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港通」前天正式
開通後，股市表現不及
預期。港股恒指前天跌

290點，昨天再跌267點。「滬股通」首日130億元
（人民幣，下同）額度全部用罄，昨天餘額達81.55
億元，剩62%。「港股通」的105億元額度首日剩餘
87.35億元，昨天餘額更達97億元。「滬港通」見光
死會否引致市場形成新一輪下跌行情？
其實，股市今年反覆靠穩，主要受多方面因素影響。

在內地經濟及政策的影響方面，除「滬港通」預期外，
國企改革、貨幣寬鬆、經濟企穩亦是影響大市的重要因
素。今年以來，內地連續推出多項穩增長、促改革、調
結構、惠民生政策。在國企改革方面，國企通過引進民
間資本、混合所有制等多種改革措施激發企業活力，提
升其經營效率。反映到股市上，將給相關分類帶來明顯
的制度改革紅利，成為穩定股市的力量。

貨幣政策估計續偏寬鬆
近期，經濟刺激力度在強化，在官方利率及存款準備

金率沒有調整下，人行在公開市場推行「200億元＋14

天正回購」模式持續1個月，引導票據貼現利率逐步下
行到了約3.4%左右、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的最低水
平。本月初人民銀行證實了9月、10月利用MLF工具
向銀行間釋放了7,695億元，預計未來貨幣政策偏寬鬆
的基調仍將延續。上月底，中央公布了《依法治國重大
問題決定》的說明。從經濟層面看，依法治國有利於約
束公權力、降低行政成本。經濟與社會運行效率將得到
提高，改革紅利將隨之加快釋放。

MSCI中國股票比重料增
儘管「滬港通」開始時由於各種原因反應不佳，

但其深刻改變A股與港股市場。兩地市場相互融合，
攜手共進，在全球市場的地位會迅速提升，其中隱藏
巨大的投資機會。例如，以估值看，恒指和上證綜指
2014年預期市盈率分別只有11倍和10倍。隨着滬港
通開車，如無意外，國際指數公司如MSCI等，將會
增加中國股票的比重，令到追蹤指數的基金亦跟着增
持相關股票，為現時估值偏低的內地和香港股市提供
新的契機。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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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向着放開市場
邁出又一大步，計劃
讓境內個人通過上海
自由貿易區享有更大

的海外投資自由。與此同時，內地正首次向全球對沖
基金開放境內股市，「滬港通」將允許兩地投資者直
接進入對方股市，這是10年來內地在開放資本賬戶方
面最重大的舉措之一。富有的內地投資者現在可以開
始買賣在香港上市的數百隻股票，內地個人投資者在
向海外轉移資金、投資於房地產以及股票和債券等資
產方面，將享有大得多的自由；「滬港通」讓香港的
海外基金和散戶投資者每日共計能夠淨買入130億元
人民幣（約21億美元）的上海上市股票，且毋須單獨
審批。

對沖基金料積極交易
預計對沖基金將是「滬港通」開通初期最積極的用
戶群體之一，因為其交易結構比較靈活，且此前不容
易進入內地市場。此前海外投資者若要投資內地股
票，均須受到一套許可和額度體系的嚴密控制。對沖

基金理論上並未受到禁止，但監管機構從未給予許
可。
由於僅花7個月便完成了或許是自歐元問世以來金

融市場上實施的最複雜的項目，各銀行或許均在期待
收到回報。不過「滬港通」開通後可能出現的市場混
亂，意味着不可能人人是贏家。這就好比有人朝空中
拋撒了一疊鈔票，然後大家一窩蜂衝上去，希望趕在
別人前面搶到一些。這將為香港的經紀機構帶來佣
金，亦預示着利潤要高得多的合成產品或所謂的通道
產品衰落，各銀行長期以來一直向希望交易內地股票
的投資者提供這種產品。全球平均而言，合成產品帶
來的人均收入大約是現貨股票交易的3倍。擁有大宗
經紀業務的銀行，亦通過把合格境外投資機構
（QFII）配額出借給對沖基金客戶以獲得利潤。從今
天開始，對沖基金可以直接交易上海的股票了。
奇怪的是，對這種最常見衍生品的需求近來有所增

加，但這可能是暫時現象，因為據認為這是投資者正
在針對預計中的資金大舉流向上海股市而調整頭寸，
同時又不必承擔未經驗證的股票互通的風險。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滬港通了 通道產品何去何從？
美聯觀點

「滬港通」仍隱藏巨大商機
財技解碼

港人恨港人恨買樓買樓

想要搵銀供樓，可如何避免「出師未捷身先死」？
「健康人生」由2011年調查的第四位攀上今年

調查的第二位，教人哭笑不得。「環遊世界」跌至第
三位，值得一提的是，「不用為錢擔心」首度入榜便
位列第四，多達10%受訪者視其為最大夢想。

夢想成真信心降
不過，受訪打工仔的整體「夢想成真」信心指數，

10分中僅得5.3分，其中「買樓」的信心由3年前的
5.7分跌至4.8分；「搵多啲錢」的信心更由5分下挫
至僅得3.5分。
進一步調查發現，打工仔首三大「不滿」，依次是

「工時過長」、「收入低／增長慢」、「工作壓力太
大」；每4名受訪者中，就有3名要加班，每周平均工
作47小時，較國際勞工組織適用於先進經濟體系的每
周40小時或以下超出18%。
如此看來，工時長令生活失去平衡，物價上升增加

生活壓力，加上樓價升幅遠超收入增幅，一籃子因素
影響下，連覓一蝸居亦變得遙不可及，難怪港人對實
現夢想的信心急轉直下。

專家籲適時跳槽
無獨有偶，康宏金融早前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

行的「港人理財態度意見調查」亦發現，在任何年齡
層，買樓均是受訪者最想實現的人生目標，當中18歲
至29歲組別更認為買樓比進修和環遊世界更重要。
美國萬通亞洲首席市務總監蕭莉玲建議，年輕人應

及早選擇優質理財方案，養成有規律的理財習慣。若
在事業發展路上看不到明朗前景，應以積極的態度作
出改變，投身更具發展及收入潛力的行業。她透露，
今年公司顧問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5%，其中80後
及90後佔多達七成。

學減壓面對現實
不過，合眾人事顧問總經理蘇偉忠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既然無法改變樓價高企的事實，不如面對現
實，切忌給予自己太大壓力。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
總經理周綺萍對此表示贊同，並指自己親身經歷過
1997年樓價見頂暴跌，身邊之前入市的朋友「一夜變
成負資產」，教人唏噓。
上車難演變成社會集體焦慮，周綺萍相信部分年輕

人參與「佔中」，亦是因為生活壓力沉重。她建議大
家「換個角度思考」，例如邊租樓邊儲錢，等樓價回
落至正常水平再入市；亦可在平衡風險後投資一些股
票或基金。

如果今時今日你嘅夢想仍是環遊世界的

話，就實在太OUT啦！美國萬通亞洲早前委

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發現，「買

樓」已取代「環遊世界」，成為2014年香

港打工仔最想實現的人生目標；昔日排第三

位的「幸福家庭」更慘被踢出前五，取而代

之是首度殺入五強的「不用為錢擔心」，可

見高樓價把一眾打工仔壓得透不過氣來。要

達成夢想，有理財專家表示可從個人理財及

事業發展着手，但亦有人事顧問建議年輕人

Hold住，不用太心急入市，為自己增添太大

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

港青最識儲錢 惟缺投資習慣
香港的80後和90後經常被社會標籤為「洗腳唔抹
腳」的一代。不過康宏金融早前調查發現，本港80後
和90後的儲蓄比例其實居各年齡組合之冠，有逾八成
30歲以下受訪者表示有儲蓄習慣和每月有剩錢；僅
14.4%為「月光族」；入不敷支者則佔3.7%。唯一遺
憾的是，大部分後生仔（約80.7%）沒有投資習慣，
主因是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投資知識，以及沒有多餘
錢。

投資實不涉大筆金額
康宏金融集團副行政總裁麥光耀認為，年輕人應具
備基本投資知識，因為錢不夠所以不作投資的觀念並
不正確，投資的基本概念正是「積少成多」，並不涉
及大筆金額。市面上有很多月供的投資計劃，可供沒
有太多流動資金的年輕人選擇。
以一個月入1.2萬元的畢業生為例，目標是購入一個

300萬元的上車盤，每月儲三分之一人工，假設每年
人工加幅約5%，其他條件以及樓價不變，預期要約
14年後才儲夠三成首期上車。利用投資工具的話，假
設每年回報有9%，則只需10年時間就可以達成目
標。
當然，樓價於現實中不可能10年無升跌，分分鐘升

幅高於薪金增幅，所以更應利用投資工具為財富增值。

港人五大夢想
排名 2011年 百分比 夢想成真信心指數 2014年 百分比 夢想成真信心指數
1 環遊世界 13.2% 5.2 買樓 15.3% 4.8
2 買樓 12.5% 5.7 擁有健康人生 12.5% 6.5
3 擁有幸福家庭 9.1% 7.0 環遊世界 11.6% 5.2
4 擁有健康人生 8.5% 6.9 完全不用為錢擔心 9.8% 4.9
5 搵多啲錢 7.2% 5.0 搵多啲錢 6.0% 3.5
註：「夢想成真信心指數」以10分為滿分
資料來源：美國萬通亞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

港人對工作三大不滿
1. 「工時過長」（31%）
2. 「收入低/ 增長慢」（28%）
3. 「工作壓力太大」（21%）
資料來源：港大民調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

整體「夢想成真信心指數」平均分
2011 2014
5.7 5.3

資料來源：美國萬通亞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

人生目標首位 取代「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跌至
港人五大夢想的
第三位。

資料圖片

■ 調 查 發 現 ，
「買樓」成為港
人最想達成的夢
想。 資料圖片

■港人對成功「買樓」的信心由3年前的5.7分跌至
今年的4.8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