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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港拓亞太 外企7250家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公布多項經
濟數據反映經濟已經見底，加上人民幣和港匯續
走強，反映資金流入股市，港股連升第6日，累
升600點。大市昨日一度升過近200點，逼近今年2
月20日高位21,760點，收報21,518點，升102點，
是3月2日以來最高收市位。全日30隻熊證「打
靶」。

港匯見7.7503  創兩年新高
昨日成交急增至710億元，較上日的575億元大

增23%，反映資金流向的港匯亦顯示資金正流入
本港。昨晚約10時，港匯高見7.7503，距7.7500的
強方兌換保證上限僅差3個點子，為2010年11月來
新高。人民幣兌美元亦連升6日，再創匯改以來
新高，盤中更曾首次衝破6.25關口。

耀才證券(1428)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第四
季開局不俗，成交也對辦，帶動整個大市氣氛，
料港股現階段縱有回調，後市也續向好。他認
為，港股今年一直跑輸歐美市場，在QE3推出
後，市場資金增多，流入港股的資金相應也增
加，支撐起大市，令港股目前出現「易升難跌」
的局面。

他指，未來可能影響港股的有兩大因素，包括
企業第三季業績表現，以及有否上市公司宣布

「抽水」集資，兩者都會影響後市走勢。由於內
地經濟數據不俗，他預料㞫指可進一步升穿
21,760點的今年高位，並相信一旦破位會引來更
多投資者跟入，而落後股正是市場的炒作重點。

分析師：中長線挑戰二萬三
交銀香港環球金融市場策略師何文俊表示，內

地公布的各項經濟數據大都比預期好，又重申有
信心實現全年經濟增長7.5%的目標，故可說中國
經濟基本上已見底，只要人民幣及港匯持續逞
強，㞫指成交額維持，短期內就可上試22,000
點，中長線更有望挑戰23,000點。

國指繼續跑贏大市，收報10,636點，升144點。
藍籌股輪流炒上，重磅股中移動(0941)最突出，收
報85.1元，升2.16%，為㞫指貢獻35點升幅。利豐
(0494)炒落後，升4.4%，升幅冠藍籌。

資源股當炒 重鋼爆升21.7%
內地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高於預期，帶動資源、

鋼鐵、水泥、基建等板塊造好，其中重鋼(1053)爆
升21.7%最矚目，馬鋼(0323)升近一成，鞍鋼(0347)
升6.43%。水泥股金隅(2009)升8%，中建材(3323)
及中材(1893)均升逾7%，煤炭股兗煤(1171)升
3.35%，中煤(1898)升2.25%。

工程機械股同樣受歡迎，濰柴(2338)升9.8%，
為升幅最大國指成份股。龍工(3339)獲瑞信維持

「跑贏大市」評級，大升14.56%。不過，國壽
(2628)發盈警，逆市跌1.1%，成交高據榜首，財
險(2328)受拖累跌0.8%。壹傳媒(0282)宣布賣掉台
灣所有業務後復牌，股價曾升過五成，收市仍升
41%報1.58元。

游資湧入
港股成交71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

內地第三季GDP增速雖達至3年來新低的
7.4%，但多項數據顯示經濟已見底開始回
升，加上受溫家寶總理指「經濟三季度增
速基本趨於穩定，並繼續出現積極的變
化」的講話提振，滬深股指結束多日橫
行，地產、釀酒等權重股盤中發力，再次
放量上攻，收盤滬指報於2,131點的一個
月高位，漲1.24%；深成指收報8,798點，

漲1.82%，兩市成交1,307.94億元人民幣，
較上日增約四成。

學者料經濟底部企穩或回升
國家統計局昨公佈第三季GDP同比增速

7.4%，社會消費品零售14.1%，工業增加
值10%，略低於市場預期。但1至9月固定
資產投資20.5% ；工業生產同比增長9.2%
超出預期。經濟學家滕泰表示，9月出口

已季節性反彈，PMI回穩，M1也開始上
行，經濟底部已探明，或貨幣政策「按摩」
加力、第四季庫存回補，則經濟會底部企
穩甚至略有回升。

范劍平：再下滑幅度有限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表示，

未來進一步下滑幅度有限，但沒有解決的
產能問題使PPI反彈幅度有限，從而工業

回升力度較弱。橫盤、經濟和股市都是。
他指，溫總日前連開三次經濟形勢座談
會，表示中國經濟第三季增速基本趨於穩
定，並且繼續出現積極的變化。隨㠥各項
政策措施進一步落實到位，經濟還會進一
步企穩，有信心經過努力實現全年的經濟
社會發展目標。從盤面上看，市場明顯受
溫總理講話提振，所有板塊普漲。兩市漲
停個股達28隻，沒有跌停個股。地產板塊
漲幅3.61%，領漲大盤。水泥、建材、汽
車、水利、汽車、鋼鐵、節能環保、電子
信息等漲幅居前，保險股漲幅墊底。

憧憬經濟見底 滬指升1.24%

國家統計局昨發布的數據顯示，第三季GDP較上
年同期增長7.4%，較第二季7.6%的增速放緩，

結果與預期一致，今年前三季中國經濟較上年同期增
長7.7%。從環比情況看，第三季經濟增長實際上有所加

速，第三季GDP按季增長2.2%，較第二季修正後的環比
增幅2%有所加快，此前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第二季較首

季增長1.8%。

經濟按季加速 基金谷起成交
據外電計算，第

三季經濟增長率折
合成年率為9.1%，高

於第二季的8.2%。星展
銀行經濟學家David Carbon

表示，無論是統計局或是該行
測算，也顯示內地第三季經濟

環比增長加快，他認為結果非常
鼓舞。有基金經理亦對本報表

示，基金界人士之前密切留意內地經
濟數據，若有好轉跡象，已可引發基金
大手追貨。昨日港股成交大增至710億
元，資金主要流入可受惠中國經濟回穩
的資源股及基建類股（見另稿）。

法興經濟學家姚煒表示，從數據可確
認中國經濟已觸底反彈，且反彈情況高
於早前預期。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
涂國彬認為，數據反映經濟趨穩，內地
出現「硬㠥陸」的風險已大為減低，而
更令人鼓舞的是，首三季內地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按年增14.2%，較市場預期高
1個百分點，而單看9月，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按月增速達1.46%，為今年來最快
增速，加上黃金周帶動，預期10月的零
售總額按月增長更勝9月，內地消費市道未減弱，有利經濟向內需轉型。

中國穩定增長 勢振全球股市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認為，經濟下滑趨緩，貨幣適度寬鬆，9月央行M2同

比上升14.8%，意味流動性進入適度寬鬆狀態，有利股市穩定和企業融資，刺激經
濟活動。而國家投資力度正加大加快，發改委近期批准破萬億元的地鐵和鐵路軌道
交通項目，將逐漸對經濟增長帶來推動作用，尤其溫總稱中國經濟基本趨於穩定，
這對全球十分有利。

李大霄指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
國經濟回穩，尤其是內需市場擴張，有利增加進口需求，對世界經濟和市場穩定都
有益。未來全球股市、基金和商品市場將受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利好而受到提振。

新增貸款下降 反彈仍存隱憂
不過，有投資界人士認為，要讓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重拾信心，僅憑一兩個

月數據並不夠。例如中國出口有所反彈，可能與「十一黃金周」及iPhone5上市銷
售有關。同時，中國銀行業仍未能大幅放寬信貸以支撐經濟。內地金融機構9月新
增人民幣貸款6,232億元，較8月的7,039億元下降11%，亦影響往後的反彈勢頭。

涂國彬亦認為，內地經濟周期見底，並不代表經濟增長可迅速反彈，並回升至從
前9%以上的水平。事實上，經過多年的快速成長，內地工資已上升不少，勞工成
本上升使依靠製造業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模式不能維持現有的經濟增速，必須進行
結構上的改革，如減少重複徵稅、放寬價格管制實行市場化以及打破國企壟斷部分
重要產業之局面，激活民間投資，為經濟帶來新的推動力，才有望令未來經濟增長
保持在7%以上甚至更高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李

昌鴻）中國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速放緩至09年首季以來的

最低水平，顯示內地經濟已低位企

穩。數據公布後，亞太區股匯市場

大受鼓舞，澳元升至兩周新高見

1.0414，港元逼近強方兌換上限，

人民幣亦創出匯改以來新高。亞太

股市也普遍造好，日股升2%，上

證升1.24%，港股升0.48%。分析

指，中國經濟在回穩，令全球信心

提振，反映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的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日益增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歐美經濟
轉衰，香港作為亞太區重要的樞紐地區，
吸引海外及內地企業來港擴展亞洲業務。
投資推廣署及統計處

昨發表的調查顯示，在港經營業務的海外
及內地公司數目達到7,250間，按年升
4.3%，創歷年新高，較2001年增長
62.3%。駐港公司共僱用約38.8萬員工，
按年多聘2萬人或增加5.7%。

成企業進出內地雙向平台
環球經濟已經經歷了3年不景氣，投資

推廣署署長賈沛年昨認為，今年海外及內
地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上升，反映香港繼
續是亞洲理想的商業城市。他表示，無可
否認，環球經濟情況嚴峻，內地經濟亦有
所放緩，視乎情況的進一步發展，兩者短
期內都有可能令海外及內地公司在港的數
目下降；但長遠來說，該署深信香港能繼
續吸引投資者進駐。

賈沛年指出，由於香港鄰近內地，提供
一個雙向平台，一方面有利海外公司進駐
內地，而內地公司亦能以香港為據點邁向
國際市場。

據投資推廣署及統計處該項於今年6月
做的調查顯示，7,250間海外及內地公司
中，有3,883家把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
設於香港。當中，有約一半的公司來自美
國、日本、內地及英國。而美國於今年的
調查中有1,388家公司設立駐港公司，較
2001年的808家淨增580家，增長達72%，
成為最多企業在港設立公司的國家，日本
及內地分別有1,218間及853間，內地駐港
企業數目較2001年增長112%。

在駐港公司企業中，主要經營的業務為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共有3,297

間；金融及銀行業按年升8.8%至1,152
間，反映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吸引
力增強。

四成受訪公司憂高樓價
然而，有約四成受訪駐港公司認為，香

港寫字樓及住宅租金高昂，對設立辦事處
不利。該調查同時顯示，有24%受訪公司
認為本港的整體營商環境變差，賈沛年回
應稱，僅僅有3%的受訪公司表示考慮於
未來撤離香港或轉至其他國家或地區，有
22%的受訪公司表示計劃在未來3年擴充
在香港的業務。同時，他指出，除此之
外，表示想來港設公司的內地母公司數目
仍然有很多，因此他預期明年內地公司駐
港的勢頭依然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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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證綜指昨日升1.24%，杭州

兩名股民心情愉快。 新華社

■賈沛年(右)認為，駐港外企數目上升，

反映香港繼續是亞洲理想的商業城市。旁

為政府統計處高級統計師羅翠鳳。劉璇 攝

上證
綜合指數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