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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引起投資者

廣泛關注。進入10月份，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已超

過0.5%（年初至10月23日已升值2.4%）。從外圍

看，近期人民幣匯率突破阻力位，也與美國暫緩

退出量化寬鬆的預期相關。10月以來，參考一籃

子貨幣的美元指數已從80.141跌至79.22（跌幅近

1.15%）。

境外資本續流入內地市場

分析內地宏觀經濟形勢，今年第二季度GDP數

據（同比增長7.5%）公佈前後、特別是6月底的

內地「錢荒」期間，海外市場不時傳來「唱空中

國」論。但是，近期公佈的第三季度GDP數據

（同比增長7.8%）和9月份CPI指標，佐證了中國經

濟整體運行上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國家外匯管

理局公佈的跨境資本項目統計數據，則再次驗證

了海外市場關於中國經濟的「言行不一」現象，

即部分外資唱空中國的同時，境外資本卻持續加

倉中國市場。

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QFII/RQFII項下合計錄

得淨流入66億美元（同比增長3倍），對比2012年

全年QFII項下錄得淨流入77億美元。另一方面，

內地公佈金融機構9月外匯佔款增加1,263.62億

元，創今年以來新高；金融機構外匯佔款餘額升

至27.52萬億元。2013年1月-9月，銀行累計結匯

13,756億美元，累計售匯12,089億美元，累計結

售匯順差1,666億美元。持續的資金流入加快了人

民幣的升值步伐。

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展望未來，伴隨內地經濟繼續保持穩健增長、

外圍主要經濟體系維持溫和的復甦進程，內地開

啟新一輪的金融市場改革的時機也日益成熟。特

別是在資本項目放鬆管制與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

化方面，內地將繼續推出市場導向的改革措施，

並以此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近期倫敦、新加坡已分別取得800億、500億人

民幣RQFII額度，將有助於推動歐洲和亞太地區人

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中國和英國已經同意落實

人民幣—英鎊直接交易，此舉將使英鎊成為第四

種直接與人民幣交易的貨幣。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市場預

期，內地還將擇機擴大人民幣匯率每日波幅限制，從而進一步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些改革措施所蘊含的市場機遇與

風險，值得投資者關注。（以上資料

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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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建設銀行(0939)公布今年第三季業績，期內錄得純

利567.71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上升9.4%，但稍遜於市場

預期，每股盈利0.21元。於第三季，建行淨利息收入988.50億元，按

年升8.2%，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245.64億元，按年升18.8%，資產減

值損失按年升14.3%，至95.79億元。

而今年1至9月三個季度，建行純利1,764.82億元，按年上升

11.56%，每股盈利0.71元。期內淨利息收入按年升9.8%，至2,865.1

億元，淨利息收益率為3.71%，淨息差為2.54厘，兩者按年均收窄

0.03個百分點。

期內，建行客戶貸款和墊款總額83,772億元，較去年底升

11.51%，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按年升14.5%，至800.88億元，成本兌

收入比率按年跌0.22個百分點，至22.6%；股東回報率按年跌0.8個百

分點，至23.38%。

9月底不良貸款比率0.98% 

在資產質素方面，建行稱，截至9月底的不良貸款餘額為820.87億

元，較上年底增加74.69億元；不良貸款比率為0.98%，較去年底下

降0.01個百分點。減值準備對不良貸款比率為267.88%，較去年底跌

3.41個百分點；銀行存貸比率為69.14%。

截至9月底，建行資本充足率為13.52%，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10.87%，今年較6月底分別升0.18及0.21個百分點。

建行第三季純利增9.4%

永隆：離岸人民幣拆息趨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卓建安）

永隆銀行司庫蕭
啟洪日前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
最近內地銀行同
業拆息持續上
升，料不會對離
岸 人 民 幣
（CNH）拆息市
場帶來大的影
響。
蕭啟洪表示，

6月份內地爆發
「錢荒」，離岸人
民幣3個月拆息

曾升至3.6厘，之後有關拆息一直下跌，目前已跌
至2.4厘左右。最近上海銀行同業拆息持續上升，
但離岸人民幣拆息市場則一直維持穩定，沒有明

顯上升。

蕭啟洪：或現技術性上升

蕭啟洪認為，由於在岸人民幣與離岸人民幣始
終是兩個資金池，一個是大池，一個是小池，中
間有個「閘口」隔開，內地銀行同業拆息上升，
對離岸人民幣拆息市場不會有大的影響，但不排
除內地銀行同業拆息明顯上升，也會令離岸人民
幣市場拆息出現技術性的上升。
人行已連續數日停止逆回購，引發上海銀行同

業拆息連續多日上升，其上升趨勢並逐步由隔夜
息向1個月期拆息蔓延。上周五（25日）1個月上
海銀行同業拆息上升102.2點子至6.422厘。蕭啟洪
表示，此次人行停止逆回購引發銀行同業拆息上
升，除與美元匯率下跌、人民幣匯率上升，監管
機構擔心海外游資流入內地外，更重要的是監管
機構希望引導貸款流向應該去的地方。
蕭啟洪續稱，9月份內地樓價升幅顯著，「政府

壓都壓不住」，房地產風險升溫。監管機構有可能

進一步限制房地產按揭貸款，限制銀行資金進一
步流入房地產市場，或者會推出新的房地產調控
措施。

料中央推新樓市調控措施

本月18日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率領銀行公會代表
團在北京訪問時表示，關注本港銀行貸款增長過
快，將推「穩定資金措施」，加強銀行的流動性管
理，要求貸款增長較快的銀行，增加資金規模，
以確保有穩定資金供應。
據公布，今年前8個月，本港銀行貸款年增長率

為18.8%，增速遠高於存款，貸存比率也升至
72%，增幅主要來自非本地使用貸款。
蕭啟洪昨日在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相信金

管局的「穩定資金措施」，不會對本港銀行帶來大
的影響，也不會促使銀行大力吸納存款，引起銀
行存款息率明顯上升。不過，不排除有的銀行會
對個別客戶以較優惠的利率吸納定期存款。他續
稱，有的銀行或者發行存款證以解決資金問題。

券商：內銀沽壓未消 拖累大市

ADR反彈 港股料續波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上周連跌四日，累跌逾700點，分析

員預期今日 指可望技術性反彈，從美國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走勢顯示，

指今日可高開約100點，近期相當疲軟的中移動(0941)亦反彈0.7%，折合

80.66港元，料有利港股技術反彈。惟本周三期指結算，相信港股後市會續

波動，如無特別利好消息，淡友在期結前可能繼續「發功」，沽盤主導大

市。此外，中聯重科(1157)被抹黑一案水落石出，料有利該股短期股價。

銀河證券機械行業首席分析師邱世梁
指出，中聯重科有分拆概念，加上

近年累積跌幅頗大，今次抹黑事件揭發
後，料有助該股股價造好。因為內地有關
部門拘捕發表失實文章記者一事，令該股
上周累跌近一成，市值蒸發9.58億元，若加
上A股部分，該股近兩天已蒸發掉32億元人
民幣。

中聯重科有望追回升幅

市場人士指，在真相揭發後，該股有望
追回升幅，預計有8%-10%的上升空間。港
股方面，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
示，美國違約風險暫時消除，但隨之內地
「水緊」的消息卻對市況帶來壓力。過去兩
周，人行暫停進行逆回購操作，加上北京
推出新一輪房調措施，消息令市場憂慮內
地銀根可能轉為偏緊，中資金融股所受的
壓力最大，拖累大市表現。他相信，市場
要待中資金融股的第三季業績發布後，才
有望扭轉港股偏弱的局面。技術上， 指
短期升勢受阻，但總體應能保持穩定，支
持位約在22,500至22,700點。
不過，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國彬

則較悲觀。他指出，港股經過逾一個月在
22,700至23,500間約800點的窄幅上落後，
上周終於向下突破，短短三個交易日，

指自23,500水平跌至上周五最低的22,640
點，調整幅度逾800點。

期指將結算 大市暫難樂觀

這是由於市場繼續憂慮內地將會收緊流
動性，上海銀行同業拆息也顯著抽升，上
證近日更跌穿9月底低位，自然拖累港股向
下。他不排除有期指大戶借此情勢在期指
結算前繼續向港股施壓，故大市本周整體
走勢未許樂觀。技術上， 指上周三重挫
後，已形成「大陰燭」，一舉跌穿6月起的
上升軌，上周四、五延續跌勢，預計最接
近的調整目標，是今年6月起升浪的
23.6%，即22,576點，若短期無利好消息刺
激，甚至會跌至250天線，約22,350點水
平。

濠賭科網股獲利盤漸消化

他特別指出，各類股份中，內銀股給予
大市的壓力最大， 生H股金融指數已跌
穿保歷加下軌，但仍繼續尋底，顯示投資
者沽貨動力甚強，可能由此影響大市表
現。相反，近日出現大量獲利回吐的濠賭
股和科網股，卻有喘定 象，不少股份在
低位已見支持，甚至逆市以陽燭收場，反
映只要獲利盤被消化，該些股份可重拾動
力，投資者可視之為入市良機。

■港股上周連跌四日， 指累跌逾700點，分析員預期今日大市

可望技術性反彈，但市場不明朗因素仍多，市況本周將續波動。

資料圖片

本港ADR上周五於美市表現
股份 ADR於美市 較上周五港股

收報（港元） 變化（%）

匯控（0005） 85.76 +0.95

中移動（0941） 80.66 +0.69

中海油（0883） 15.16 +0.52

中石化（0386） 6.02 +0.28

聯通（0762） 12.02 -0.35

國壽（2628） 19.92 +1.54

中石油（8 57） 8.82 -1.10

■永隆銀行司庫蕭啟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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