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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3月28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320.25（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在環球主要市場
中，以日股首季

表現最凌厲，日經指
數升18.67%，美股升
10.85%並曾創新高，
澳洲亦升6.83%。連受
歐債問題困擾的德、
法、英股市也分別升
2 . 5 6 %、 2 . 4 8 %、
8.89%，至於被國家收
緊政策所打擊的上證
指數要跌1.45%，仍跑
贏 指，而國指首季
勁跌4.72%，跌幅令人
失望。港股表現遜
色，則主要是受歐債
問題及內地收緊政策
雙 重 打 擊 （ 見 另

稿 ）， 首 季 下 跌
1.58%，這是兩指數三
個季度以來的首次季
度下滑。

「空軍」發難 沽空比率升

至於昨日大市，午後傳出中銀監收緊內銀尤其鄉鎮銀行的產品監管，是
內銀股昨日大跌並拖累大市的主因，主板沽空比率較周三的8.76%急升至
昨日的11.4%，反映投資者對後市不樂觀，「空軍」乘勢加大部署。國指
收報10,896點，跌137點跑輸大市，下月期指跌145點，高水16點，成交合
約7.75萬張。
有市場人士指，中銀監擬收緊銀行的風險控制，特別是加緊規管鄉鎮銀

行的投資產品，影響內銀股的非利息收入，部分業績欠佳，淨息差正在收
窄的內銀股更雪上加霜。上證及深成指因而急挫2.8%，中小型的民行
(1988)更首當其衝，大跌近8%，招行(3968)及信行(0998)跌逾4%，交行
(3328)及重農行(3618)跌近4%。

銀監出手 中資金融股捱沽

中資金融股亦不能倖免，財險(2328)跌1.68%，太保(2601)跌1.73%，國壽
(2628)跌2.9%。市場預期A股續跌，A股ETF全線跌，中資證券行也被拋
售，第一上海(0227)跌
5.55%，國泰君安(1788)
及中信証券(6030)跌近
4%。
公用股成資金避難

所，電能(0006)逆市升
1.67%，煤氣(0003)升
0 . 9%，中電(0002 )升
0 . 4 4%。重磅股匯控
(0005)亦跌1%，招商局
(0144)業績表現差，續跌
4.32%成跌勢最勁藍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首季最後一個交易日，

指曾大跌330點，主要因臨近復活節長假期前夕，投資者傾

向沽貨避風險，幸好尾市跌幅收窄，全日只跌165點報22,299

點，成交737億元。雖然昨日跌市，但全周計仍累升184點，惟

分析員指出，內地政策左右A股與港股走勢，目前有跡象中央

政策趨向收緊，相信仍會打擊假期後的大市氣氛。 指整個首

季下跌1.58%，不單跑輸美、日、澳洲及歐洲主要市場，甚至

比A股表現更差。

港上月人幣存款增4.4%

首季新股集資80.99億瀉17.5%

嚴管理財產品 損內銀非利息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昨日A股大瀉，滬指失守2,300點，收市報

2,236點，單日急跌2.82%；深成指亦跌2.88%，收報8,959點，雙雙創3個月收市
新低，並拖累港股下跌，內銀股慘遭洗倉。A股慘狀主要受銀行股等板塊重挫
引發，中銀監前晚（27日）正式宣布加強監管銀行理財產品，要求商業銀行符
合資金來源原則，理財產品須與投資資產對應，規定每個理財產品均單獨營
運。市場預料措施略拖累內銀有關收入2%。
中銀監提出《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

銀行按規定管理理財業務資金，投資在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總額，不可高於理
財產品總額的35%，或高於上年度總資產的4%，以較低者為準，同時不能承
諾為有關產品提供擔保或回購。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即不在銀行間市場和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債權資產，

如信託貸款、委託債權、信貸資產、承兌匯票、信用證及應收帳款等。

資本率股本回報率勢受壓

該通知亦要求商業銀行遵守資金來源運用對應原則，推出的理財產品，要與
所作投資資產一一對應，為求各理財產品獨立營運管理、建立賬目及核算。並
須於今年底前完成風險及計提資本計算。
分析認為，中銀監有關規定主要針對欠缺透明度的理財產品，藉以打擊影子

銀行，由於理財產品為相關銀行的組成要素。但牽一髮動全身，整頓理財產
品，將影響銀行非利息收入表現。瑞銀指，現時內銀的理財產品餘額達8.8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總額達3.7萬億元，佔理財產品
餘額逾42%，已超出新規定要求列明的35%。銀行為符合要求，有可能將超額
的6,160億元表外資產撥入資產負債表，導致銀行的資本比率及股本回報率受
壓。

大型銀行收入料影響不大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報告指，影子銀行發展將導致內銀信貸損失增加、淨息差
收窄。該行亞太區金融機構評級董事總經理兼分析經理曾怡景相信，今年內銀
盈利、淨息差及信貸成本將受壓。
截至去年底止，內地五大銀行的理財產品餘額合共超過3萬億元，其中表外

資產佔各行總資產約2%至5%，部分券商認為新規定對大型銀行收入的影響不
大。中信証券預料對銀行收入的負面影響不高於2%。招商証券預料對銀行淨

利潤的負面影響不高於3%。

民行信行未達標 招行近上限

花旗表示，按有關規定，民生銀行（1988）及中信銀行（0998）均未能達
標，招商銀行（3968）則接近上限，預料有關業務回報將會下跌。惠譽國際估
計，整體市場理財產品餘額，由2011年的8.5萬億元，增加至去年底約13萬億，
佔銀行體系存款的14.5%。
為管理影子銀行，中銀監亦向農村中小型金融機構提出多項規定，要求有關

機構嚴加控制平台貸款，平台貸款餘額只許降、不許增。除中央重點在建和續
建項目，不許發放新平台貸款；不許利用購買平台公司債券、短期融資券、中
期票據、信託產品等方式，向平台公司提供融資。並確保資金優先用於支持農
業及小型企業，建立影子銀行關聯業務風險防火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金管局昨公布2月份銀行存款統
計，上月人民幣存款上升4.4%，至6,517億元人民幣創新高；跨
境人民幣匯款總額2,217億元人民幣，較1月份的2,685億元人民幣
為低。2月存款總額減少1.2%，其中港元存款減少3%，外幣存款
總額微升0.7%。
2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微跌0.2%。在港使用貸款跌0.7%，境外

使用貸款增0.8%。港元貸存比率由1月底78.4%，上升至2月底
79.7%。經季節因素調整後，港元貨幣供應量M1按月增加1.3%，
同比升17.2%。未經調整的港元貨幣供應量M3按月下跌2.7%，同
比升8.5%。
另外，截至2月底，外匯基金的總資產為28,958億港元，較1月

底減少70億港元，其中外幣資產增加7億港元，港元資產則減少
77億港元。

港鱷資6750億 兩年增38%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發表有關對沖基金活動調查報告，結

果顯示本港對沖基金業持續增長。報告指，截至去年9月底，本
港所管理的對沖基金資產總值為871億美元（約6,750億港元），與
上次2010年9月的調查比較，增長38%。
截至2012年9月30日，證監會持牌對沖基金經理在香港管理的

對沖基金數目達676隻，較2010年9月的538隻增逾25%。對沖基
金管理資產總值增至871億美元，增加38%；高峰水平為2008年
的900億美元。
對沖基金的投資者94%來自海外，大多數為對沖基金的基金、

銀行、保險公司、退休基金及其他機構投資者。其中美洲投資佔
資產總值的42.6%；歐盟佔18.6%；香港投資者則佔6.1%。
參與調查的對沖基金經理主要投資於亞太區，在亞太區的投資

佔管理資產總值65.4%，其中香港和中國內地佔27.5%。對沖基金
主要投資股票、主權債券及信貸投資工具。由於主要採好淡持股
策略，故股票投資佔最多。調查向348家於2012年9月30日識別為
對沖基金經理的持牌法團發出問卷調查，提供截至去年9月30日
止在港管理對沖基金組合的資料和數據。

交行：托管產品符內地法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交通銀行

(3328)在港設首間資產托管中心，該行資產
托管部總經理劉樹軍在出席成立儀式後表
示，中國銀監會日前公布規範商業銀行理財
產品及規模，但交行托管產品全部符合內地
法規，亦不做不符合規章產品，故規範對該
行沒有影響。
他指，新的托管中心將進一步推動該行的

財富管理業務，成為行銷及營運平台，有助
擴大托管產品及服務，吸納來自亞太區的客
戶及資金。該行並期望於2至3年內，可將現
時在港境外資產規模約800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一倍，而截至2013年2
月底，該行的資產托管總規模逾1.8萬億元，當中養老金達5,500億元。劉
氏又表示，現時未有考慮併購其他資產管理中心，但未來期望於英美建
立其他資產托管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2013年第一季已過，本
季共有11隻新股掛牌上市，合計集資80.99億元，按年
跌17.5%。當中7隻在上市首日股價表現上漲，另外4
隻首日下跌。去年首季共18隻新股上市，總集資額
98.18億元。

中石化煉化傳籌156億

有消息稱，第二季將有多隻大型新股醞釀上市。其
中中石化（0386）母公司中石化集團分拆的中石化煉
化工程市傳其將於4月18日進行港交所（0388）上市聆
訊，該公司擬集資最多156億元。此外，兩金融機構內
地券商銀河證券和光大銀行均有機會在本季上市，兩
新股擬合計集資近300億元。另有多家地產商也有進行
分拆的可能性。但有分析師指出，因近期市場環境欠

佳，並不利於在第二季進行大型的集資活動，預測第
二季新股市場表現或不如首季。

施伯樂策略配售上創板

另外，本港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施伯樂策略（8260）
公布將以配售方式於香港創業板上市。公司擬按每股
0.41元，配售1億股股份，當中包括7,500萬股新股份及
2,500萬股銷售股份，預期下月10日上午9時正開始於
創業板買賣，每手1萬股。
公司預期，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140萬元，其中

29%擬用作拓展香港現有行政人員/員工搜尋及外判人
力資源服務；38.4%用作開發內地及新加坡市場；約
14%用作升級eHRIS軟件；約9.3%用作發展其他人力
資源支援服務；及約9.3%用作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港股下季恐仍反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大市首季本來延續去

年底的強勢，更曾於1月30日創近21個月新高見頂，可
惜美國公布去年第四季GDP意外收縮， 指便大幅向
下，先後跌穿10天及20天線，在2月中更跌破50天線，
即使反彈亦難見強勢。季末更先後受塞浦路斯事件、
人行「收水」及中銀監收緊監管衝擊，令大市原期望
在假期前能回升上約22,517點水平，結果反而下跌，
幸虧最後仍能險守10天線(22,258點)水平。

料22000至22500上落

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表示，美股高位向
下，意大利政局也不穩，隨時要重新選舉，都為大市

在開市前已添上陰霾，加上內地加強內房及內銀股的
規範，對後市肯定不利，大市原本要上試20天線(22,517
點)，但未能成功突破，預料第二季初段，指數仍不能
走出反覆局面，繼續維持在22,000至22,500點上落。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表示，近兩周市

場氣氛不佳，大市尾段的跌幅雖收窄，但全日下跌的
股份數目，明顯多於上升股份，昨日主板上升股票只
有326隻，下跌股票703隻，顯示市場基調不好，加上
傳出中銀監收緊內銀股監管，令A股前景更不明朗，
下周或繼續拖累港股下跌，由於下周只有3個交易
日，故他對下周港股表現不樂觀，料步入4月下旬，
大市才有較明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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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資產托管部總

經理劉樹軍。 方楚茵 攝

■上證首季跌1.45%，仍跑贏跌1.58%的 指。

圖為昨日在安徽阜陽市一股民。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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