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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你提及的強積金計劃是這樣
運作的 計劃預先為不同年齡組別
的計劃成員制定不同的基金組合
組合通常由不同風險程度的基金組
成 例如債券基金和股票基金 不
同年齡組別的計劃成員 投資在這
些基金的預設比重會有所不同 較
年輕的組別 股票基金比例會較
大 較接近退休年齡的組別 投資在
較為穩健的保守基金和債券基金的比
重便會增加
計劃成員如選擇了這種計劃 受

託人便會根據成員的年齡 按照預先
設定的基金組合進行投資 隨着成員
的年齡增長 他無須給予任何指示
新供款和已累積的強積金的投資組合
都會自動作出調整

不過 這種計劃看似是 方便之選 但
也要留意當中風險 受託人只會根據成員的
年齡來作出相應的資產分配 惟年齡不應該
是選擇基金的唯一因素 其他影響個人承受
風險能力的因素 還包括你的投資目標 有
沒有其他退休儲備等 因此 在選擇這種簡
便安排前 宜先參考計劃的銷售文件 瞭解
不同年齡組別的預設基金組合 審慎考慮那
些預設的資產分配是否適合自己
除了部分強積金計劃提供自動調整基金組

合的安排 強積金市場亦有28隻目標日期基
金 按同樣的原理為計劃成員調節股債投資
比例 以期減低投資風險
目標日期基金的名稱通常會標示一個目標

退休年份 計劃成員可先預計自己的退休年
份 再挑選目標退休年份最接近的基金

■

說起科技 我們於 2010東驥環球投資全攻略 中提
到 科技泡沫於00年爆破前 資訊科技近乎等同是新經
濟的代名詞⋯⋯不過當時市場漠視了極低的科技滲透
率 而過分憧憬新經濟所造就的經濟繁榮 最後造成泡
沫 不過我們認為科技股第一波的泡沫僅僅是一個開始
而非終結
率先將人口趨勢引入經濟分析的美國著名的股市分析

師 Harry S Dent 於 The Next Great Bubble Boom
下一個大泡泡 一書中 以人口結構模型及對技術革

命的分析 指出每80年會有一個重要的技術革命及新經
濟型 八十年前汽車業是主角 而今次的主角則是互聯
網 家用電腦 手提電話 科技業

汽車業的第二波泡沬於1922至1929年間醞釀，其中通
用汽車於此段期間就上升了2200%更突破第一波泡沫的
高點；而於2002至2009年期，雖然個別科技股如蘋果電
腦已由低位上升3000%，不過整體科技股（以納指計
算）仍有約50%的折讓。我們保守預計，科技業的市場
滲透率要由50%提升至90%，即第二波泡沫的醞釀期或
較美國汽車業多一倍的時間，即由2002年起至2016年，
相信屆時大部分科技股均會升穿00年高位，甚至錄得幾
十倍至幾百倍的回報（由08年低位計起）。
事實上，現時的科技市場情況與1999年並不完全相

同，當時收入微薄的互聯網公司紛紛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IPO)，在交易首日股價就成倍上漲。2000年互聯網泡沫
破裂時，大批公司倒閉，數百萬小投資者遭受了損失。
而現在，情況已不同，眼下尋求上市的科技公司更加成
熟，其領導團隊的經驗更加豐富，商業模式也經過了實
踐的更多驗證。像推特和Pinterest這樣的社交網絡正在
效仿Facebook Inc.取得的成功。Facebook目前市值為
1,265億美元，（根據明年的預期每股收益計算的）市盈
率約為70倍。

從 概念 變為 消費 是科技業於過去十數年間
的變化。從好處看，能夠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以及優
質的產品的科技企業將會得到大量投資者／用家的支
持，最後轉化為盈利。從壞處看，由於科技業最後仍
須取決於人們的購買力，故科技板塊亦無可避免地會

受到經濟周期影響；另外，由於盈利變得較為實在，
故市盈率亦會相對合理，以往動輒逾百倍的市盈率將
不復再見。
以美國科技股來說，科技股長線為循環性產業的投資
首選，在不景氣的年代，擁有良好的財務結構以及充裕
現金的企業最獲得投資者歡心，加上科技新品將不斷陸
續上市，將有利推升相關雲端科技類股表現。
我們相信具有實質需求如電腦和電訊的科技產品股實

屬不俗的選擇，但科技股的品質良莠不齊，必須謹慎地
選擇，還要留意其管理層質素及產品的滲透率能否提
升，及新興市場對此類產品的需求情況等。
若投資者不懂得揀選科技股，可考慮一些相關基金。

根據理柏的環球分類，截至2013年11月11日，坊間現時
共有18隻證監會認可的科技股基金，而以3年累積升幅
計算，摩根歐洲科技基金表現出色，於期內錄得逾
49.87%回報，但基金波幅明顯高出組內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