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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彈163點 扭兩日跌勢
後市料窄幅上落 資金轉炒國策受惠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隨外圍

反彈，高開167點，午後升幅一度收窄至約

20點，低見23,163，其後在內地股市倒升帶

動下升幅擴大， 指收報23,307點，升163

點或0.71%，終止兩日跌勢，主板成交額

655.9億元。國企指數收報11,683，升157點

或1.37%，跑贏大市。逾半數藍籌報升，內

銀股反彈，友邦以最高位收市，推高 指22

點。

A股探底回升
滬指逼2400

標普調升內房展望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標普發表報告表示，雖然大部

分發行美元債券的內房企均沒有為外幣進行對沖，但該行預
期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可能性不大，故相信發行外幣債券的內
房企面對的匯率風險應較小。此外，標普將中國住宅房地產
發展板塊的前景展望，由「負面」調升至「穩定」。

大房企成交量或升10%

標普信用分析師符蓓在電話會議中指出，內地100個大城市
的平均住宅售價將隨經濟增長而增長，預計今年整體樓價上
升5%。成交量方面，預料大型發展商的升幅或達10%，主要
由於大型內房企過去一直致力增加土地儲備，但小型發展商
成交量則可能出現倒退，主要由於小型發展商在銷售及融資
上不及大型發展商，加上其項目多集中於個別城市，所面臨
的政策風險較大。

調控力度料不會大增

近期傳有內地將有房地產調控政策出台，標普企業評級副
董事陸楓稱，如果個別地區的樓價升得過急，面對調控的風
險會比較高，但相信中央未來調控政策會把剛性需求的買家
與投資買家區別對待，並認為調控力度不會大幅加大。符蓓
說，目前內地樓市調控已非常嚴苛，市場需求亦比原來健
康。即使內地有新的調控政策出台，料對樓市的影響將溫
和，對樓市的打擊不會太大，相信樓市調控會較為平穩。

該行又指，內房股今年內有更大機會獲正面信貸評級，因
有更佳的銷售前景，而內房亦更嚴謹進行財務管理，以及有
更多融資渠道。對於萬科等內房相繼赴港拓展海外業務，符
蓓表示，雖然開拓海外市場存在一定風險，但目前有拓展計
劃的都是龍頭內房，加上拓展只是小規模項目，認為只是龍
頭企業測試市場反應，風險可控，不會影響其評級。

穆迪：中國經濟可免硬 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穆迪發表報告表示，中國經濟

在逐步回暖，硬 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穆迪認為，雖然經
濟增長反彈是正面因素，但若反彈依靠的是信貸的充足程
度，而且不受制約。隨 時間的推移，這也會造成信貸壓
力，並可能抵銷最初對經濟產生的益處。

今年料增8%  出口將改善

該報告指出，2013年中國經濟的起步相對好於2012年，這
一點體現在穆迪將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測修訂為8.0%，高於
2012年7.8%的實際GDP增長率，2013年的GDP增長率還可能
會更高。政府對於經濟刺激措施進行調整的政策已幫助中國
的整體需求出現反彈，去年第四季度零售額和工業產值回升
也反映了這一點。

此外，2012年消費對整體GDP增長的貢獻略高於投資，這
是經濟再平衡的早期跡象，也代表了另一個有利因素。全球
經濟趨穩已改善了中國的出口情況，並支援中國的經濟增長
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楚茵）中國人最
叻「好天斬埋落雨
柴」，現時人均壽命
又愈來愈長，自然要
早早為退休生活作籌
謀。然而匯豐銀行昨
公佈有關未來退休生
活的調查就顯示，即
使受訪的1,000名本港
受訪者預期自己的退
休生活為17年，但實
際所作的退休儲蓄卻
只夠11年開支，與實

際所需有6年差距。此結果雖對比全球及亞洲
區的分別8年及7.6年差距為佳，但反映港人需
更周詳的理財規劃作退休準備。

該調查指，港人要確保過上舒適的退休生
活，每年需要43.6萬元家庭收入才可以，相對
亞洲區的平均每年需要32萬元高出逾36%。匯
豐香港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施穎茵
指，港人對退休生活有較高期望，但退休儲蓄
卻不足以應付長達17年退休生活。

置業問題成最沉重負擔

雖然港人明白及早為退休生活作準備的重要
性，香港亦是受訪的15個國家及地區中第二個
最願意為退休而儲蓄的地區，一般亦認為最遲
需於38歲開始作出理財計劃，但奈何調查顯

示，仍有52%受訪港人認為自己的退休準備不足，當中
有9%更是完全沒有準備。

港人最憂慮的置業問題，亦成為該調查中港人作退休
準備時的最沉重負擔，有42%港人表示支付按揭會影響
其退休儲蓄，其後分別為支付子女的教育費、減薪及經
濟衰退。另外對於意外支出，亦有30%的港人會動用退
休儲蓄應付。

需及早作周詳理財計劃

而影響近200多萬本港市民退休福利的強積金，施穎
茵認為，強積金在退休儲蓄上仍扮演重要角色，屬長遠
投資，但市民不宜忽略其他理財計劃，需作其他投資配
合增長。而去年底股市向好，不少投資者轉向或增加股
票投資比例，施穎茵就建議，投資者在進行較進取的理
財投資時，需留意其可承受的風險。

港股昨早大幅高開後一度回軟，升幅曾收窄至僅
20點，但內地A股午後發力，上證綜指跌轉升

0.6%，帶動港股在下午重拾動力，全日升163.5點報
23,307點，扭轉兩日跌勢，成交657億元。市場人士
指，港股經昨日反彈，已回升至近10天線（23,317點）
水平，技術上暫有支持，後市還看A股走勢，相信資
金會繼續「炒股不炒市」，流向國策受惠股。

風力太陽能板塊續受捧

國指跑贏大市，升157點，收市報11,683點，但即
月期指收報23,221點，低水86點。訊匯證券行政總裁
沈振盈表示，農曆新年假期後，成交較早前淡靜，
主要因內地A股表現未乎預期，歸咎於內房股等板
塊，受到各種國策影響，連帶內銀股也疲弱，令港
股升勢受阻，相信港股短期只能在23,000至23,500點
之間窄幅上落。他認為，部分股份雖受國策因素打
擊，但同時較受國策支持的風力、太陽能與頁岩氣
板塊，短期內仍有炒作。

內銀股反彈 濠賭股仍弱

逾半藍籌向上，匯控（0005）微升0.06%，友邦
（1299）獲券商唱好而升2%，以全日最高位32.25元
收，創上市新高。港鐵（0066）升1%再創5年新

高，中石油（0857）升2.87%，中移動（0941）業務
數據理想，加上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
出任中移動母公司中移動集團外部董事，刺激股價
升0.9%。

內銀股終於反彈，中行（3988）及民行（1988）
升超過2%，農行（1288）升1.95%，建行（0939）、
工行（1398）、交行（3328）及招行（3968）升幅均
超過1%。不過近日同樣疲弱的濠賭股繼續偏軟，而
跌幅則低於1%。

新春旺銷 莎莎升8%破頂

風電股獲德銀看好前景而被炒上，中國高速傳動
（0658）大漲16%，金風科技（2208）升逾1成，中國
風電（0182）及大唐新能源（1798）分別升6.45%及
5%。半新股翠華（1314）愈升愈有，股價再創新
高，昨天曾升逾9%，收市報4.26元，升6.23%，較招
股價2.27元已累升近9成。農曆新年銷售增長理想，
令莎莎（0178）升近8%，股價也告破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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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銀股昨普遍反彈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1988 民生銀行 10.88 +2.45

3988 中國銀行 3.80 +2.15

1288 農業銀行 4.19 +1.95  

0939 建設銀行 6.50 +1.72

1398 工商銀行 5.67 +1.25

3968 招商銀行 17.88 +1.25 

3328 交通銀行 6.21 +1.14

0998 中信銀行 5.09 +0.79

3618 重農行 4.48 -0.88

中移動聯通3G上客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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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新年伊始，本
港新股市場或在蛇來運到下重新活絡起來。
據路透旗下IFR消息，逾800企業排隊等待A股
IPO，始終有企業不打算乾等，主動尋求出
路。重慶銀行A股上市計劃在等待近五年後，
今年計劃轉向香港H股市場尋求IPO，計劃籌
資5億至6億美元（約39億至46.8億港元）。

除有太多企業排隊等待A股IPO的因素外，
重慶銀行計劃來港上市的原因亦包括內地政
府沒有制定明確的城商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在
上海或深圳上市的政策和標準。據了解，上
海銀行以及位於黑龍江的龍江銀行都亦已決
定來港上市。

歐化傢俬最快下月招股

此外，由英皇集團分拆旗下歐化傢俬已推
展其上市計劃，最快3月進行公開招股，4月
掛牌，惟暫未知集資金額。事實上，早在
2008年，主席楊受成已表示集團或將分拆歐
化傢俬和元綠壽司在港上市，惟一直未見行
動。

另外，市場消息指，由添利（0093）分拆
的石油工程服務商添利百勤，已覓得最少四
名基石投資者。公司計劃集資1億美元，而基
石投資者的認購額佔其中約三之一。公司已
展開推介，計劃本周五啟動路演，27日定
價。建銀國際、銀河證券及聯昌為聯席簿記
管理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內地三大電信
公司中國移動（0941）、中國聯通（0762）和中
國電信（0728）昨日齊齊公佈今年1月份上客
量，其中中移動和中聯通3G淨增量雙雙創歷史
新高，而中電信3G淨增量則維持平穩。不過，
這三大電信商的2G上客量則均出現負增長，其
中以中移動2G客戶流失量最多。

上月分別增28%及17%

中移動公佈1月份淨增3G客戶705.1萬戶至
9,497.9萬戶，較去年12月的歷史高位549.9萬戶
再勁增28.2%，但當月其2G客戶則出現淨減少
267.3萬戶至6.19697億戶，較去年12月的247萬戶
流失量增加。

中聯通公佈1月份淨增3G客戶366.9萬戶至
8,012.5萬戶，較去年12月的313.2萬戶淨增量亦
大幅增加17.1%，但當月其2G客戶則出現淨減
少6.4萬戶至1.62792億戶，較去年12月的3.6萬戶
流失量略增。

中電信3G客淨增量略減

中電信公佈1月份淨增3G客戶301萬戶至7,206
萬戶，較去年12月的320萬戶淨增量略少；當月
其2G客戶亦出現流失，淨減少45萬戶至9,112萬
戶，較去年12月的62萬戶流失量減少。

有分析指出，1月份中移動和中聯通3G客戶淨
增量大幅上升，而2G客戶流失量亦增加，與其
2G客戶轉移到3G網絡有一定關係。

聯通寬帶上網用戶大增

另外，中聯通昨日亦公佈1月份淨增寬帶上網
用戶68.2萬戶至6,455.1萬戶，其淨增量較去年12
月的9.3萬戶大幅增加，但屬於正常水平，而去
年12月有關上客量為去年全年最少的一個月；
當月淨增本地電話用戶12.8萬戶至9,208.5萬戶，
而去年12月其本地電話用戶則出現淨減少46.5萬
戶。

中電信昨日亦公佈1月份淨增寬帶上網用戶95
萬戶至9,107萬戶，其淨增量較去年12月的104萬
戶略少；當月其本地電話用戶則出現淨減少23
萬戶至1.6277億戶，其流失量較去年12月的104
萬戶減少。

馬時亨任中移動母外部董事

另據《中國組織人事報》報道，于甯、馬時
亨任中國移動母公司中國移動集團外部董事，
而鍾瑞明則不再擔任中國移動集團外部董事職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蛇年連跌兩日的滬深股
指昨止跌回穩，全天現探底回升走勢。滬指收報2,397點，漲14
點或0.60%。深成指報9,645點，上漲94點或0.99%，成交量滬減
深增，分別972.2億元人民幣(下同)和958.7億元。

早盤銀行、券商等金融股繼續調整走勢，打壓股指下探， 滬
指在20日均線獲支撐。午後反彈上揚，收盤離2,400點僅一步之
遙。深指低開小幅下探30日線獲支撐，之後一路走高，但收盤仍
在20日線下方。深創業板低開走高創近期新高站上850點，收漲
3.8%。

板塊方面，燃氣、醫藥、醫療器械、節能環保等題材股漲幅居
前，僅銀行和運輸物流板塊收跌。部分省市醞釀上調天然氣價
格，燃氣股漲幅4.45%領漲大盤，陝天然氣漲停，長春燃氣、深
圳燃氣等漲幅居前。

環保股領漲 銀行股未止跌

環保板塊受益環保部投3,500億治氣等消息刺激領漲大盤，首
創股份、創業環保漲停，天壕節能、興蓉投資、萬邦達漲超
6%。同樣活躍的醫藥板塊漲近4%，漲幅居前，海翔藥業、振東
製藥、華潤雙鶴、山大華特等漲停，九芝堂漲8.52%、華潤三九
漲9.68%、現代製藥漲7.42%。受被外資、基金減持消息拖累，銀
行板塊昨弱勢領跌，平安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跌超2%。

德盛安聯：看好港股及A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德盛安聯亞

太首席投資總監陳致強昨日表示，亞洲經濟
在2012年下半年已經見底，今年經濟將進一
步溫和上揚，大量流動資金注入市場，令亞
洲資產價格繼續受惠。他認為，區內通脹趨
勢下滑，亞洲經濟可於今年上半年進入在穩
定增長和溫和通脹之間取得平衡的狀態。

美未來一年料不會加息

陳致強稱，區內對內地、香港、日本和印
度的股市均持正面看法。他表示，上證綜合
指數現處於12倍市盈率，CSI300指數為10
倍，而上述指數的合理值約14至15倍，因此
看好A股，包括金融及工業板塊。港股方
面，看好金融及地產板塊，雖香港樓市存在
泡沫，惟暫時不會爆破，要等加息周期開始
才會導致風險增加，鑑於樓價仍有上升空
間，因此他認為本地地產股仍可再追高。

此外，德盛安聯大中華及東南亞機構業務
總監余天佑認為，新領導班子的新政策可繼
續支持港股，本港地產發展商資產淨值具上
升潛力，收租股亦可受惠於物業分散。至於
環球經濟，陳致強則表示，美國經濟預計今
年增長2%，債務上限問題將可解決，樓價已

自低位回升，預期美國未來一年不會加息。

人行正回購非收緊銀根

近日人行進行正回購，陳致強認為，人行
只是將春節期間注入市場資金回籠，反映人
行對內地通脹持審慎態度。不認為是收緊銀
根，因此市場不應視為負面影響。他認為今
年A股市場受惠公司盈利上升。

■港股昨隨外圍反彈，收升163點，終止兩日跌勢，主板成

交額655.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陳致強（左）認為，本地地產股仍可再追

高。旁為余天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璇 攝

■中移動上月淨增3G客戶705.1萬戶，創新高。

■施穎茵稱，市民不宜

忽略理財計劃。

方楚茵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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