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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源料用風電平均2000小時廣藥集團整體上市9月有定案

巴克萊下調中國增長至7.9%

憧憬大藍籌回購滬指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彭楚華）龍源電力(0916)
集團執行董事兼董事總經理謝長軍於中期業績記者
會表示，預期全年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會達到2000
小時，下半年的情況與上半年相近。
謝長軍又指，內地限電情況短期難解決，但隨

當局針對問題採取一定措施，相信集團下半年限電
量將由上半年的16%降至12%-13%。他透露集團上
半年資本開支為60億元(人民幣，下同)，而下半年預
計為80億元，相信全年不會超過140億元。至於內地
的風機目前平均造價為7750元，謝長軍估計下半年
的平均造價會有所下降，但比率不會超過2%。
對於內地有望於今年底至明年初推出「可再生能

源配額政策」，謝長軍指這個政策可以加大新能源的
市場佔比，同時亦利好行業發展。他預期各個電網
的配額會有所不同，總體而言，佔比會介乎5%至

15%。當中，內蒙古的佔比會較高，達到15%，新疆
的佔比會達到10%，至於其他非重點風電發展區域
約為6%。
至於收購方面，集團表示會考慮海外市場，例如

美國及澳大利亞等地，但現時未有具體對象。只希
望收購的項目的投資回報率不低於12%。

中交建少賺13.9%至50.16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交建(1800)中期業績4年來首次出現倒

退，該公司昨公布，2012年上半年股東應佔利潤50.16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13.9%，每股盈利0.32元，
不派中期息。營業收入下滑10%，至1,247億元。
中交建為內地市值第二大建築商，公司在公告中

表示，公路建設投資同比有所降低，進入招標程式
的新項目較往年大幅減少。隨 公司努力降低對國

內市場的依賴，今年上半年該公司海外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新簽合同額成長63%，至69.4億美元。期內中
國交建新簽合同額同比增2.9%至2,360億元。截至6月
30日，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為6,940億元，上
年同期為5,320億元。該公司當前的海外項目包括開
發港口，以及在卡達建設2022年世界杯足球賽所用
的一座體育館。

廣貨網上行明日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實習生 曹遠茵 鄭馨兒

廣州報道）在出口受阻、內銷下滑的背景下，廣東
計劃出台新政策打造全國性的電子商務平台推廣
貨。廣東省政府27日進行的「廣貨網上行」新聞發
佈會上透露，從8月30日至12月31日，將組織「十家
電商平台、百家網上商城、千家廣貨網店、萬家名
優企業」，以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消費類
電子、智能家電產品、傳統老字號和名優特產品及
適合網上銷售的產品為核心，進行4個月的「廣貨網
上行」系列網上銷售活動。預計將在8月29日正式啟
用「廣貨網上行」官方網站。

廣東省經信委巡視員戚真理介紹，廣東已制定
《廣貨網上行活動市場主體遴選暫行辦法》，對參與
市場主體進行把關。廣貨網店將依托第三方電子商
務平台，不限於選定參加活動的電子商務平台，也
包括其它平台。而對廣貨交易的網店，要求其2011
年度網上交易額不低於人民幣100萬元，且廣貨銷售
額佔比不低於20%。對於參與的網上商城，也須滿
足幾個條件：企業註冊資本不少於人民幣100萬元；
2011年度主營業務收入不低於人民幣300萬元；2011
年度網上交易額不低於人民幣300萬元；2011年度廣
貨銷售額佔比不低於20%。

寶鋼昨宣布擬回購高達50億元的股票，成為首家回購的
藍籌股。消息刺激鋼鐵股集體暴漲，寶鋼股份、哈爾

斯漲停，玉龍股份漲逾5%，安陽鋼鐵、華菱鋼鐵漲幅居
前。
交易員說，市場傳言中國石化也將展開類似的股票回購，

投資者押注其他藍籌股有類似回購舉措，大盤在石油銀行類
股帶領下出現反彈，泰山石油、龍宇燃油漲停，中國石油收
升2.05%，中國石化更勁升5.41%。大市逆轉午盤跌勢，鋼
鐵、石化股和券商股帶動下，大市由跌轉升。

寶鋼哈爾斯漲停 中石化升5.4%          
繼上周進行3650億天量逆回購之後，央行昨天再度進行

1250億元大手筆逆回購，有望持續緩解短期資金面緊張局
面。而券商轉融通業務規則也正式發佈，轉融資業務先行啟
動，變相禁止融券賣空操作，利好股市。國金證券漲幅超
7%，宏源證券、國元證券、西部證券等漲幅居前；其餘權
重股銀行、軍工、鐵路基建等漲幅居前。

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舟山群島四個國家級
新區後，第五個國家級新區將「落子」甘肅蘭州，蘭州概念
股表現活躍，銀億股份漲停，蘭州黃河漲逾7%。收盤兩市
有24隻個股漲停，1股跌停。昨日大市成交量未見放大，尾
盤時兩市漲幅更收窄，深指微跌收，釀酒、黃金、房地產等
跌幅居前。

分析人士：大市調整未到位
分析人士認為，市場整體悲觀情緒不改，成交仍顯低迷，

還有很多股票調整不到位。大趨勢看指數沒有到底，短期仍
下看2,000點整數關。浙商證券分析師王偉俊表示，市場在
押注「兩桶油」或其他藍籌股也如寶鋼般出手回購股票，不
過認為可能性不大。
目前看來，在政策面上，新股預披露雖暫停，但證監會沒

有明確表態；央行沒有大動作，增量資金又不大；加上公司
中期業績欠佳，很多股票都還沒有跌到位，種種因素令反彈
難以持續，後期看大市仍然悲觀。

香港文匯報訊 繼匯豐銀行下調中
國今明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後，投行巴
克萊的最新報告亦下調了中國今年的
經濟增長預測，由增長8.1%下調至
7.9%，該行預計，中國經濟面臨更
多下行風險，而外需放緩和政策支持
不足，恐在三季度繼續拖延中國經濟
復甦。
據路透社報道，巴克萊亞洲首席經

濟學家黃益平(見圖)在報告中指出，
下半年更多寬鬆政策出台將扶助中國
經濟全年保持7.5-8%的增速，但仍存
在因政策不作為或延遲，導致經濟進
一步滑落的風險。他分析，新出口訂

單和產出指數驟降，是導致匯豐8月
中國製造業PMI初值降至九個月低點
的主要原因。預計工業活動進一步放
緩的風險加深，尤其是7月以來缺乏
更有效的政策支持。

工業活動料進一步放緩
此外，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將

進一步拖慢潛在增長，因缺乏創新及
技術進步。這些跡象包括利益集團阻
擾收入分配以及讓民間資本進入壟斷
領域等改革推進、社會不公加劇以及
財富分化等等。
而即將迎來的領導層換屆，也帶來

經濟下行風險。巴克萊認為這可能更
多反映為高層領導人對樂見的經濟增
速看法不同—也許是7.5%，亦可能
是8%。決策層的觀念分歧可能降低
寬鬆政策推出和執行的效率。譬如，
相對於加強「窗口指導」，監管層可
能更希望仰賴銀行和市場行為來決定
信貸擴張。中國人民銀行一直在強調
信貸結構而非信貸規模，銀監會也在
持續加強銀行貸款風險管理，並維持
75%的存貸比「紅線」不變。
黃益平指，除了廉價勞動力優勢不

再、生產成本上升等因素外，中國還
面臨去除基建和地產投資泡沫、外需
放緩、消化許多行業過剩產能等重重
困擾。巴克萊決定將今年中國增長率
預估從8.1%下調至7.9%，也即是說
三四季度增速預計分別在7.7%和
8.1%。中國二季度擴張步伐已經降
至7.6%的逾三年新低。

內憂外患令擴張步伐下降
匯豐銀行日前亦發布報告稱，出口

等近期數據顯示外圍環境帶給中國經
濟的衝擊較預期大，因此下調中國
今、明兩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
速預估值。除央行持續寬鬆銀根外，
預計政府下半年可能出台減稅等措施
來確保經濟增長。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在報

告中指出，中國出口情況惡化，令該
行調降今年GDP增速預估至8.0%，
原預估值為8.4%；2013年GDP增速
預估值降至8.5%，原估為8.8%。他
並預期，通脹無虞下，未來幾個月內
央行可能再降息25個基點，至今年底
存款準備金率有200基點的下調空
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

道）廣藥集團整體上市正按計劃推
進，廣藥集團有關負責人28日透露，
自去年開始啟動兩家上市公司廣州藥
業（0874）和白雲山A（000522，SZ）
重組以來，目前相關工作已到最後階
段。相關方案倘在9月19日獲得兩家
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後，將
上報證監會。待批覆後兩家上市公司
將實施重組。完成重組後，廣藥集團
將實現整體上市，廣州藥業將成為廣
藥集團單一上市平台，屆時廣藥集團
也將改名為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改名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
去年11月7日廣州藥業和白雲山A

停牌，廣藥集團啟動整體上市。今年

3月28日，兩公司復牌並披露了重大
資產重組預案，廣州藥業新增A股股
份換股吸收合併白雲山A，對廣藥集
團發行A股股份購買資產。目前兩家
公司正推進重組工作進程，將於9月
19日股東大會審議表決重組方案。
廣州藥業集團28日發佈今年上半

年經營業績，期內實現利潤8.5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1.02%；實
現銷售收入203億元，增長21%。早
前廣藥集團旗下廣州藥業及白雲山A
已發佈了上半年財報，廣州藥業淨
利潤2.17億元，同比增長20.86%；白
雲山A淨利潤 2 . 1 8 億元，增長
36.65%。
廣藥集團總經理李楚源表示，紅罐

和紅瓶王老吉回歸廣藥將重塑公司價
值，今年紅罐及綠盒王老吉涼茶預計

實現60億元的銷售，明年有望達到
100億元。預計今年集團銷售達到420
億元以上水平，明年則有望實現500
億元以上。此外，廣藥還將在華北、
西北、中南、西南等多個地區建立王
老吉生產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中糧包裝（0906）總經理張新(見

圖)昨日表示，今年上半年集團繼
續保持在金屬包裝行業多個細分
市場的領先地位，同時積極推進
各項新增產能計劃，在成都和天
津的兩片罐生產線已完成安裝調
試，目前運作正常，預計總產能
今年底將增至30億罐。

中糧包裝日前公布，上半年股
東應佔利潤同比升31.6%至1.8億
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
0.22元，派中期息每股0.043元。
公司生產的金屬飲料罐包括三片
罐和兩片罐銷售收入同比上漲
40.5%，佔整體銷售約55.7%，是
主要的收入來源。張新表示，上
半年雖然世界經濟復甦無期，內
地經濟也放緩，但內地消費品需
求持續增長，為包裝行業的發展
奠定基礎，公司對下半年的經營
表現樂觀，有信心盈利維持升
勢。據他介紹，目前公司的三片
罐產品在內地市場的份額已達
20%，穩居榜首；兩片罐雖處起
步階段，但市場份額亦達12%，
估計兩年後有望達到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郎平 實習記者 陳淑

英）今年東莞經濟呈現
出低位運行的態勢，上
半年全市生產總值同比
增長2.5%，全省墊底。
不過東莞市政府手裡仍
握有底牌。近日記者獲
悉，9月6日，東莞將舉
行大型簽約儀式，屆時
將集中簽約60多個項
目，約投資800億元人民
幣(下同)。這一利好讓東
莞市政府領導都舒了一
口氣，市長梁國英談及
下半年經濟形勢時坦
言，「保八有一定壓
力」，但也「不會差到哪
裡去」，年底經濟數據或
將「翹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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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包裝積極擴產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蔡競文報道）大藍籌擬啟動回購的消息，令創出三年半新低的上海A股出

現反彈。寶鋼股份稱擬斥50億元人民幣(下同)回購公司股票，市傳中石油和中石化「兩桶油」也會有類

似動作，消息推動股市止跌上揚。由於成交量未有配合，尾市滬深指數升幅收窄，上證綜指全日收報

2092點，升17點或0.85%，成交420億元，少於上日的478億元；深證成指收報8400，較上日微跌1點，

成交502億元，兩市總成交額千億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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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日A股出現「黑色星期一」後，

寶鋼昨日表示將斥巨資50億元（人民

幣，下同）回購股份，加上中證監進

一步推進轉融通業務等利好推動，滬

指暫時扭轉了頹勢。不過，由於受歐

債危機衝擊，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地

區歐洲，出口的大幅下滑令中國經濟

下行明顯，企業利潤持續下滑、存貨

不斷上升。市場擔心中國經濟今年增長7.8%或

難以實現。股市作為宏觀經濟晴雨表，投資

者信心下降自然會拋售手中的股票，尤其是

當投資者信心降至冰點時，儘管政府和企業

採取一些利好刺激措施，效果及持久性仍有

待觀察。對於投資者而言，最好保持觀望，

或者尋找優質股，在適當時機介入，才可規

避風險。

寶鋼股價較淨資產低27%
儘管寶鋼昨因回購漲停，但其股價仍較淨資

產6.15元低27%。今年以來，由於產能過剩嚴

重和行業嚴重不景氣，截至目前深滬兩市共有

78隻個股股價跌破了淨資產。而像寶鋼這樣大

型的公司在行業不景氣情況下盈利仍能增長

89%，畢竟是鳳毛麟角。因此，回購股份只會

是那些有實力的大中型企業、業績優良的公

司，未來並不會形成一股大潮流。因此，股份

回購對股市的刺激作用只會是暫時的。

首7月央企利潤同比跌16%
受歐債危機等因素的影響，目前普遍的現

象是企業盈利持續下滑，這是投資者最為關

心的問題。據國資委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前7月央企累計利潤同比下降16.1%，這

一數據與上市公司中報的情況是同一個趨

勢。盈利下滑的同時企業存貨卻在不斷上

漲，截至8月24日，深滬兩市共有1343家累

計原材料存貨金額約為2284.9億元，同比升

8.44%。企業盈利下滑和存貨增多，無疑令整

體經濟增長受到影響，因此市場擔心中國經

濟GDP能否達到7.5%的預期目標，投資者並

沒有信心。

滬指2000點心理關口關鍵
來自中登公司最新披露的周報印證了投資

信心的大幅降，8月初兩市參與交易的A股賬

戶數僅685.20萬戶，對應的A股交易賬戶佔比

為4.12%。這意味 100個股民中只有4個在炒

股，顯示A股投資者的交投意願降至冰點。此

外，像閩燦坤B股儘管為了保持上市地位而推

出6:1的縮股措施，但如果其高管不設法改善

業績，最終仍然未能逃離被除牌上市的命

運。

目前滬指面臨跌破2000點的心理關口，稍

有不利消息，投資者仍會拋售股票，並跌破

這一心理關口，勢必會形成新一輪拋售潮。

因此對於許多投資者而言，目前最為關鍵的

是保持觀望，勿盲目入市。股市下跌令市場

分化，那些金融、消費和醫藥等優質個股，

其業務和業績均在增長，在適當的低位可以

介入，尋找價值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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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深兩市總成交額千億元以下，由於成交量未有配合，A股反彈仍未見氣勢。 資料圖片

■廣藥集團總經理李楚源表示，今年

王老吉涼茶預計實現60億元的銷售。

■左起：謝

長軍，董事

長朱永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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