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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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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
預測+0.4%。前值+1.1%
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
預測+3.0%。前值+3.5%
第2季最終消費支出。前值+0.5%
Markit/ADACI 8月服務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預測 52.0。前值
52.8
Markit 8 月服務業 PMI。預測
51.1。前值51.1
Markit 8月綜合PMI。前值50.0
Markit 8月服務業PMI終值。預測
56.4。前值56.4
Markit 8 月綜合 PMI 終值。前值
54.9
Markit 8月服務業PMI終值。預測
53.5。前值53.5
Markit 8 月綜合 PMI 終值。預測
52.8。前值52.8
Markit/CIPS 8月服務業PMI。預
測58.5。前值59.1
7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
前值+0.4%
7月零售銷售年率。預測+0.9%。
前值+2.4%
ISM 8月紐約企業活動指數。前值
644.4
7月工廠訂單月率。預測+11.0%。
前值+1.1%
7月耐用品訂單月率修正值。前值+
22.6%
7月扣除運輸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
正值。前值-0.8%
7月扣除國防的耐用品訂單月率修
正值。前值+24.9%
7月扣除飛機的非國防資本耐用品
訂單月率修正值。前值-0.5%
央行利率決議

馮 強金匯 動向 受惠改革潮 泰國基金受捧

美元強勢主導 歐元四面楚歌
歐洲央行(ECB)已經露出更加明確的口風，可能通過購

買債券來抵禦通縮，並且把市場往這個方向引導。歐洲央
行總裁德拉吉於8月7日承諾，將採用一切必要手段以避
免通縮，包括必要時使用「量化寬鬆(QE)」。他在8月22
日於美國懷俄明州杰克森霍爾的美聯儲研討會上進一步加
大了籌碼，堅稱為了維持穩定，「所有可以動用的工具都
可能用到」。市場馬上自動開始消化實施量化寬鬆的可能
性，從德國到「二線國家」西班牙，歐元區成員國的長期
借款成本都降至紀錄低點，歐元兌美元也下跌近2%。10
年期德債收益率在8月下跌26個基點，為1月以來最大月
度跌幅，30年期德債收益率下跌31個基點，跌幅為2012
年5月以來最大。而西班牙公債收益率也下跌0.5個百分
點。上周的一份路透調查顯示，市場分析師認為歐央行的
QE計劃有75%的可能性涉及在明年3月前購買有資產支
持證券(ABS)，包含購買主權債內容的機率為40%。

德經濟萎縮 歐央行勢「買債」
烏克蘭危機加深，同時歐洲央行可能很快會放鬆政

策，歐元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走低。周一發布的調
查顯示，歐元區製造業者在8月幾乎沒有提價，而法國

製造業活動的降幅則創下
15個月以來最大。另一份
報告證實，德國第二季出
現一年多來首次經濟萎
縮。外界一直猜測，歐洲
央行將不得不追隨美國聯
邦儲備理事會(FED)和日本
央行的腳步，實施債券購
買計劃，這種猜測推動歐
元區公債收益率大幅下
滑。德國和法國兩年期公
債目前均處於負值區域。
歐元兌美元周一觸及一年

低位1.3117，因在歐洲央行(ECB)本周舉行月度政策會
議之前，投資者增持歐元空倉。市場擔心烏克蘭危機對
歐元區脆弱復甦的影響，這也打擊了歐元走勢。烏克蘭
總統波羅申科警告稱，如果俄羅斯軍隊繼續支持親俄叛
軍，則兩國面臨爆發「全面戰爭」的風險，歐洲和美國
威脅稱要向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措施。

空倉規模兩年高位 考驗1.30關
繼7月和8月分別下跌2.2%和1.9%後，歐元兌美元

於9月伊始表現疲弱。投機客目前的歐元空倉規模接近
兩年高位。
圖表走勢分析，歐元兌美元自7月的下跌行情中，一度

於8月上旬放緩跌勢，在1.3330上方處於一組短暫的整固
階段，但在前一周鏗然跌破，延續其後的進一步滑落。若
果近至1.3330的前期盤整底部亦沒能扳回，則歐元兌美元
尚傾向於延續上周的探低行情。由2012年7月低位1.2040
至今年5月高位1.3992累積漲幅1,952點，倘若回吐50%
為1.3015，若擴展至61.8%則為1.2785。同時，亦要留意
1.30這個心理關口，或可能存在較大的支撐買盤阻延弱勢
的進一步發展；在今年5月，歐元兌美元未能衝破1.40的
心理關口，僅可在5月8日觸高於1.3992，此後則隨然滑
落。另一方面，上方較近阻力預估為上周高位1.3220，較
大阻力見於1.35水平。

澳元上周受制93.75美仙阻力後，走勢逐漸趨於偏
弱，一度於本周二反覆下滑至92.83美仙一周低位。
澳洲本周二公布第2季經常賬赤字按季急增76%至
137.42億澳元，赤字大幅高於首季的78億澳元，數
據明顯不利本周三公布的澳洲第2季經濟表現，投資
者迅速沽出澳元，導致澳元輕易失守93美仙水平。
澳洲央行本周二宣布維持貨幣政策不變，表示澳元
匯價依然偏高，令市場氣氛進一步不利澳元。

料遲於美加息 0.92難守
另一方面，澳洲第2季工資價格指數按季上升0.6%，
遜於首季的0.7%，顯示工資增長呈現放緩後，澳洲央
行在周二的會後聲明中，暗示往後工資增長將續有放
緩傾向，通脹將持續受控，反映澳洲央行將不會急於
緊縮其貨幣政策，不排除美國聯儲局的升息時間將會
早於澳洲央行，不利澳元走勢。此外，澳洲央行在今
次聲明中，認為勞工市場存在一定程度閒置產能，顯
示澳洲現時處於12年高點的6.4%失業率，可能難以快
速回落，拖累澳洲下半年的經濟表現。若果澳洲本周
三公布的第2季經濟成長一旦遜於預期，則澳元將有機
會跌穿過去3個月以來位於92.30至92.40美仙之間的主
要支持區，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91.50美仙水平。

美元強勢 金價跌幅擴大
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290美元阻力後，一度於周二

反覆下跌至1,268美元。受到部分投資者認為歐洲央行
本周四有機會進一步寬鬆其貨幣政策，歐元周二進一
步下跌至1.3110美元一年低位，再加上美元兌日圓又
觸及105.00今年高位，市場氣氛明顯利好美元，導致
金價跌幅擴大。由於現貨金價迅速失守近期位於1,272
至1,275美元之間支持位後，將不利其短期表現，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91.5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60美元水平。

次季赤字急增
澳元破位而下 泰國軍政府5月至今，除了立即發放稻農補貼、凍結油價來安

撫民心外，並立即着手規劃振興經濟藍圖，在政府的效能與執行
力下，據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局報告，第二季經季節調整的
GDP按季增長0.9%，與市場預期一致，而第二季GDP按年增長
0.4%，略高於市場預期的增長0.3%。

國家維穩會刺激措施獲支持
隨着全球景氣回暖帶動出口，泰國標準渣打銀行的經濟學家上

月一個座談會上透露，只要國家維穩委員會的刺激措施得到支
持，促使消費者信心有所好轉，加上大量海外投資資金
流入，特別是日本將持續增加投資汽車、電子及相關消
費行業，把商品輸出至柬埔寨、老撾、緬甸及越南，讓
泰國成為區域的商品分銷集散地。

市場料泰今年GDP增逾3.5%
另外，由於泰國的政策性利率僅2%，如果央
行今年仍維持利率不變，政府出台措施配合拉動
的民營企業信心及投資，加上泰國經濟基礎
穩健，民營企業的負債較低，市場估計泰國
今年GDP 增長率有機會超過 3.5%後，明年
GDP增長率估計更可上看6%。因此只要下半年
泰國經濟將呈現「V」形復甦，經濟持續好轉，終

可轉化為不容小覷的大盤動能。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鄧普頓泰國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泰國證

交所上市公司的證券管理組合，以實現長期資本增長的投資策略
目標。
該基金在 2011、2012 和 2013 年表現分別為-5.64%、37.05%

及-16.07%。基金平均市盈率、標準差與近三年的貝他值為12.66
倍、24.7%及1.36倍。
基金資產行業比重為35.99% 金融業、14.17% 非必需品消費、

12.15% 必需品消費、11.55% 能源、9.02% 電訊服務、7.57% 原
材料、7.49% 健康護理及0.54% 工業。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96.08% 股票及3.92%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

資產比重股票為7.33%開泰銀行、6.98% 泰國商業銀行及6.5%
PTT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Public Company Ltd.。

市場對泰國政府的

效能與執行力高度肯

定，加上對國家維穩

委員會宣布啟動國家

改革進程的憧憬，推

升泰國股SET指數上

月漲3.94%，在全球

股市漲幅榜上排名第

10。可承受單一新

興亞股國家風險的投

資者，倘若看好

泰 股 後 市 前

景，不妨留意

佈局建倉的機

會。 ■梁亨

泰國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鄧普頓泰國基金A ACC $ 16.16% 27.42%
摩根泰國（美元）（累計） 13.73% 21.52%
瀚亞投資 泰國股票基金A Acc 13.11% 20.14%
匯豐泰國股票基金AD 13.01% 23.74%
富達泰國基金 A 11.79% -15.67%
東方匯理泰國基金 AU C 11.00% 20.48%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4年9月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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