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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消息人士指，內地監管部門為防範流動性風

險，已要求地方金融機構加強流動性管理，包括定期進行流動

性壓力測試、預留資金作為流動性保障等。

據彭博通訊引述知情人士指，中國銀監會的多家下屬地方銀監局今年已
經要求，其轄區內地方金融機構包括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要

加強流動性管理。預防措施包括每季度作定期的流動性壓力測試，以及預留
約30天至45天期的資金供應作為流動性保障等。據銀監會此前進行的調研
顯示，上述地方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和流動性壓力顯著增加，各地採取的
預防措施可能略有不同。消息指，此舉表明管理層更加擔憂違約風險上升。

加強流動性管理防風險
另外，阿思達克通訊社報道稱，在春節後召開的一場針對金融監管的工作

會議上，銀監會要求各金融機構於年內收縮地方融資平台的非標貸款。據銀
監會《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中規定，非標
準化債權資產是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包
括但不限於信貸資產、信託貸款、委託債權、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
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性融資等。
為防止不良貸款損害經濟成長，銀監會之前已採取了加快壞賬勾銷和限制

地方政府發債等措施。
去年中，內地出現俗稱「錢荒」的流動性緊張，銀行間拆息大幅飆升，市

場出現波動。上月，金融機構對中國工商銀行代銷、中誠信託發行的30億
元人民幣（約4.95億美元）誠至金開1號集合信託計劃展開了11個小時的拯
救行動，突顯了當局在尋求放慢信貸成長和抑制過度冒險行為的同時，維持
金融和社會穩定的壓力。

人行憂違約風險上升
中國人民銀行2月8日發布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內

地貨幣市場利率的起伏將持續，融資成本將上升，違約風險突顯出來，或將
打擊信心和拖累經濟成長。「當流動性這個閘門開始對融資過快擴張起調節
和制約作用時，就會以作為流動性價格的貨幣市場利率的變化表現出來，這
意味着市場需要容忍合理的利率波動，由此起到引導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主
體行為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黃金協會網站發布的
數據稱，2013 年中國黃金產量同比增長
6.23%至428.16噸的歷史新高，連續第七年
居於世界第一。該會指，十大重點產金省
（區）為山東、河南、江西、內蒙古、雲
南、湖南、甘肅、福建、湖北、新疆，合共
黃金產量佔全國黃金總產量的82.94%。
中國黃金集團公司、山東黃金集團有限公

司、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山東招金
集團有限公司、湖南黃金集團有限公司、埃
爾拉多黃金公司等中國十大重點黃金企業，
其礦產金產量佔全國礦產金總產量的
45.65%。
另外，2013年，上海黃金交易所各類黃金

產品共成交 11,614.452 噸 ， 成 交額共
32,133.844億元（人民幣，下同）；上海期
貨交易所共成交黃金期貨合約4,017.565萬
手，成交額共107,090.62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特
步國際（1368）在福建泉州文化項目招商活動
日上，簽約投資1500萬元人民幣，拍攝企業同
名動畫《特步》。
據悉，該動劃由功夫動漫運營，共52集，每

集14分鐘，講述主人公阿特與小步解除夢魔惡
作劇，為小朋友造夢，也為自己圓夢的過程，
由中、美、韓等資深動漫專家聯合製作的動漫
精品，預計2015年寒假推出1—26集。
在獲評「東亞文化之都」後，泉州將「古

城—古港—新區—全域聯動」的文化項目建設
作為核心，實施古城文化復興計劃、古港轉型
升級行動、新區城市文化綜合體建設、全域文
化資源聯動提升、建設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和
文化產業倍增計劃等行動計劃。在此次招商活
動日上，泉州重點推出涉及動漫、工藝美術、
文化旅遊等領域的46個項目，其中包括對老街
區、老廠房、古民居等進行改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人民
銀行廣州分行日前透露，2013年廣東與香港跨
境人民幣結算金額為1.23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36.5%，佔廣東全省跨境人民
幣結算總金額的71.9%。據了解，內地跨境貿

易人民幣結算自2009年試點以來，廣東作為經
濟、外貿大省，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量一直位
居全國首位。

佔廣東省總額逾七成
人民銀行廣州分行相關人士表示，為促進粵

港兩地經貿活動便利化，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
省分局亦於去年在廣東實行新的外商直接投
資、外債管理政策，簡化了企業尤其是港資企
業的業務辦理環節。數據顯示，去年廣東對香
港服務貿易跨境收支同比增長42.0%，增速高
於同期對香港貨物貿易跨境收支20個百分點，
較同期廣東服務貿易跨境收支增速高10.4個百
分點。

粵港跨境人幣結算超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 上海報道）據
上海市商業信息中心的信息，2013年上海百貨
業可謂增長乏力。抽樣監測的54家百貨商場去
年共計實現零售額309.93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0.2%。雖然這一數字較去年
同期增長1.3個百分點，但仍然無法改變上海
百貨業2008年以來整體趨弱的態勢。電商對
市場的蠶食無疑是這其中的重要原因，而由於
百貨業的不景氣，目前在上海越開越多的購物
中心紛紛趨於「去購物化」。

電商蠶食增長乏力
由於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以及成本壓力的不

斷加大，2008年至今上海百貨業有起有落，但
整體呈下行趨勢。根據市商業信息中心對上海
單體百貨連續10年的跟蹤監測數據顯示，08
年至10年上海百貨業連續兩年下降。儘管
2010年世博會時有過短暫的回暖，同比增幅達

到15.6%，但2011年又迅速跌落回2010年前
的水平。近兩年來上海百貨業更是出現上升乏
力的情況，2012、13年分別下降1.1%和上升
0.2%。
百貨公司的艱難已成為普遍的問題，如實力

雄厚的萬達集團就在2013工作總結會上披
露，萬達百貨2013年收入只完成了調整後計
劃的91%，其淨利潤更是增虧7%。而同時電
商正在不斷佔據市場，2013年僅「雙十一」一
天，天貓、淘寶成交額就達到了350.19億元，
超過了同年上海54家百貨全年的銷售額。

去購物化成新趨勢
2013年上海新開業的購物中心達16家，全市

已開業購物中心總數達110家，在全國購物中
心發展的數量和規模上均列第一。但越來越多
的購物中心大幅增加了餐飲、娛樂、休閒的比
例，去百貨化、去購物化似乎已成發展趨勢。

滬百貨業1年不及「雙十一」1天

中國黃金產量升6%創新高 特步1500萬拍動畫

■去年粵港跨境人民幣結算1.23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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