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 強金匯 動向 景氣上升 公用事業基金可吸

美元回吐風險加劇
美元兌日圓周四觸及六年高位，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的利率指引突顯出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間的利
率前景呈現分化。美元兌日圓觸及108.86日圓的高
位，為2008年9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聯邦儲備理
事會(FED)周三再度承諾，將在結束購債後「相當長一
段時間內」保持超低利率。聯儲在兩日政策會議結束
後發布的聲明中宣布，將進一步削減月度購債規模
100億美元，使該計劃有望在下月結束。但美聯儲的
最新利率預估也暗示，開始升息後步伐可能快於預
期。

聯儲預測升息後步伐加快
美聯儲決策官員的預期中值顯示，明年年底利率為
1.375%，6 月時的預估為 1.125%；2016 年底為
2.875%，之前的預估為2.50%。實際上，儘管美聯儲
維持原先的措辭不變，暗示相當長時間內都不會加
息，但匯市還是做出了偏強硬的解讀。這一市場反應
也蓋過了美國通脹率意外疲軟的影響，儘管美聯儲主
席耶倫強調，政策將高度依賴於未來幾個月經濟的實
際表現。
周五數據顯示，日本 8月出口較上年同期下降

1.3%，降幅小於預估中值的下降2.6%。7月出口同比
下降3.9%，之前在5月和6月亦下滑。表現落後的出
口一直是日本經濟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另外，路透短

觀調查顯示，日本9月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遭遇近兩
年來最大降幅，暗示本已艱苦的復甦將更加困頓。9
月路透短觀調查顯示信心下降，12月料僅略微好轉，
預示日本央行的季度短觀調查不會很好。出口疲弱、
企業信心不振與展望不佳，日本央行未來幾個月進一
步放寬政策的壓力因此升高。

連升逾月 兌日圓超買
圖表走勢分析，美元兌日圓自八月份開始一直處於

上升態勢中，並一直以10天平均線作支撐據點；眼見
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已徘徊於超買區域多時，倘
若後市一旦跌破10天平均線107水平，將更為加重美

元出現回調之風險。下個支撐點預料可至25天平均線
105.10以至104.60。另外，以8月8日低位101.49至9
月18日高位108.86，其38.2%及50%的回調水平則達
至106及105.15。另一方面，預料向上重要阻力則在
110關口，接着將參考2008年8月高位110.66。

歐元本周二受制1.2995美元阻力後走勢偏弱，一
度於周四反覆下跌至1.2834美元14個月低位。美國
聯儲局周三晚宣布把每月買債規模減少100億美元之
外，下調今明兩年經濟成長評估，同時卻分別上調
2015年底及2016年底的聯邦基金利率預測至1.375%
及2.875%，反映聯儲局對往後的升息步伐，有加速
傾向。消息導致美國 10年期長債息率一度升至
2.63%水平，除了帶動美元兌日圓走高至108水平，
歐元亦迅速失守1.29美元水平。

首批TLTRO 規模細帶動反彈
歐洲央行本周四公布，首輪固定息率為0.15%的4

年期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計劃批出的金額
僅為826億歐元，大幅小於市場預期，消息導致歐元
一度反彈至1.29美元水平。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早
前曾表示，傾向把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從2萬
億歐元擴大至3萬億歐元，導致歐元近期持續受壓的
主要原因，不過今次歐元區銀行業對首輪TLTRO的
反應並不熱烈，將使歐洲央行有機會加大往後的資
產購買規模，以達致擴大資產負債表的目標，因此
歐元的反彈幅度將不容易過於擴大。若果蘇格蘭未
能通過獨立公投，則不排除歐元兌英鎊交叉匯價將
有進一步下調壓力，不利歐元表現。預料歐元將反
覆走低至1.2750美元水平。

美長債息升 金價下試1200
周三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35.90美元，較上日下

跌0.80美元。雖然美國聯儲局表示將繼續把美元利
率維持貼近零息水平一段長時間，但暗示往後的升
息步伐將快於早前預期，引致現貨金價本周四跌幅
一度擴大至1,216美元水平，延續過去1個月以來的
反覆下跌走勢。美國長債息率逐漸趨升，部分投資
者將傾向逢高沽金，限制金價反彈幅度，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0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275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200美元水平。

觀望蘇獨公投結果
歐元弱勢考驗1.275 標普全球廣泛市場指數的公用事業板塊今年累計上升

12.11%，優於標普500同期的9.89%漲幅，公用事業作為與
景氣息息相關的板塊，隨着全球景氣終於進入上升軌道，公
用事業板塊股受到分析師青睞，提高評級和持股比例。

盈利調升比率 公用板塊居首
據美銀美林的統計，7月各行業板塊的盈利調升比率，以

公用事業板塊股的1.19比率居各行業調升比率之冠，顯示該
行業的盈利能力相對被分析師看好。
以法巴的全球公用事業股票基金為例，主要透過不包含
在摩根士丹利全球公用事業指數的公用事業或與公用事業
相關的證券組合，以實現中期資產增值的投資策略目標。
該基金在 2011、2012 和 2013 年表現分別為-4.54%、

-1.01%及11.52%。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年的標
準差和貝他值為15.82倍、11.19%及0.18倍。資產
百分比為100% 股票。

基金資產地區分布為53.04% 美國、10.07%
西班牙、9.6% 英國、6.76% 意大利、5.73%
其他地區、5.5% 日本、3.9% 德國、3.18% 香
港及2.2% 葡萄牙。
基金資產行業比重為 49.56% 電子設備、

32.33% 公用事業、8.81% 石油與天然氣、5.5% 能源及3.8%
水務。
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7.23% National Grid Plc、6.83%

Duke Energy及6.48% NextEra Energy Inc.。
就企業基本面而言，機構投資首選之一的Duke Energy

（DUK），上月該公司公布財年第二季度業績盈利，較分
析師估計高出11%，公司目前的4.4%股息率也高於行業平
均。

平均股息率3.9%超美債
公司在截至今年6月底止的流動比率與負債/資產比率，較

去年底時分別的1.217與0.922，改善至1.322與0.953，讓公
司在板塊中鶴立雞群。而公用事業板塊股平均的3.9%股息
率，也較美10年期國庫債券的2.5%收益率吸引，為尋求股息
收入的投資者提供良好的股息收益吸引力。

受惠於景氣復甦及年初

美國極寒氣候影響，公用

事業板塊從2013年復甦過

來，即使夏季用電量不如

預期，導致公用事業股於6

至8月間出現盤整，然

而投資者倘若看好經濟

持續復甦，用電量回升

可期，可趁近期調整收

集相關基金建倉。

■梁亨

公用事業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法巴全球公用事業股票基金經典 分派類別 0.46% 11.57%
公用事業股組別平均 1.76% 12.63%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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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公債外資持有比例。前值63.1%

8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
值-0.1%
8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0.8%。前
值-0.8%
7月經常帳收支(未經季節調整)。預測191億盈餘。
前值208億盈餘

7月經常帳收支(經季節調整)。前值131億盈餘

7月直接投資/證券投資淨流動。前值139億流入

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0%。前
值-0.2%
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1%。前值
2.1%
央行8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
0.2%。前值-0.1%
央行8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
1.8%。前值1.7%

7月批發貿易。預測0.5%。前值0.6%

8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4%。前值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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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尚勇、卜艷娥
銀川報道）煤炭是寧夏的優勢礦產資
源。寧夏煤種齊全、品質優良。寧夏煤
炭預測儲量2027億噸，居全國第5位。
已探明儲量316.5億噸(不含預測儲量)，
居全國第6位，人均佔有量居全國第1
位。因此，煤炭可以說是寧夏經濟收入
的一個主要來源。

價格同比累計下降69.8%
日前，記者從國家統計局銀川調查隊

了解到，自2012年以來，隨着經濟下行
壓力逐步增大，調查顯示，自2012年7
月以來，銀川市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產品
出廠價格連續25個月呈負增長態勢，同
比累計下降69.8%。

經濟增長放緩削弱需求
究其原因，首先是國內外經濟增長放

緩。以高耗能產業為主的重工業增長放
緩，導致國內煤炭消費量銳減，從而影
響煤炭價格下行。同時，近幾年煤炭投
資額過大，煤炭生產企業不斷優化生產

技術，導致我國煤炭生產企業產能過剩。進口煤
炭價格持續走低，也帶動國內煤炭價格下行。
另外，近年來，國家加強對環保型發電廠的建

設，這些新型發電行業的壯大衝擊火電市場，從
而帶動煤炭價格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亓娜 山東報道）記者從中
國濱州沾化冬棗推介會新聞發佈會上獲悉，由山東省
林業廳、山東省旅遊局、濱州市政府主辦的中國濱州
第十六屆沾化冬棗節，將於9月28日開幕。活動持續
一個月，打假促銷和宣傳推廣成為本屆冬棗節的重
點。

全縣冬棗總產量料達7億斤
據沾化縣縣長丁鋒介紹，近5年時間，沾化冬棗給
全縣棗農帶來超過135億元人民幣收入，2013年全縣
棗農人均冬棗收入達8000元。目前，50萬畝沾化冬棗
長勢良好，預計全縣總產可達7億斤。他同時介紹，
沾化縣內建成39處冬棗交易市場，設立260個冬棗種
植村收購交易網點，縣外同步設立600多家專賣市
場，沃爾瑪、麥德龍、家樂福等10多家知名超市，在
沾化縣建立直採基地3.8萬畝。
據了解，沾化縣地屬黃河三角洲沖積平原，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種植環境，造就了沾化冬棗的獨特品
質，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和保健作用，富含人體必須
的18種氨基酸和多種維生素，被譽為「活維生素丸」
和「百果之王」，備受廣大消費者喜愛。

沾化冬棗節月底開幕

西部首個整車進口口岸運行
記者從重慶市政府口岸辦獲悉，繼去

年底國家口岸辦批准重慶鐵路口岸
為一類開放口岸以後，今年７月，重慶
汽車整車進口口岸獲國務院批准，這也
是國家首次在西部內陸地區設立整車口
岸。重慶整車口岸迎接的第一批進口車
皆來自德國，包括奔馳、寶馬、大眾等
名車，價格20萬—100萬元（人民幣，
下同）不等。

重慶口岸投用戰略意義重大
整車進口口岸是指享有開展從國外進
口汽車整體業務範圍的進口口岸。據了
解，此前全國整車進口口岸共有14個，
11個主要分佈在東部沿海一線，包括北
京、天津、大連、上海等地，另外還有
滿洲里、阿拉山口、霍爾果斯3個沿邊
內陸口岸。儘管口岸眾多，實際上整車

進口業務集中在天津、上海、廣州三
地。而此次是整車進口口岸首次佈局中
西部內陸，加之重慶是渝新歐鐵路的起
點，連接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意義非
常重要。

進口歐洲車不需轉運慳運費
以德系車為例，以前德國出口的整車

首先要通過陸路運輸到達歐洲基本港，
再通過海運到達東部沿海口岸，辦完通
關手續，上完關稅再通過內貿方式經陸
路轉運到重慶等內陸城市，時間長，運
費高。重慶口岸投用後，從歐洲進口的
整車，可通過渝新歐鐵路聯運大通道直
達重慶，不需轉運。常態運行後，運價
比海運加兩次陸運還低，消費者購買歐
洲進口車至少有望比現在便宜 5,000
元。

重慶口岸辦負責人認為，目前，僅重
慶每年進口整車消費量就達６萬輛，其
中２萬多輛來自歐洲，即便其中一半通

過「渝新歐」運輸，每年重慶口岸進口
量也將達１萬台以上。未來，重慶口岸
進口車還將覆蓋中西部和東南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中國西部內陸首個整車口

岸——重慶汽車整車進口口岸日前正式揭牌運行，首批通過渝新歐鐵

路聯運大通道(重慶-新疆-歐洲)運抵的80輛進口汽車，將在重慶口岸

清關、檢驗後，銷往西南、華東、華南等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亓娜 山東報道）在此
間舉行的2014中國泰安投資合作洽談會集中
簽約儀式上，共有33個重點項目簽約。其
中，內資項目21個，合同協議引資額312.19
億元人民幣；外資項目12個，合同協議外資
額21.08億美元。
據了解，本屆泰安投資洽談會成功邀請12

名知名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及副總裁，簽約的
33個項目質量高結構優，投資規模大、科技
含量高、市場前景好。山東省貿促會副會長
連佳軍在會上表示，一年一度的泰山國際登
山節暨投資合作洽談會，已經成為泰安市與
社會各界加深友誼的橋樑，日益受到國內外
企業家的關注和認可。

泰安投洽會簽33項目 珠海機場暑運客流增4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殿晶珠

海報道）記者日前從珠海機場了解
到，7月1日至8月31日，珠海機場
保障航班6,371架次，旅客吞吐量71
萬餘人次，同比分別增長48%和
45%，同時，8月旅客吞吐量36萬餘人
次，創珠海機場單月客流歷史新高。
暑期，珠海機場新開通麗江—

珠海、銀川—鄭州—珠海定期航線

和珠海—海口暑期加班航線，恢復
瀋陽—南昌—珠海航線飛行。航線
通達城市42個，每周進出港航班
704班，同比去年增加216班。這
些航線的增多讓珠海市民航空出行
有更多地方和時段選擇。同時，暑
期到來使已出行旅遊為目的的旅客
逐漸增多。據初步調查，旅遊出行
旅客佔了近半數。

香港快運航空鄭州開航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生牛琰河

南報道）河南省往來香港從事商
業、文化交流、旅遊的人數每年超
過100萬人次，有見及此，香港廉
價航空公司香港快運航空9月份正
式開通鄭州往返香港航線。

即日起預訂2014年9月26日至
2015年3月28日、由鄭州前往香
港單程機票最低票價僅需人民幣
420元（不含稅、費），比其他航
空公司最低的票價便宜了一半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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