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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動向
英皇金融集團總裁

黃美斯
金匯出擊

紐元上周受制於83.50美仙附近阻力後，已
一度於本周二反覆下滑至82.35美仙附近。由
於西班牙遲遲未能作出決定向歐盟申請援助
後，投資者近日已再度憂慮西班牙的債息將會
掉頭回升，因此受到歐元從本周初的1.31美元
水平反覆回落至近日1.3025美元水平的影響
下，連帶商品貨幣亦略為遇到回吐壓力，引致
紐元的下調幅度逐漸擴大至82.35美仙水平的
原因之一。但隨㠥日本央行於本周三的政策會
議後宣布把資產的購買規模增加10萬億日圓
後，日本央行的貸款以及資產購買計劃規模已
是進一步擴大至80萬億日圓，故此在受惠於日
圓迅速下跌至79.20水平的影響下，紐元兌日
圓交叉匯價曾一度向上逼近65.70水平的4個多
月來高位，而紐元亦因此一度於周三時段反彈
至82.95美仙附近。

由於繼歐美央行之後，日本央行亦已作出新
一輪的寬鬆行動，因此不排除高風險資產以及
商品貨幣亦將會延續近期的偏強走勢，所以預
期紐元將會續有反覆上調空間。此外，在紐元
現時仍擁有息差優勢的情況下，近期紐元兌日
圓交叉盤的升勢已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向，這亦
有助紐元的短期表現，故此預料紐元將反覆走
高至83.80美仙水平。

金價再上試1790美元
周二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12月期金收報

1,771.20美元，較上日升0.60美元。受到日本央
行擴大其寬鬆措施規模影響，現貨金價本周三
已一度走高至1,779美元水平，預料現貨金價
將反覆走高至1,790美元水平。

量寬有利商品貨幣■
■紐元反彈叩83美仙 美元兌日圓周三升至一個月高位，日本央行進一步放

寬貨幣政策，將資產購買規模擴大10萬億日圓，增幅超
出市場預期。日本央行表示，購債計劃截止期限將從目
前的6月延長至明年12月，同時將在明年初加快購買公債
及國庫券的速度。日本央行公佈決定後，美元兌日圓從
78.60附近開始跳漲，一度升見79.20水平。雖然政策寬鬆
預期已在近日美元兌日圓之漲勢中反映，但由於最終宣
布規模仍較普遍預估的大，因此仍支撐美元繼續上漲。

歐美量寬 美元反彈受限
然而，亦由於歐洲央行及美聯儲本周亦相繼加大寬鬆

力度，故今次日本央行的政策對日圓的打壓或會相當有
限。

技術走勢而言，美元兌日圓上周四跌至見77.11，但之
後反彈回升，至今更衝擊㠥起自3月份之下降趨向線
78.70水平，估計能持穩此區上方，美元將有扭轉弱勢的
初步跡象，繼而將監守㠥250天平均線78.90及本周高位
79水平，進一步突破，上試目標可直指8月份高位79.66
及80關口。若以3月至6月初之跌幅計算，50%及61.8%之

反彈水平將可分別看至80.90及81.70。下方支持預計在
77.60及77水平，關鍵見於年內低位76水平，而此區亦是
當時觸發日本央行高頻率作出口頭警告後所止步的水
平，故此預料為矚目支撐。下一級則在紀錄低位75.32。

澳元兌美元周二跌至1.04平，因市場擔憂中國增長放
緩可能令澳洲的礦業繁榮降溫。澳元上周五大漲至六個
月高位1.0624美元後，也受到倉位調整的影響。另外，
澳洲央行周二公佈9月4日會議紀錄顯示，央行對全球經
濟前景更感擔憂，市場因而預計下月降息的機率超過
50%，遏抑澳元走勢。

圖表走勢所見，澳元兌美元在8月9日曾觸高至1.0612
後呈大幅回挫，而隨㠥過去兩周復再回升，澳元於上周
五觸高至1.0624，僅稍微突破8月高位後，於本周又呈滑
落。倘若以近一浪漲幅計算，50%及61.8%之回吐水平
可至1.0395及1.0340；至於關鍵則預估在250天平均線
1.0295。預計澳元能持穩於10天平均線1.0420上方，則有
望保持㠥上揚勢頭，目標先看1.0570；另外，自去年7月
形成的下降趨向線則構成阻力於1.0670，中期重要目標
預估為1.0850水平。

亞債基金雙誘因可捧
據基金經理表示，就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料顯示，儘管亞洲

債市從2001年起的1萬億元(美元，下同) 規模，發展至去年底
的5.7萬億元，而過去12年，美元計價或本幣計價的亞債的年
均回報分別有8.6%和8.1%，但其波動率卻不到7%。

亞洲主權債息較歐美高2倍
因此，在今年低利率環境、波動加劇的資本市場以及充裕

的流動性，上半年有關債市再增長了8.6%，來到約5.9萬億
元，這是亞洲主權債券的收益率較歐美高出兩到三倍外，亞
洲發債國的經濟實力，讓其債券具備債信上調的吸引力。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鄧普頓亞洲債券基金為例，主要是透
過亞洲政府、與亞洲政府相關機構或亞洲企業發行的債務證
券管理組合，以達致盡量提高總回報、資本增值以及貨幣收
益的目標。

該基金在2009、2010和2011年表現分別為24.14%、11.41%
及-0.57.03%。基金標準差為9.73%。資產百分比為97.7% 定
息證券及2.3% 貨幣市場。

資產類別比重為25.14% 韓國定息證券、21.83% 馬來西亞
定息證券、10.29% 亞太新興市場定息證券、7.41% 印尼定
息證券、6.53% 印度定息證券、6.53% 中國定息證券、

7.12% 星加玻定息證券、5.18% 澳大利亞定息證券、4.29%
環球定息證券及3.94% 菲律賓定息證券。

基金三大投資比重為11.08% 韓國國債，(票面收益：
4.25%，10-12-2012到期)；4.01% 斯里蘭卡國債，(票面收
益：6.25%，27-07-2021到期)；及3.4% 韓國國債，(票面收
益：3.75%，10-06-2013到期)。

據彭博社調查的分析師的平均預測，全球經濟增長將從
2011年的2.9%，放緩至今年的2.3%，使得投資者更有意願尋
找安全的資金停泊資產，而亞債來季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下，其較高的收益率和低波動率更凸顯其資產的吸引力。

日購債超預期 短線打壓日圓

今年美國國債收益率一再下滑，

歐洲央行為挽救歐債危機，又使得

德國短期國債在低利率環境下處於

負利率的水準，亞洲債券在這背景

下再次以其優異的低風險、穩健增

長特質，在獲得投資者青睞挹注

下，相關基金開季以來平均就漲了

3.81%；憧憬QE引發美匯指數轉弱

下帶動亞幣升值，可讓亞債享有

價、匯雙重收益誘因，宜收集亞債

基金建倉。 ■梁亨

金匯錦囊
紐元：紐元將反覆走高至83.8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790美元。

亞洲債券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鄧普頓亞洲債券基金A Acc 6.42% 6.75%    
東亞聯豐亞洲債券及貨幣基金 A Acc 6.39% 17.48%    
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基金 Acc 6.06% 6.93%    
MFS全盛通脹調整債券基金 A1 INC USD 1.34% 4.33%    
ING (L) Renta 亞洲債券投資基金 P ACC 5.98% 9.51%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基金 Prem Acc USD 5.73% 7.59%    
瑞銀亞洲全方位債券基金 5.66%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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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06:45 新西蘭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3%。前值

+1.1%；年率。預測+2.3%。前值+2.4%  
07:30 日本 9月路透短觀調查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4 

前周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7,883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市。前值買超659億
8月出口年率。預測-7.3%。前值-8.1%
8月進口年率。預測-6.1%。前值+2.1% 
8月貿易平衡。預測8,090億赤字。前值5,174億赤字

14:00 德國 8月生產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4%。前值
0.0%；年率。預測+1.5%。前值+0.9%

14:58 法國 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46.4。前
值46.0

15:15 瑞士 第二季工業訂單年率。前值-3.9%  
15:28 德國 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45.3。前值

44.7
9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前值47.0 

15:58 歐元區 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45.5。前值
45.1 
9月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47.5。前值
47.2  
9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預測46.6。前值
46.3 

16:00 意大利 7月工業訂單月率。前值+1.7%；年率。前值-9.4%；
月率。前值-0.5%；年率。前值-2.7%

16:30 英國 8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前值+0.3%；年率。
預測+2.7%。前值+2.8%

22:00 歐元區 9月消費信心指數。預測-24。前值-24.6 
20:30 美國 一周新申領失業金人數(9月15日當周)。預測37.5萬

人。前值38.2萬人
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9月8日當周)。預測330.0萬人。
前值328.3萬人

20:58 美國 9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1.5。
前值51.5 

22:00 8月領先指標。預測-0.1%。前值+0.4% 
9月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預測-4.0。前值-
7.1 

特刊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歐鳳仙

交通先行 打通城市發展「脈絡」

「巴
適慘了，從西門到東門只需要42分
鐘」。9月1日，成都地鐵2號線一期工程

迎來為期三天的觀光試運行。首批5.5萬名乘客
成為了成都市民中間「吃螃蟹」的人，他們同時
將充當「評判員」的角色，為2號線一期工程

「挑刺」、評分。
從2007年動工興建開始，成都地鐵2號線的建

設就一直牽動㠥成都市民的心。2010年12月全線
車站主體封頂、2011年6月實現「洞通」、2011年
12月實現「軌通」⋯⋯在度過一個個節點後，2
號線一期工程終於掀開了其「神秘的面紗」，開
始接受成都市民的「檢閱」。作為成都地鐵東西
向的骨幹線路，2號線一期工程的正式開通，將
有效緩解成都城區的交通壓力，同時也為成都市
民的出行提供更多更便利的選擇。

成都地鐵2號線一期工程的初步開通，只是成
都市近年來持續提升城市交通的一個縮影。2011
年底召開的中共成都市委十一屆九次全會上明確

提出實施「交通先行」、「產業倍增」、「立城優
城」、「三圈一體」、「全域開放」這「五大興市
戰略」，「交通先行」戰略則首當其衝。在此之
後，成都全市便打響了一場城市交通建設的「大
會戰」。

如今，隨㠥二環路「雙快」改造工程，成溫

路、紅星路快速路改造工程，解放北路、蜀都大

道道路改造工程等一批城市道路建設工程的陸續

啟動，以及地鐵3號線、4號線及1號線南延線的

相繼獲批並動工興建，成都市內交通正經歷㠥一

次涅槃重生。而在航空樞紐建設方面，隨㠥今年

8月9日成都雙流國際機場第二航站樓正式投入使

用，成都機場已正式轉入「雙跑道、雙航站樓」

的運營模式，機場硬件設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航空第四城」的地位日益穩固。

根據「交通先行」戰略，在未來，成都市將在市

域範圍內構建起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的傳輸系統，

努力將該市打造成為西部重要的交通樞紐，並形成

領先西部、通達全國、聯接世界的交通優勢。

2012年4月9日上午，成都市政府與《財富》雜誌共同在
北京宣佈：「2013年《財富》全球論壇」將在成都舉辦。

《財富》全球論壇為何選擇成都？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財
富》全球論譠相關負責人道出了選擇成都的五大理由。

成都：西部大開發引擎城市
數據顯示，2011年，成都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854.6億

元，增長15.2%，是2000年的5倍多；2012上半年，成都實
現地區生產總值3951.4億元，同比增長13.3%，增幅居全
國副省級城市第一。此外，2012上半年全國副省級城市
中，成都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出口總額增速、規
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均是第一。

西部大開發戰略啟幕以來的12年，成都經濟年均增速位
於12個西部省會城市之首，已成為西部大開發的標杆城
市，被譽為西部最具潛力的增長極。

成都：一座創新之城
2011年，成都市專利申請量達37467件、授權量達21229

件，總量多年保持中西部城市第一位。此外，在2010年，
成都市被科技部批准成為首批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被國
家發展改革委批准開展推進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工作。同
時被兩部委批准為開展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的城市，在西
部地區獨此一家。

成都：獨特的文化體驗之城
作為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是唯一一座2000

多年來城址不改、城名不變的城市。世界雙文化遺產—道
教的發源地青城山、建於2200多年前迄今仍發揮重要作用
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在成都，如今已被全球廣泛喜愛的茶
文化也誕生在這裡。在文學方面，司馬相如、李白、蘇
軾、郭沫若和巴金等文化巨擘，使得成都「文章冠天下」。

他們不僅留下了大量吟詠成都的不朽詩篇，很多遺蹟也成
為今天著名的旅遊景點，讓這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財富得
以傳承和積澱。

成都：中國會展名城
近年來，成都舉辦的國際車展、歐洽會、軟洽會等展會均

已具有較高的國際聲譽。資料顯示，2005年—2011年是成都
會展業發展最快的7年，經濟效益、活動數量、展出規模、
拉動消費值和產業帶動作用等均大幅躍升，會展業年均增幅
兩成以上，會展規模和會展經濟均居中西部首位。

成都：政務環境優良 政府運轉高效
2003年，成都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

的目標，成都全市各部門內設行政審批機構由原來的179
個減少到現在的48個。2004年，成都建成了全國首家省、
市同址辦公的政務服務中心，實現行政審批事項「一站式」
辦理。2007年，成都進行被稱作行政審批「二次革命」的

「一窗式並聯審批」項目嘗試。2010年，成都市行政權力
網上公開透明運行平台——「網上政務大廳」開通試運行
⋯⋯通過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
革，成都的招商引資、投資服務的專業化程度和服務企業
的能力日益提高，政務環境不斷優化，成都已成為全國同
類城市中審批事項最少、審批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在中國偌大的歷史版圖上，成都，是惟一

建城以來城址以及名稱從未更改的城市。

這是一座休閒之城，清幽的茶香和地道的美食，讓這座城市的休閒揚名在外。

這是一座活力之城，工作的靈感和創業的激情在這裡萌發，良好的投資環境為

外來投資者口口相傳。

這就是成都，一座宜商、宜居、宜業的大美之城。

明年，成都將舉辦《財富》全球論壇及世界華商大會兩大盛會，世界關注的目

光將再度匯集成都。成都將以此為契機，大力實施「五大興市戰略」，加快推動

城市現代化、國際化的進程，努力打造中國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

未來的成都，值得您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冬、唐鎏宇

全面現代化充分國際化

成都

■已投入使用的成都雙流機場T2航站樓內景

■9月16日起試運營的成都地鐵2號線

■國家軟件產業

基地（成都）

■
怡
人
成
都
一
景

打造中國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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