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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幣雙股集資巨 今年登場無期

港今年難「㜌莊」集資王

逼二萬「蟹貨區」港股承接弱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735.53 +294.07 +1.51 

滬深300指數 2468.72 +3.48 +0.14 

上海A股指數 2334.50 +3.32 +0.14 

上海B股指數 234.69 -1.63 -0.69 

上證綜合指數 2229.19 +3.08 +0.14 

深圳A股指數 979.33 +3.91 +0.40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34.26 +1.07 +0.17 

深證成份指數 9607.33 +40.88 +0.43 

東京日經225指數 9066.59 +63.11 +0.70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418.36 +73.20 +1.00 

首爾綜合指數 1867.82 +16.17 +0.87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945.33 +34.74 +1.19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166.35 -6.14 -0.15 

新西蘭NZ50 3444.63 +4.47 +0.13 

雅加達綜合指數 4049.89 +58.35 +1.46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07.74 +6.89 +0.43 

曼谷證交所指數 1198.07 +9.33 +0.78 

馬尼拉綜合指數 5365.70 +65.46 +1.24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37)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860.19 -11.20 -0.09 

納斯達克指數 2951.54 +0.31 +0.01 

倫敦富時100指數 5657.73 +17.09 +0.30 

德國DAX指數 6532.59 +36.51 +0.56 

法國CAC40指數 3246.13 +5.9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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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憧憬內地下調存款準備金
率（RRR），港股昨在下半年第一個交易日
造好，㞫指升近300點。《中國證券報》昨
發表社評表示，7月伊始，剛剛抵禦年中考
核時點衝擊的銀行資金面又面臨新考驗。
從保障銀行體系流動性平穩充裕角度考
慮，再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機已成
熟。

有助平抑金融市場波動
社評指出，當前適時、適度降準不僅可

釋放流動性、刺激信貸投放，還將在平抑
金融市場波動、發展債券融資、優化社會
融資結構等方面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年中考核已過，但7月銀行資金面依然入
難敷出。一方面，在季末突擊攬存後，銀
行需在5日上繳的常規存款準備金隨之激
增，7月財政存款季節性增長將從銀行體系
大量抽離可用資金。僅此兩項資金需求就
可能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

另一方面，公開市場、外匯佔款對流動
性的補充又相當有限。由於央行6月最後一
周實施的兩期逆回購操作將於7月10日當周
到期，7月公開市場實際可用到期資金量僅
剩260億元。5月金融機構新增外匯佔款僅
234億元，在6月人民幣貶值預期繼續升溫
背景下，預計當月外匯佔款很難有更大增
長。

可以預期，如央行不加大流動性注入力
度，7月銀行體系流動性難免會持續趨緊。
中證報社評指出，在實體經濟疲弱導致銀
行惜貸與企業貸款需求萎靡並存的當下，
採取進一步寬鬆政策穩定經濟增長顯得尤
為必要。

降準增銀行體系流動性
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中國6月官方和

匯豐製造業PMI雙雙創出7個月來新低。其
中雖有季節性因素，但仍彰顯中國經濟不
容樂觀。同時，通脹壓力繼續呈顯著下降

態勢，也為政策放鬆提供更大空間。中證報援引多家機
構預期稱，6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將
回落至2.5%以下。5月CPI同比升幅已經降至3.0%。

文章稱，綜合來看，考慮到6月降息時隔不久，逆回
購更多用於平滑短期特殊因素(如節日備付、時點考核
等)，管理層關於以調整存準率對沖外匯儲備變動的表
態，以及降準在擴大貨幣乘數、刺激銀行信貸投放方面
功效，降準可能成為央行下一步增加銀行流動性首選工
具。

《中國證券報》是新華社主辦的全國性證券專業日
報，是中證監、中保監、中銀監指定披露信息的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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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國債首日零交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總額155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國債機構認購部份，昨正式於港交所(0388)
上市，分別為3年期(86601)、5年期(86602)、7年期
(86603)、10年期(86604)及15年期(86605)，但5隻債券全日
均無交投，亦沒有收市價資料。

零售國債孖展增至680萬
至於零售的2年期國債(86606)，昨日進入第二天認

購，輝立證券指其孖展認購已增至680萬元。
另外，財政部將從下周二(10日)起，於內地發行不多

於400億元的電子式儲蓄國債，期限包括3年和5年，其
中3年的年利率為5.21厘，最大發行額280億元人民幣，
5年則為5.71厘，最大發行額為120億元。

小南國人人有份
暗盤升3.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翻叮」新股小南國
（3666）公開發售接獲1.15倍認購，「人人有份」；配
售已獲超額認購，並終順利將於今早掛牌。據輝立交易
場資料顯示，小南國暗盤價開市報1.55元，較招股價1.5
元升3.33%，收1.55元升3.33%，若按每手2,000股計，一
手賺100元。小南國暗盤成交29.4萬股，涉資44.9萬元，
安排行包括美銀美林、工銀國際、國泰君安。

9新股共錄逾1481萬孖展
此外，市場消息透露，日本彈珠機Dynam最快下周初

正式進行路演，計劃集資約2億多美元，原預計該股集
資20億港元，惟有機會低於該數。安排行為中信証券、
申銀萬國、派杰亞洲。消息又指，伊泰(3948)國際配售
已獲足額認購。

而9隻同期招股的新股都全部獲得有孖展認購，惟認
購金額均未足額，9隻新股合共獲1,481萬元孖展認購。

港股早段升逾300點，但午後內地股市偏軟，令
港股無法進一步突破，㞫指收報19,735點，升

294點，仍處250天牛熊線（19,875點）之下，大市成
交也只有498億元。國指收報9,711點，升136.7點，
跑輸㞫指，即月期指收19,755點，略為高水19點，港
股昨日高開共令27隻熊證死亡。

分析員料上試2萬大關
新鴻基金融研究分析員蘇沛豐表示，英倫銀行本

周四議息，有望擴大量化寬鬆規模，歐洲也可能再
減息，令大市氣氛好轉，港股初步在19,000點已覓得
支持，本周或可上試2萬點大關，但上落市格局仍未
變。

凱基證券亞洲營運總裁鄺民彬表示，投資者憧憬
聯儲局或有措施支持經濟，加上內地官方媒體《中
國證券報》發表社論表示內地是時候下調RRR（見

另稿），是令大市氣氛好轉的主因。展望本周，投資
者焦點將集中於周四歐央行議息會議，及周五公佈
的美國6月份非農業職位增長。由於港股昨日一舉突
破50天線(19,472點)阻力，使大市技術走勢好轉，投
資者宜注視資金流向，觀察有否重回新興市場及港

股的趨勢。

新增貸款回落 內銀窒步
藍籌普遍向上，匯控(0005)升1.4%，騰訊(0700)報

232元，升2.66%。6月四大行新增貸款約1,880億元人
民幣，按月回落24.8%，內銀股落後大市，工行
(1398)、建行(0939)和中行(3988)升幅均不足1%。一手
住宅銷情不俗，地產股向好，信置(0083)升4%，新地
(0016)升1.4%，新世界(0017)大升4.77%。

穗出限購令 汽車股普挫
內地媒體報道，發改委研究將電煤和市場煤價合

併，利好煤企，兗煤(1171)大升5.8%，中煤(1898)升
4.57%，神華(1088)升4%。但成也政策、敗也政策，
廣州突然宣布汽車限購令，令昨日汽車股全線下
挫，重汽(3808)跌5.4%，五菱(0305)跌5.2%，東風
(0489)跌4.3%，廣汽(2238)跌4%，吉利(0175)、長汽
(2333)、華晨(1114)也跌2至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市場憧憬

歐 洲 減 息 及 人 行 再 下 調 存 款 準 備 金 率

(RRR)，港股收升294點報19,735點，但成

交僅498億元。分析認為，港股成交不足，

顯示投資者未肯放膽入市，由於㞫指已接近

二萬點的「蟹貨區」，阻力會增大，短期大

市料呈上落格局，但相信只要良好氣氛保

持，還是有機會升穿二萬點。

憧憬歐洲內地放水 㞫指升294點未克牛熊線

■憧憬歐洲減息及人行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港股昨升294點，收報19735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黃煒邦（右）料本港今年集資額1000億至1500億元。旁為陳

朝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遠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劉璇）外圍市況波動及歐債
危機影響，即使業界預料IPO市場下半年回暖，但預料香港仍
難連續4年成為全球最高集資額的市場。其中，羅兵咸永道預
料本港今年全年共有80至90隻新股上市，總集資約1,000億至
1,500億元，集資額較去年的2,700億大減逾44%；安永亦估計
全年有80至90隻新股，總集資額1,900億元，集資額按年亦大
減30%。

安永料全年集資額1900億
安永合夥人周雪鳳昨於記者會上預料，受集資額達160億美

元的Facebook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交易上市影響，本港今年全球
IPO集資王地位難保。但她認為本港IPO市場仍樂觀，預計下
半年香港新股市場有回暖跡象，全年IPO宗數可達80至90宗，
其中以金融、保險，及能源等集資額較大的公司為主，並估
計本港全年集資額達到1,900億元，且下半年有機會出現雙幣
雙股形式的新股。

羅兵咸永道審計部合夥人黃煒邦昨在另一記者會上預料，
下半年市況將持續波動，但會較上半年穩定，預期全年有65
至75隻新股於主板上市， 創業板則有15隻，預測平均市盈率
為10至20倍，全年共集資約1,000億至1,500億元。由於新股價
格仍處於低水平，相信下半年IPO市場仍以中小企主導，而集
資額逾50億元的大型新股有2至3隻。大型企業較難上市，惟
預料仍會有2至3間能源及金融類別大型企業在港集資。

羅兵咸：中小企主導下半年IPO
羅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合夥人陳朝光補充，市況波動

已有一段時間，投資者已消化負面消息，企業方面亦了解新
股的價格，7月開始湧現一批新股，招股價都在雙方接受的水
平，相信下半年市場會較為活躍。

黃煒邦又指，預計全年的新股當中，會有5至6隻為海外企
業，相信現時市況對海外企業來港上市的意慾沒有影響，香
港較其他市場仍然具有優勢，並指現時市場資金仍然充裕。

回顧上半年新股市場，黃煒邦指上半年有32間新上市公
司，較去年同期的48間下跌33%，集資額共306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1,872億元下跌84%。上半年新股以工業類以及能源和
礦產相關企業為主，這兩大類企業佔新上市股份60%，而零
售、消費品及服務類則佔20%。相信下半年的新股市場焦點
仍然以資源及消費服務業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劉璇）羅
兵咸永道資本市場服務組合夥人陳朝光估
計，下半年將有1至2隻人民幣新股推出市
場，相信以單股單幣的形式居多，由於雙幣
雙股的集資額大，相信最快明年才會出現。
內地公司較多是來港作資本性融資，如工業
公司意圖擴建廠房或零售公司想拓展網絡，
人民幣新股市場是他們的好選擇。

另外，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賴耘峰相
信，港交所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後會刺激材料、礦業及能源相關行業公司
來港上市，因為該類型公司有機會同時利

用LME的平台進行交易，加上能源類資源
公司向來都是香港的主要新股行業。

安永預計，下半年內地企業仍是來港上
市的主要群體，未來投資者將對上市公司
的質素要求更好。

至於證監正就收緊新股保薦人監管作諮
詢，陳朝光稱，上市盡職調查不會影響中
小企的上市意慾，香港的新股市場發展良
好，收緊監管的大方向正確，而為求達到
合理水平，當局應與業界多溝通。而羅兵
咸不會以有色眼鏡看待民企，由於現時市
場環境複雜，審計工作會有所加強。

A股今年IPO額料2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內地的IPO
活動因全球經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不
確定性而有所放緩。安永指出，A股市場上
半年維持有104宗IPO，但集資額同比則下
跌58%。安永預期，內地A股新股集資會保

持活躍，估計今年A股IPO集資總額約為
2,000億元人民幣。羅兵咸則預計，今年上
海A股料有40宗IPO，深圳則共有160至210
間，集資額可達2,000億至2,500億元。

據安永統計，在2012上半年，深交所
（包括中小板和創業板）2012年上半年共有
88宗IPO，籌集77億美元（490億人民幣）。
上交所共有 16宗IPO，籌集38億美元（240
億人民幣）。

對於證監會加強A股IPO對當地上市公司
的市盈率的控制，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周
雪鳳認為，該監管制度令A股IPO平均市盈
率為由2010年的近60倍降至今年上半年的
31倍，拉近與港交所的上市公司的市盈
率，相信或會增加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
意向。

次季全球集資額增14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根據香港安

永《全球IPO最新資訊》，全球IPO活動在
2012年第2季有所改善。第2季共錄得206宗
IPO，共籌集418億美元，較2012年第1季的
IPO數量及集資額(196宗IPO，集資174億美
元)分別增加了5%及141%。然而，相對於
2011年第2季的IPO數量及集資額 (383宗
IPO，集資656億美元)，本季分別下降了46%
及36%。不過，2011年第2季的交易宗數和
融資總額是自2007年第2季以來最高的。

受到Facebook成功籌集160億美元的IPO
帶動下，今年第1季的IPO總集資額有所提

升，這宗IPO佔本季度總集資額的38%。即
使沒有這宗IPO，2012年第2季全球的IPO
總集資額(258億美元)亦較2012年第1季高出
49%。

亞洲IPO額佔全球35%
亞洲市場第2季共有104宗IPO集資145億

美元，其集資額佔全球IPO的35% (撇除
Facebook的IPO後佔全球IPO集資額的
56%)。這較上季上升87%(96宗IPO，集資
78億美元)，但較去年同期下降47% (165宗
IPO，集資277億美元)。

■A股市盈率與港拉近，周雪鳳料將增加內

企來港上市的意向。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