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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炒內地「放水」港股升319點

銀公派定心丸 指有定期檢討釐定機制
醜聞燒到港 蘇皇傳停報Hibo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市民使用電子支付系統
付費日漸普及，金管局副總裁彭醒棠在該局專欄《匯思》
表示，該行已聘用顧問公司，就一項無線支付技術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進行全面研究，以
決定香港使用那一種流動支付系統。當系統日後啟動後，
市民以後付費可只需攜帶手機，免卻現金、信用卡等。

購買門券、車票、機票、訂酒店等，為現時市民最常使
用電子支付系統的消費活動。彭醒棠指出，當無線支付技
術啟用後，市民只要電子支付工具，如人民幣及港元電子
錢包、電子信用卡等，可經系統進行付費，所需的票券及
文件，便可直接下載至用戶手機，省卻了排隊時間。

顧問公司最快年底提建議
目前環球推動流動手機支付服務仍處於起步階段，發

展模式，大致分為政府主導、手機網絡供應商主導及跨
業界合營機構主導。而金管局剛透過招標方式聘用一間
顧問公司，對流動支付服務進行研究，以確立哪一類支
付系統可為公眾帶來最大利益，預計於今年底至明年初
完成並提出建議。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559.05 +319.17 +1.66 

滬深300指數 2424.32 +9.99 +0.41 

上海A股指數 2288.00 +16.45 +0.72 

上海B股指數 231.22 +2.32 +1.01 

上證綜合指數 2184.84 +15.74 +0.73 

深圳A股指數 944.62 +7.41 +0.79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22.97 +4.04 +0.65 

深證成份指數 9509.49 -4.68 -0.05 

東京日經225指數 8795.55 +68.81 +0.79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148.57 +99.52 +1.41 

首爾綜合指數 1822.96 +28.05 +1.56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028.96 +11.75 +0.39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236.36 +80.00 +1.92 

新西蘭NZ50 3485.78 +11.72 +0.34 

雅加達綜合指數 4096.20 +14.56 +0.36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44.60 -0.40 -0.02 

曼谷證交所指數 1212.96 -7.18 -0.59 

馬尼拉綜合指數 5189.37 -31.18 -0.60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1)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938.52 +29.82 +0.23 

納斯達克指數 2966.29 +23.69 +0.81 

倫敦富時100指數 5693.66 +7.89 +0.14 

德國DAX指數 6749.25 +64.83 +0.97 

法國CAC40指數 3264.05 +28.65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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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研手機電子支付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內地樓
價持續上升，有傳中央為壓抑樓價上
漲，或進展開「大檢查和整頓」期。
受消息影響，昨日內房股受壓，多隻
指標性內房股同告向下，普遍跌幅達
2%以上，而當中 大地產(3333)單日
跌幅達3.05%，以貼近全日最低位收
市，收報3.82元。

銀行開始收緊對房企貸款
據《上海證券報》引述權威消息報

道，部分銀行已開始在窗口指導下，
進一步收緊房地產公司各類貸款，以
防房企流動性回暖過快，產生過熱投
資。國統局日前發表2012年6月份70個
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二
手住宅統計得出銷售價格較上月上升
的城市有31個，佔44%。各部委已對
進一步收緊樓市政策達成一致，估計
很快會有正式表態和動作出台。

受消息影響下，內房股表現向下，
大地產以貼近全日最低位收市，昨

收報3.82元，單日跌幅達3.05%。而其
他指標性內房股如雅居樂地產(3383)單
日跌幅2.48%，收報10.24元；碧桂園

(2007)昨收報2.99元，下跌2.29%；世茂房地產
(0813)跌幅為2.07%，昨收報11.36元。

市民對限購政策看法參差
事實上，一些城市規避限購限價政策的擦邊球

作法，也可能在整頓範圍之內。而《東方早報》
聯合《新浪樂居》早前舉辦的調查，昨日公布結
果。數據顯示，40%的受訪者表示限購對樓市調
控有很大幫助，佔大多數，但亦各有3成人認為
限購政策沒有幫助，或是有幫助下誤傷不少實際
性需求。這可反映出國民對樓市調控方法觀感並
不一致，或許要有新措施出台方可加大壓抑樓價
的力度，亦有需要考慮制定以不影響實際市場需
求的調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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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股持續受壓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0119 保利香港 4.36 -3.75  

3883 中國奧園 1.03 -3.74

3333 恆大地產 3.82 -3.05  

1918 融創中國 3.10 -2.52

3383 雅居樂 10.24 -2.48  

2007 碧桂園 2.99 -2.29  

0845 恆盛地產 1.33 -2.21 

0813 世茂房地產 11.36 -2.07  

3377 遠洋地產 4.00 -1.96

1813 合景泰富 4.53 -1.74

■傳中央為壓抑樓價上漲，或展開「大檢查和整

頓」。
■林永森(右二)稱，最快可於8月來港建倉吸納股份。左二

為馬駿。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子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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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隨 本港首隻RQFII A股
ETF－華夏滬深300指數ETF（83188）剛於周二在港掛
牌，昨有報道指，包括易方達資產（香港）在內的3隻A股
ETF產品，將會陸續於未來3個月獲證監會批准面世。易方
達常務董事林永森回應指，目前屬於敏感時期，未能公布
更多細則。

易方達：H股ETF認購反應佳
至於易方達上周發售的內地上市港股H股指數ETF，林

永森指初步認購反應良好，將於8月3日截止認購；待完成
手續，最快可於8月來港建倉吸納股份。

對於內地經濟，易方達固定收益部首席執行官馬駿表
示，目前內地刺激經濟政策力度不足，仍有再放鬆的空
間，如放鬆政策相繼出台，相信內地經濟可逐步復甦，實
現軟 陸。

港股估值吸引 受惠內地放水
馬駿表示，目前港股市盈率均處於歷史低位，只有9.3

倍，若果中央加大力度放鬆政策支持經濟，港股亦將會受
惠。雖然企業上半年業績較以往差，但對估值仍正面。股
份選擇上，馬駿指因內地減息令內銀息差收窄，內銀面對
轉營壓力；較看好防守性行業，包括食品、飲料及醫藥
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承接美股升
勢， 指高開逾150點後，在中資金融股領漲下，
港股愈升愈有， 指收報19,559點，升319點，成交
額增至481.8億元。分析員指出，投資者繼續憧憬內
地「放水」，是港股昨日向上的主因，消息指四大國
有行在7月前半月的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500億元，
是6月同期的兩倍，刺激內銀股全線上升。國指也
因而跑贏大市，收報9,514.8點，升2.4%或222點。

重上19500 30熊證打靶
大市回升下，令全日有30隻熊證被收回。即月期

指升357點，高水7點。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
几表示，近期焦點落在環球央行推出的救市政策，
如中國、英國及巴西央行已齊宣佈減息，所以令
指在19,000點得見支持，但要 指進一步突破
19,800點大關，則要出現更多的消息刺激。

內地方面，人行通過逆回購、再減息及調減存款
準備金率等動作，已令A股企穩，消息又指7月至
今的新增人民幣貸款急增，為內銀股提供了動力。
黃德几直言，內銀股有動力，自然有助大市回彈。
他表示，四大內銀股累跌多，反彈的力度將最大，
中線可作吸納，當中首選工行(1398)，因負面消息
較少，建議現價可買入。

傳新貸急增 內銀股勁彈
工行昨日大升2.5%，報4.15元，民行(1988)更急

升5%至6.92元。建行(0939)、中行(3988)亦升逾

2%，農行(1288)及交行(3328)都升逾3%。
新鴻基金融集團證券策略師蘇沛豐表示，市場再

炒中央「放水」消息，相信 指仍會反覆向上，但
將受制於250天線(19,738點)遇阻。他續指，上市公
司將陸續公布業績，認為金沙(1928)及銀娛(0027)盈
利前景清晰，加上過去2、3個月股價被推低，故可
在其業績公布前先行入市。

醜聞困擾 匯控跑輸大市
匯控(005)仍受洗黑錢風波困擾，升幅落後大市，

只升0.53%。成交回升，港交所(0388)跟隨向上，全
日升3.44%。旺旺(0151)扭轉過去兩日跌勢，全日大
升6.3%，是全日最大升幅藍籌。油價連日上升，加
上中央可能允許成品油加價，中海油(0883)升
2.87%，中石油(0857)亦升2.2%，中石化(0386)升
2%。

內地保監進一步放寬險資投資比例限制，內險股
向好，財險(2328)漲5%，太保(2601)升3.23%，平保
(2318)及國壽(2628)升逾2%。聯通(0762)及中電信
(0728)似有見底跡象，分別升5.36%及6.8%。

瑞銀唱好樓市 地產股俏
瑞銀研究報告將樓價由原先下跌5%預測，調整

至按年持平至有5%升幅，還將地產股投資評級由
「中性」調升至「偏向增持」，因行業目前資產折讓
達38%，低於歷史平均水平22%，估值吸引。信置
(0083)彈高4.6%，新世界(0017)升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銀行操控

利率醜聞蔓延，繼倫敦同業拆息(Libor)之

後，外媒報道指監管機構正調查包括匯控

(0005)在內的四間歐洲銀行，懷疑有份操

控歐元銀行同業拆息(Euribor)。影響亦燒至

本港同業拆息(Hibor)，有傳蘇格蘭皇家銀

行(RBS)計劃停止提交Hibor參考報價；倘

若Hibor不幸牽涉被操控，最切身莫過於使

用Hibor作定價的「H按」供樓人士。負責

公佈Hibor的銀行公會則派定心丸，指有定

期檢討Hibor釐定機制，確保機制仍然有效

運作。

據《華爾街日報》昨引述知情人士透露，RBS
已向致函確定和公佈Hibor的銀行公會，要

求停止提交Hibor參考報價。該行此前已決定退出
新加坡、日本等亞洲國家的銀行間利率制定機制。

料RBS為避嫌及逃避往後責任
該知情人士表示，因多家銀行被指操控利率定

價，故RBS為避嫌以及往後的責任，故不再擔任銀
行間拆息的參考銀行。惟該行及銀公均尚未證實消
息。

Hibor現時由銀行公會每日向20家成員銀行，獲
取拆息報價，扣走3個最高及3個最低報價而推算。
銀行公會重申，有定期檢討香港的拆息釐訂機制，
將續聯同財資市場公會，確保機制能充分反映市場
資金實況。金管局則指，Hibor運作逾二十年，並
無異樣發生，但鑑於海外拆息相繼出現問題，銀行
公會已因應情況將更主動檢討定價機制，該局亦會
密切監察其過程及結果。

然而，自08年金融海嘯後，市場資金氾濫，有銀
行界人士承認，Hibor漸未能反映市場資金實況，
比如去年中至年尾時，市場一度鬧資金荒，但
Hibor卻未有上升，大部分時間仍是平行。

陳鳳翔：Hibor未完全反映市況
另外，財資界人士陳鳳翔亦指，Hibor機制運作

已多年，認為有需要就定價標準及存在意義進行檢
討。他坦言，因銀行資本要求日益提高，為減少資
產表內的資金損耗，業界已較少利用同業拆借市場

借入長錢，故Hibor未能完全反映市況。他建議可
參考美國以國債一年期內的孳息率，棄用拆息作
為金融產品的定價標準，惟承認因Hibor目前涉及
的產品達數百種，故仍需時討論。永隆銀行司庫
鄺國榮指Hibor不易被取代，但亦認為需要定期檢
討，如能否擴大目前只得20家銀行參與報價的數
目。

醜聞越滾越大 匯控又有份
Hibor尚幸未有牽涉被操控，但歐洲銀行拆息操

控風波越滾越大，英國《金融時報》指，監管機構
正調查多間歐洲大型銀行，懷疑有份操控Euribor，
並懷疑巴克萊為涉案主謀，其餘疑犯包括匯控、德
銀、法興及法國農業信貸銀行；而該4間銀行，均
為美元Libor及英鎊Libor的組成銀行。匯控發言人
則對報道拒絕置評。

《金融時報》指出，一名巴克萊前交易員，與其
相熟的多名行家進行聯繫，聯手操縱Euribor。報道
又指，巴克萊就操控Libor及Euribor，而遭英國及
美國調查，並需支付2.9億英鎊罰款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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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or若受操縱 影響拆息按
驟眼看，銀行界操縱同業拆息利率似乎只是一班財資

高手在暗鬥從中套利，或與銀行在同業市場的拆借有
關，與不諳財技的普羅大眾無關。但只要說到拆息按揭
(H按)，大家就明瞭Hibor實與廣大市民的生活有關。

拆息按揭使用比率曾逾9成
在本港，供樓目前成為很多打工仔每月的最大負擔。

年前因息口持續低企，拆息按揭比傳統的最優惠利率(P)計
劃有顯著慳息作用，故漸成市場主流，使用比率一度高
逾9成。Hibor比P按，是前者波動遠高於後者，前者每日
浮動，而銀行的P則已長時間維持於5或5.25厘水平。

故此，因H按會因Hibor的每日升跌，令供樓人士的每
月供款有所不同，萬一Hibor被隨意舞高弄低，未能反映
實況，供樓人士難免蒙受資金損失。截至5月份，H按的
選用比例輕微上升至5.4%。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子豪

3隻A股ETF
季內料獲批

內銀股昨齊造好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1988 民生銀行 6.92 +5.01

0998 中信銀行 3.78 +3.56 

3328 交通銀行 5.01 +3.30  

3968 招商銀行 13.94 +3.11 

1288 農業銀行 3.04 +3.05

0939 建設銀行 4.93 +2.71  

3988 中國銀行 2.87 +2.50   

1398 工商銀行 4.15 +2.47  

3618 重農行 2.9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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