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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財富管理肥到漏油
基金資產超16萬億新高 每日增加9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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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外圍偏軟，匯豐又呼籲減
持港股，港股昨日疲弱，最多曾跌86點，收市時回穩，全
日收報23,541點，升不足0.5點，成交516億元。美銀美林
唱淡濠賭股，指澳門本月博彩收入或最多下降11%，濠賭股
全線乏力。不過，資金流入電力及手機板塊，相關股份普遍
上揚。
美銀美林在最新的報告中指出，澳門7月份的博彩毛收入

預計為263億至301億澳門元，同比最多下降11%，或最多
增長2%，數字都低過市場預期。該行指，7月的首6天，每
日博彩收入較前一周下降3%至約8.5億澳門元，反映博彩毛
收入依然疲弱。巴克萊昨日的報告亦預期，澳門博彩業7月
整體營收將較上年同期減少6%。
不過，美銀美林稱，世界盃結束後，7月下半個月的博彩收

入或將獲改善，但報告仍然令濠賭股回調，銀娛(0027)及金沙
(1928)各跌2.7%及1.6%。澳博(0880)跌2.4%，美高梅(2282)跌
2.27%。

券商：政治議題影響有限
群益證券(香港)高級營業經理梁永祥表示，匯豐報告調降港股評級，

但大市未見有太大反應，相信政治議題暫時只予投資者心理影響，未
見實際打擊。他又指，港股有一半為中資股，即使「佔中」影響到香
港社會，但並不影響中資股的盈利能力，故暫不擔憂會影響股市。

資金炒個別電力股受捧
市場繼續炒股不炒市，即使指數欠缺動力，但個別股份卻相當活

躍。大唐發電(0991)完成重組煤化工板塊，昨日復牌，獲瑞信升級及上
調目標價19%，使該股裂口高開19%，全日漲逾23%至3.73元，成交
8.57億元。華潤電力(0836)亦漲3.6%，為表現最好藍籌。中國電力
(2380)及華電(1071)亦漲4%及6.58%。
手機股表現也理想，TCL通訊(2618)智能終端6月銷量創新高，較去年

同期急增142%至319萬台，該股全日漲逾5%。酷派(2369)亦升5.56%，
聯想(0992)獲商務部批准購IBM伺服器業務，該股再漲2.87%。
國指升17.6點報10,504.9點，跑贏大市。個別股份方面，周一急升
的港交所(0388)回調約0.4%，但料「滬港通」消息會繼續支撐股價。
內地媒體報道，上交所周一傳已展開滬港通系統的測試工作，首批測
試券商約15家，包括廣發證券、海通證券(6837)、中信證券(6030)與華
泰證券等大型券商，測試工作將持續至月底。
據報7月是試點券商系統測試，8月會展開全網測試。報道又稱，滬
港通業務需考慮共同交易日、資金可用與匯率風險等問題，其中最主
要的是共同交易日問題。香港與內地部分節假日不同步，因此會存在
港股與A股不同步交易的現象。
香港電訊(6823)宣布大幅加價，大行普遍唱好，該股急升近6%，連

帶數碼通亦抽高5.4%，和電(0215)則升2.2%。

中資在港開222資管公司

淡馬錫：長揸內銀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銀股近年備受中國經濟放緩憂慮

拖累，不過，內銀大玩家淡馬錫表示，將繼續投資中國金融機構，認
為目前在中資銀行的持股情況適當。
外電昨引述淡馬錫中國區總裁吳亦兵在新加坡認為，這些中國金融

機構有充分能力渡過當前風險，能夠適應面對的風險。因此，淡馬錫
仍很滿意目前持股量，並會繼續投資這些金融機構，因為這是投資中
國內地長期增長的很好替代物。

投資Repsol及雅士利獲利豐
淡馬錫是新加坡第二大主權投資機構，持有建設銀行(0939)6%、工

行(1398)2%，另擁有渣打集團(2888)低於18%股權。內地經濟正經歷24
年來最低的增長率，淡馬錫投資組合中最大的4隻金融業持股當中，包
括了建行和工行，由於股價顯著下挫，拖累了淡馬錫的投資回報。不
過，其投資於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及中國奶粉製造商雅士利(1230)，
則獲得不俗收益。
該公司在截至3月底止的上一個會計年度，其投資組合規模增加至創
紀錄的 2,230 億坡元(約 1,790 億美元)，淨增長 140 億坡元，增幅
3.72%，增長較之前一個年度放緩，因所持銀行股份的價值下跌，其一
年期股東總回報率僅為1.5%，低於2012財年的8.9%。淡馬錫又稱，
美國決定減少貨幣刺激措施，以及中國控制債務拉動型增長，都有利
全球經濟的長期增長，但預計尚需幾年時間才能回復正常。

新增240億坡元一半投資亞洲
該公司上個財年新增投資為240億坡元，其中一半投資在亞洲市

場，另有四成投資於歐洲或北美。按照資產所在地劃分，新加坡、中
國及澳洲是投資組合中比重最高的前三大地區，分別為31%、25%及
10%。淡馬錫總裁李騰傑表示，未來會抓住城市化及人口壽命延長所
帶來的投資機會，如醫療保健、個性化醫療及電子商務等方面。

證監會昨發表年度香港基金管理活動調查，截
至2013年底，本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達 160,070 億元，再創歷史新高，按年增長
27.2%。所有類型的基金管理業務活動均錄得整體
增幅，有關的持牌市場參與者數目亦有所上升，
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即第9類受規管活動）
的法團數目，由去年同期的892家增加6.5%至950
家，截至2014年3月底進一步增加至967家。

外資湧入比例有增無減
調查又顯示，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增長42%
至113,820億元，佔本港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
資產總值達72%，比過去十年當中任何一年錄得
的比例都要高。報告指，有能力繼續獲得源自海
外投資者的資金，是香港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
亦鞏固了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資產大部分投資於亞洲
與往年一樣，2013年期間，大部分在香港管理
的資產均投資於亞洲。在香港管理並投資於亞洲
的資產總值為43,480億元，當中29,120億元投資
於香港及內地，4,080 億元投資於日本，10,280 億
元投資於亞太區其他市場。在香港及內地的大量
投資反映出內地持續向投資者提供具吸引力的投
資機會。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投資於亞洲以外
地區的資產總值由2012 年的 11,410 億元增長
29.6%至14,790 億元。這反映以香港為基地的管
理公司不但富有亞洲投資經驗，同時也日益開展
在亞洲區外的業務。
證監會副行政總裁兼投資產品部、國際及中國
事務執行董事張灼華認為，本港基金管理業務的
管理資產創新高，使本港躋身亞洲（日本以外）
頂尖資產管理樞紐之列，大量海外資金流入，凸
顯本港開放型市場的價值和吸引力，及本港作為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角色。

張灼華：產品創新具優勢
張灼華續稱，本港的基金業正在向價值鏈的上
游流動，有更多市場專業人才投身業內高價值的
環節。本港在產品創新方面的優勢，尤其是在人
民幣產品發展方面的主導地位，是香港基金管理
業務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她指，證監會將與內地
監管機關繼續推進本港與內地基金互認的安排，

這項措施將有助推廣在本港註冊成立的基金；基
金管理的資產增加，能促進從事產品開發、投資
管理、基金分銷及出售等附屬專業服務的發展。
另外，隨着基金業使用公司型開放式基金的情

況越趨普及，證監會就制訂公司型開放式基金的
法律及監管框架提供技術支援，藉以為市場提供

另一個選擇，吸引基金來港註冊成立。在促進
ETF發展、管理和買賣方面，證監會將繼續促進
落實豁免所有ETF交易印花稅，此舉有利於鞏固
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既能為市場從業
人士及服務供應商帶來更多業務，同時亦能為投
資者引入範圍更廣的投資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調查顯示本港基

金管理資產逾16萬億元（港元，下同）

再創新高，年增27.2%或3.4萬億元，平

均每日增加93億元。調查結果顯示，本

港繼續成為國際投資者投資於亞洲的首選

平台，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在2013年

達到11.382萬億元的歷史高位，佔基金

管理業務總資產的72%。內地基金業在

香港市場的參與日益活躍，去年來自內地

相關持牌商號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

總值5,434億元，按年增31%。

RQFII產品人債ETF發展速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幣業務是香港的優勢之
一，證監會指出，截至今年5月底，該會已認可

39隻非上市RQFII基金，涉及的RQFII投資額度
達人民幣427億元；及16隻RQFII ETF，涉及的

RQFII投資額度達人民幣661億元。另外，同期
共有14隻證監會認可的非上市人民幣離岸點心債
券／固定收益基金和一隻上市人民幣離岸點心債
券ETF，管理的總資產為人民幣127億元，較一
年前的人民幣72億元上升了76.4%。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證監會的年度調查還顯
示，除人民幣投資產品受歡迎外，與內地相關的
公司也成為香港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香港

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構，以及內地相關基
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及管理的資
產，持續上升。

證監會認可基金增至194隻
調查顯示，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

構數目持續上升。截至2014年5月底，共有82
家內地相關集團（2013年 5月：73家）在香港
設立了 222家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2013年 5
月：196家）。其中，22家內地證券公司設立了
合共92家持牌法團；6家內地期貨公司設立了
合共10家持牌法團；20家內地基金管理公司設
立了合共20家持牌法團；8家內地保險公司設
立了合共11家持牌法團；其餘從事不同業務的
26家內地企業則設立了合共72家持牌法團及17
家註冊機構。

管理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的數
目，由2012年底的25家增加至2013年底的28
家。隨着越來越多的內地相關基金集團在香港推
出新的零售基金，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
監會認可基金的數目，由2012年底的161隻上升
至2013年底的194隻，總資產淨值由1,357億元上
升至1,451億元。
去年，來自內地相關持牌商號的非房地產基金

管理業務的總值為5,434億元，較2012年的4,147
億元增長31%。
在本港管理並來自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I）的內地資產於2013年的總值按年增長
40%至1,120億元。這些QDII資產大部分集中投
資於亞太地區：約50%投資於香港，11%投資於
亞太區其他市場，而餘下的39%則投資於北美、
歐洲和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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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報告指證監會報告指，，香港繼續獲得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香港繼續獲得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
金金，，有助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助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股昨微升
0.46點，不過被
美林唱淡的濠賭
股，則持續受
壓。 中通社

■調查顯示，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
構數目持續上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