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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走勢醞釀突破
美國11月製造業活動增長減速，但新訂單持續

增長，以及出口訂單反彈，暗示儘管全球成長不
斷放緩，美國經濟仍保持穩步增長的勢頭。美國
供應管理協會（ISM）表示，11月製造業指數從10
月的59.0降至58.7，因補充庫存的速度放緩；不過
新訂單增至8月以來最高，出口訂單增長也加速。
另外，金融數據公司Markit 公布，美國 11 月
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54.8，
初值為54.7，10月終值為55.9。PMI指數成長放緩
至10個月低位。但這項調查的歷史較短，使其衡
量美國製造業活動狀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隨着原油、銅和黃金價格周一自低點回升，投

資者迅速減持澳元、紐元和加元空倉。指標布蘭
特原油期貨在瘋狂的軋空行情中，從五年低點
67.53美元大漲至73美元；金價則自1142.91美元
回升上1220水平附近，白銀價格由日低14.42大漲
至16.76美元。澳元兌美元站回0.85美元，脫離四
年半低位0.8417美元；紐元亦從0.7777美元升至
0.7913，上方阻力預估在11月中旬未能突破之
0.7980至0.8000區域，下一個關注將為10月21日
高位 0.8036 倘若破位，較近延伸阻力預估為
0.8110及0.8250，為黃金比率的38.2%及50%之反
彈水平。

製造業成長加速助反彈
英鎊兌美元周一上漲，在連跌五個月後為12月開

了個好頭，因數據顯示，英國11月製造業成長意外
加速。周一公佈的調查顯示，英國11月製造業活動
意外加速，歐元區及新興市場訂單疲軟而導致的出
口下滑，被國內需求所抵銷。Markit/CIPS英國11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升至53.5，為四個
月來高位，且仍遠高於榮枯分水嶺50.0。10月指數
為53.3。另一數據顯示，英國10月消費者信貸為八
年最高，表明儘管抵押貸款批準宗數直指樓市進一
步放緩，但消費者仍有信心。英鎊兌美元漲至
1.5762美元，此前曾觸及1.5585的15個月最低水
平。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周三將尋求利用其半年度
的預算聲明來令選民信服，他的進一步削減開支計
劃比工黨較溫和的撙節措施更可靠。
圖表走勢分析，英鎊連日來的爭持，似乎正醞

釀着一波突破走向。向下當先以1.5590作參考，
擊破此區底部，意味着新一輪的下滑，下方支持
將指向1.55水平，進一步則會看至1.5420水平。
至於向上關見為區間頂部1.5750，預估延伸升勢可
至25天平均線1.58，之後一個較重要阻力將為一
列歷時四個多月的下降趨向線處於1.59水平。

美元兌日圓上周四在117.25獲得較大支持後迅速反
彈，輕易重上118水平，並於本周初反覆走高至119.107
年高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11月18日決定把銷售稅
上調至10%的計劃推遲至2017年4月施行之後，評級機
構穆迪本周一宣布把日本主權債信評級下降1級至A1，
表示日本政府對於減赤以及經濟成長方面顯得不明朗，
反映日本經濟連續兩季陷入衰退及高負債問題缺乏解決
方法之際，不排除其他評級機構將會陸續加入調降日本
主權債信評級的行列，對日圓構成進一步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日本總務省上周五公布10月份2人以

上家庭的平均消費支出按年實質下跌4%，而日本厚
生勞動省本周二公布10月份日本5人以上企業經過
調節通脹後的實質工資增長按年下跌2.8%，連續16
個月下跌，數據預示日本內需有繼續偏弱傾向，日
本經濟難以在第4季迅速改善。此外，日本10月消
費者物價指數按年上升2.9%，但按月卻下跌0.3%，
反映日本經濟仍有陷入通縮風險，日本央行將會繼
續保持寬鬆立場，不利日圓表現，預料美元兌日圓
將反覆走高至119.80/120水平。

印度政策有利 金價延續反彈
周一紐約2月期金收報1,218.10美元，較上日升

42.60美元。原油價格周一呈現反彈，再加上日本債
信評級被下調及傳出印度放寬黃金進口限制，投資者
迅速回補黃金空倉，導致現貨金價周一自低位1,142
美元大幅反彈80美元，一度走高至1,221美元的四周
多高位。截至11月25日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
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上升近10%至66,228張，連續
兩周上升，亦有助金價表現。受到印度政府可能重訂
黃金進口無須有20%為出口產品的政策消息影響，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15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2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15美元水平。

實質工資降憂通縮
日圓弱勢下試120 由於涉及330億美元的整體行業的新無線頻譜運行成

本，導致AT&T股價今年上升約5%，落後於標普500指數
超過13%的漲幅，凸顯AT&T價值浮現。
AT&T已經對很多的用戶調低價格，讓集團與成本較低的

運營商缺乏價格競爭力的理據是值得商榷，即使行業出現新
一輪價格戰，下調價格幅度也是有限度的。而集團明年
較低的資本支出，也有助促進提升集團的自由現金流。

AT&T息率5.25厘
至於新無線頻譜運行成本方面，相較於Frontier、
Windstream以及CenturyLink等電訊服務商在鄉鎮移動

網絡的零覆蓋，AT&T在這方面有絕對的優
勢，如果與DirecTV的協議落實，協議的收益
將允許T在未來幾年資助其新無線頻譜的購
買成本。
而以公用事業板塊來看，AT&T市盈率

低於11倍，是低於行業平均的15倍至20倍
之餘，AT&T 目前的 5.25%股息率，比與
AT&T市盈率相若的威訊高85個基本點，有望

吸引尋求股票入息人士的關注目光。
比如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富達環球電訊基金，主要是透過

參與開發、製造、銷售電信服務或設備的公司證券投資組
合，以達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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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6.76%及21.02%。基金平均市盈率、近三年的標準差、夏
普比率與貝他值為16.52倍、10.43%、1.12及0.42。
資產地區分布為28.1% 美國、13% 英國、11.2% 其他國

家、9.2% 日本、8.2% 法國、5.3% 中國、4.6% 新加坡、
3.9% 西班牙、3.2% 德國、2.8% 丹麥及2.2% 墨西哥。
基金資產百分比為91.7% 股票及8.3% 貨幣市場。資產
行業比重為77.8% 電訊服務、8.3% 非必需消費品、4.1%
非必需消費品及2.7% 金融業。基金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
9.84% 威訊、8.69% AT&T及7.41% 沃達豐。

由於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拍
賣的新無線頻譜，為行業整體
成本運行約36%以上，加上市
場擔憂電訊服務價格競爭日趨
白熱化，導致標普500指數
第四季起漲了 4.48%的同
時，標普500電訊服務只漲
了1.11%；然而在全球低利
率環境下，促使電訊服務
板塊今年以來累計上升
8.66%，其吸引的股息
率，可望持續成為追
求高股息率回報的投
資基金關注。 ■梁亨

環球電訊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今年以來

富達環球電訊基金 A 1.35% 1.27%
法巴全球電訊股票基金經典資本類別 0.9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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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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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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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11月服務業指數。前值43.60
第3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7%。前值+0.5%；
年率。預測+3.1%。前值+3.1%
第3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消費。前值+0.5%
第3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預測+0.3%。前值+0.2%；
年率。預測+1.4%。前值+1.4%
Markit/ADACI1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0.3。
前值50.8
Markit1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預測48.8。
前值48.8；綜合(PMI)終值。預測48.4。前值48.4
Markit1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預測52.1。
前值52.1；綜合(PMI)終值。前值52.1
Markit1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預測51.3。
前值51.3；綜合(PMI)終值。預測51.4。前值51.4
Markit/CIPS11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6.5。
前值56.2
10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5%。前值-1.3%；年率。預測
+1.4%。前值+0.6%
ADP11月民間就業崗位。預測增加22.8萬。前值增加23.0萬

第3季勞工成本修正值。預測+0.1%。前值+0.3%

第3季非農生產率環比年率。預測+2.4%。前值+2.0%
Markit11月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前值56.1；服務業
(PMI)終值。前值56.3
供應管理協會(ISM)11月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預測57.5。前值57.1
供應管理協會(ISM)11月非製造業企業活動指數。預測62.0。
前值60.0
供應管理協會(ISM)11月非製造業就業指數。前值59.6

供應管理協會(ISM)11月非製造業新訂單指數。前值59.1

供應管理協會(ISM)11月非製造業價格指數。前值52.1

央行利率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