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作
為2011年最後兩隻掛牌新股，國電
科環(1296)及配售上市的名軒(8246)
並沒有讓投資者失望，前者最多升
13.4%，收市無升跌。名軒更一度
升逾1倍，收市仍升40%。
名軒以中間價0.72元定價，配售

9800萬股，集資僅7056萬元。昨日
甫開市高見1.36元，其後一度升至
1.45元，收市仍有40.28%升幅，報
1.01元。主席兼行政總裁陳大寧於
上市儀式後表示，即使內地經濟放
緩，對餐飲業影響較小，名軒計劃
明年於寧波開設一間新店，並於上
海開設高級會所餐廳。

國電科環穩守招股價
另一邊廂，國電科環雖然僅以下

限2.16元定價，但昨日高見2.45元，
其後開始回落，收市仍穩守招股
價。總會計師張國厚被問及公開發
售認購反應冷清，表示香港投資者
未來對公司認識將更深，又表示未

來不排除會有併購，會集中發展節能環保業務。

7新股搶食 6隻零孖展
昨日有5隻新股登場，令同期招股的新股多達7

隻，然而綜合8家券商資料，僅天安(0028)分拆的
聯合水泥(1312)獲6萬元孖展認購，其餘6隻新股
孖展額仍然未「開齋」。
數家企業則避開散戶市場，計劃以配售形式上

市。中國融保金融集團(8090)擬配售3.85億股，配
售價介乎0.26-0.3元，集資最多1.155億元。易通
訊集團(8031)則擬配售7000萬股集資4200萬元，每
股0.6元。僑威集團(1201)則擬分拆宏創高科
(8242)，配售5000萬股，每股0.8-1.2元，集資最多
6000萬元。

散戶死心 10隻新股7「潛水」
集資額銳挫40%  40公司擱置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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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8434.39 +36.47 +0.20 
滬深300指數 2345.74 +34.38 +1.49 
上海A股指數 2304.12 +27.09 +1.19 
上海B股指數 215.26 +2.55 +1.20 
上證綜合指數 2199.42 +25.86 +1.19 
深圳A股指數 906.91 +16.46 +1.85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567.04 +9.46 +1.70 
深證成份指數 8918.82 +137.50 +1.57 
東京日經225指數 8455.35 +56.46 +0.67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072.08 -2.74 -0.04 
首爾綜合指數 休市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646.35 -26.43 -0.99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111.04 -12.10 -0.29 
新西蘭NZ50 3274.71 +28.46 +0.88 
雅加達綜合指數 3821.99 +13.22 +0.35 
吉隆坡綜合指數 1530.73 +24.04 +1.60 
曼谷證交所指數 1025.32 +1.41 +0.14 
馬尼拉綜合指數 休市

漲跌（點）漲跌%
歐洲股市(截至22:00)
倫敦富時100指數 5572.28 +5.51 +0.10 
德國DAX指數 5898.35 +49.57 +0.85 
法國CAC40指數 3125.87 -1.69 -0.05 
西班牙IBEX35指數 8507.5 +19.6 +0.23
意大利富時MIB指數14968.74 +60.2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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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灘地掀爭拗 復星或興訟

10家RQFII共獲107億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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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RQFII）趕及於年尾落實，國家外管局昨日表
示，共批准10家合資格機構，其所獲的投資額度共107億
元（人民幣，下同）。另外，國泰君安的RQFII產品成功
獲得香港證監會批准，成為首家獲批RQFII產品的中資
證券公司。
RQFII公佈允許海外投資者投資內地股票及債券，兩

者投資比例為20%及80%，初期額度約為人民幣200億
元，即是次外管局批予10家機構後，尚餘93億元額度。

國泰君安獲港證監批推RQFII
此次獲批的10家機構包括南方東英資產、華夏基金、

嘉實國際、大成國際、匯添富資產、海富通資產、博時
基金、華安資產、申銀萬國和安信國際。
國泰君安（1788）昨公佈，其控股股東國泰君安金

融，其下屬子公司國泰君安資產管理（亞洲）首隻上報
的RQFII產品，昨日正式獲香港證監會批准，成為香港
第一家中資證券公司能展開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業務。

港人幣存款6273億 止跌升1.4%
另外，本港人民幣存款經歷10月罕見的按月微跌後，

11月份重拾升軌並再創新高，達6,273億元人民幣，按月
增加1.4%。
11月份跨境人民幣結算亦見回算，由10月份的1,614.6

億元人民幣，增加近15%至1,849.9億元人民幣，帶挈人
民幣資金池重新注入「新水」。10月份，人民幣升值減
弱，加上內地外貿放緩，10月份本港跨境人民幣結算降
至1,614億元，令本港人民幣存款亦略跌0.6%至不足6,200
億元人民幣，為近兩年首次下跌。
至於本地存款於11月份增加0.8%，而港元存款則因

定期存款的升幅，超過活期及儲蓄存款的跌幅，整體於
月內增加0.4%，反映存款於8月和9月下跌後保持穩
定。

港元貸存比率升至85.5%
然而，11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又再回升，按月增

1.2%，比10月的增幅0.6%提高，令港元貸存比率由10月
底的84.7%，上升至11月底的85.5%。金管局發言人表
示，整體的貸款趨勢持續放緩，若以年率計，本地貸款
增長由1至10月份的23.6%，在1至11月份已放緩至
23.0%。發言人又指，根據銀行所提供的資料，大部分於
11月取用的貸款，均為於該月前協商，強調由今年7月至
今，看不到信貸增長放緩的趨勢有所逆轉。

金價明年先低後高 再試2000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黃金及石油於今年表

現神勇，前者創歷史新高，油價亦升至3年來高位。
但在歐債危機擴散及環球經濟轉差兩大陰霾籠罩下，
金、油孖寶一樣「冇運行」，雙雙由高位回落。有分
析指，黃金跌勢未止，但來年站穩陣腳後則有機會挑
戰每盎司2000美元，而油價走勢預期則各走極端。

黃金避險作用仍在
黃金今年勢不可擋，在通脹升溫及歐債問題影響

下，金價由去年底的每盎司1418.75美元，升至9月初
的1900.05美元，上調逾三成。但隨 歐債危機越演越
烈，資金均流向更安全的美債避險，各國對銀行的監
管要求又收緊，多家投行需要進行平倉，撤回資金粉
飾資產負債表，令黃金投機活動大減，金價其後直插
1600美元，之後雖一度反彈至1800美元，但始終缺乏
支持，走勢逐步回落，昨日報1560.28美元。
寶華世紀外匯執行副總裁羅志遠表示，來年經濟環

境轉差，投資氣氛欠佳，估計股票及基金的表現亦會

受壓，在欠缺投資工具下，加上黃金的避險作用仍
在，他認為待市場冷靜下來，金價將再度上揚。不
過，由於下跌勢頭已形成，故相信明年上半年，金價
將持續下行，直至於1300美元左右尋底整固，明年下
半年可上試1800至1900美元，假如美國推出QE3，金
價更可挑戰2000美元以上水平。

經濟放緩難撐油價
商品之一的石油，今年較黃金更先發威。4月底已高

見每桶113.93美元水平，其後反覆向下，一度跌穿80
美元水平，年內低位為75.67美元，近兩個月才止跌回
升，最新報99.35美元。羅志遠認為，油價與經濟基本
因素脫離，只是投機者盲目炒作，「年初時歐債危機
未算嚴重，加上各國貨幣供應較寬鬆，市場又有消息
指商品價格大有上升空間，吸引投資者炒賣石油。」
不過，他稱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只有3.5%，根本不能

支持油價穩企百美元以上水平，預期油價於明年會進
一步回落，於每桶85至95美元徘徊。

人民幣創新高 現匯升穿6.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在今年最後一個交

易日，人民幣繼續高走，中間價及即期匯價雙雙創下
匯改以來新高。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3009，即期
匯價更升穿6.3關口，收報6.249，今年以來人民幣已
累升約4.8%，中央主動升值意圖相當明顯。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昨日公布，人民幣兌美元報

6.3009，不單較日前中間價升148點子，更是歷史新
高，其後追隨創新高的中間價上漲，盤中一度攻破6.3
關口，人民幣兌美元價詢價系統最後收報6.2940兌一
美元，較昨日收市價6.3192大升252點子，創匯改以來
歷史高位。離岸市場方面，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兌美元

即期報6.341，仍較在岸價為弱，NDF一年期人民幣兌
美元報6.38。

廣發行：明年料升3%
自11月底以來，人民幣匯價曾頻觸交易區間下限，

引發人民幣是否會止升轉貶討論，廣發銀行最新報告
認為，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和美元的供不應求不會長期
持續，明年次季度仍有升值空間，預計2012年全年人
民幣升值幅度由0%至3%。報告又表示，在詢價交易
市場人民幣出現多日跌停後，央行仍持續穩中有升的
中間價，顯示其並不樂見人民幣明顯走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SOHO中國(0410)周四
高調宣布從上海証大(0755)及綠城中國(3900)手中奪得上
海外灘地王50%權益，與復星國際(0656)各佔一半。不
過，昨日復星於公告中指，公司對有關地皮收購擁有
「優先認購權」，對SOHO中國購入地皮感到「驚訝」，
又稱不排除採取法律手段維護權益。

對SOHO購入地皮感「驚訝」
復星昨回應查詢指，曾與相關方面有過接觸，認為

SOHO中國在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宣布有關交易，
「造成既成事實」，對公司非常不尊重，指公司有權利
維護自己的權益。復星又指，公司有優先認購權，因
此在法律角度上講，「反對這個交易」。
資料顯示，此次涉及問題的交易地皮為外灘8-1號地

塊，去年2月由上海証大以92.2億元人民幣投得，為內

地第二高價地王，其後証大引入復星、綠城、及上海
磐石合作發展。根據SOHO中國的公告顯示，地皮由
「海之門」持有，而上海証大及綠城中國則分別透過証
大五道口及綠城合升持有海之門45%股權，而上海磐
石則將持有的5%股權轉讓予証大五道口，使SOHO中
國可透過購入証大五道口及綠城合升兩間控股公司，
以此間接持有「海之門」，即外灘項目的50%股權。

証大澄清無違反優先購買權
因此，對於復星的有關指控，上海証大發出公告澄

清，該司售予SOHO中國的附屬公司，並不構成直接
轉讓上海海之門房地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權，因
此，並不違反任何適用的優先購買權，又指公司在轉
讓資產時已遵守所有適用法律和法規。証大又指，有
關出售協議，已考慮包括復星在內的所有意向買家，

認為現時的交易符合股東最大利益。
綠城首席財務官馮征昨回應本報查詢時亦指，公司

此次出售的為控股公司的股權，並非項目公司，並不
涉及優先購買權問題，他指有關交易合法，沒有問
題。馮征又指，現階段復星並沒有與公司接觸。

SOHO強調不做任何非法交易
至於買方的SOHO中國，該司發言人亦指，有關交

易不涉及優先購買權問題，強調公司「不會非法去做
任何交易」，指所有收購都繼續根據程序進行，該司表
示，暫時沒有收到復星方面的接觸。不過，由於
SOHO中國及復星目前各持有50%股權，經歷此次爭鋒
相對後，會否影響未來合作仍屬未知之數，SOHO中
國董事長潘石屹周四於電話會議中，亦沒有回答有關
項目未來發展的查詢。（相關新聞在B4版）

年初市場紛紛預計，本港市場能承
2010年的強勢，集資額預計有4000億
元，湧往本港上市的公司可能超過100
家。不過，年尾回顧，即使保住集資王
地位，集資額仍大降40%至2714億元，
新上市公司僅90家。德勤早前更估計，
全年共有多達40隻新股擱置上市計劃，
數目是近10年最多。

擱置上市新股近10年最多
今年市況尤其波動，許多新股紛紛臨

陣脫腳，當中不乏重磅股。源庫資源欲
集資282億元，三一重工及徐工機械擬共
集資逾400億元，最後通通退場觀望。光
大銀行的60億美元(約468億港元)上市計
劃一拖再拖。末季有海通證券挾內地第
三大券商之名，但130億元集資大計重啟
無期。

新股市場始終無法升溫，今年公開發
售認購不足的新股多達22隻，佔總數
32%，散戶參與度之低令人咋舌。天瑞
水泥(1252)公開發售僅獲1.68%認購，只
收到256份有效申請，單是公開發售所吸
納的股東人數，竟少於港交所對上市公
司至少300名股東的要求。昨日掛牌的國
電科環(1296)公開發售僅獲1.39%認購，
僅收到239份有效申請。但這都不算是最
冷門新股，9月份掛牌的罕王(3788)，公
開發售只接獲76份有效申請。

罕王招股僅獲76申請罕見
如此情況下，新股即使勉強靠國際配

售補足而上市，股價也一沉百踩。回顧
全年，新股普遍無利可圖，82家通過公
開發售或配售上市的新股當中，29家首
日掛牌即跌破招股價，破底比率達

35%。57家至今股價低於招股價，「潛
水」比率高達69.5%。

匯賢創港人民幣新股先河
潛水新股包括集資額首三位的嘉能可

(0805)、普拉達(1913)及上海醫藥(2607)。中
國多金屬(2133)首日即跌39.2%屬近年之
冠，友川(1323)、泰凌(1011)及順風光電

(1165)至今潛水逾7成，屬今年最大輸家。
不過，今年新股市場仍創出多個第一

次。延續海外企業來港上市之勢，今年
迎來首家日本公司思伯益(6488)、首家意
大利品牌普拉達及首家美國企業
Coach(6388)。另外，嘉能可是首家跨國
雙重上市公司。匯賢房託(87001)則開人
民幣新股之先例。

2011年首日跌幅前五名
新股 招股價(元) 首日跌幅

中國多金屬(2133) 2.22 -39.19%

專業旅運(1235) 0.63 -25.40%

翔宇疏浚(0871) 3.19 -23.20%

中國休閑食品(1262) 2.65 -16.98% 

泰凌醫藥(1011) 4.54 -15.86%

2011年累計跌幅首五名
新股 招股價(元) 昨日收市價(元) 累計跌幅

友川集團(1323) 1.95 0.44 77.44%

泰凌醫藥(1011) 4.54 1.04 77.09%

順風光電(1165) 1.11 0.295 73.42%

中慧國際(1143) 1.2 0.49 59.17%

中國地板(2083) 2.95 1.43 51.53%

近年香港新股集資額
年份 集資額(億港元) 全球排名

2011 2714 1

2010 4500 1

2009 2400 1

2008 660 5

2007 2326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港交所(0388)在2011年再次榮登全

球新股集資王，理應開香檳慶祝，但回顧2011年新股市場，無論是

新上市企業還是新股投資者都無法開懷，因為「IPO」已變成「IP-

NO」，全年近70%新股「潛水」。總結全年，可歸結出三個「NO」︰

大量新股擱置，無法上市；散戶反應冷淡，新股無人認

購；即使成功上市，也頻頻「破底」，投資者血本無歸。

香港人民幣存款數字
累積人民幣存款(人民幣) 按月變幅

11月 6,273億元 +1.4%

10月 6,185億元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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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2010年2月1日，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以92.2億元人
民幣拍得上海外灘國際金融服務中心（8-1號）地塊，刷
新當時的上海「地王」紀錄。 資料圖片

■國電科技環保集團董事長朱永芃(左)代表公司捐一百萬港元給香港公益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