昨日現匯最低價為6.3673。

QFII機構總數121家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表示，已於11月份批准

普林斯頓大學(Truste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和新光
投信株式會社(Shinko Asset Management Co.)為合格境
外機構投資者(簡稱QFII)。至今獲QFII資格的機構數
量已增至121家。

■左起：㞫大地產首席財務官謝惠華，副主席、行政總裁夏海鈞及副總裁賴立新
出席該公司11月銷售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建強 攝

■羅兵咸永道中國及亞太區零售及消費
品行業主管兼合夥人余葉嘉莉（左）及
經濟學人信息部企業組織總監Ross O'
Brien。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