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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香港年香港十十大大
編者按編者按：：20142014年即將成為歷史年即將成為歷史，，美聯儲局正式宣布結束美聯儲局正式宣布結束QEQE、、

年底油價暴跌及盧布狂貶年底油價暴跌及盧布狂貶，，均攪局全球投資市場均攪局全球投資市場。。本港財金市場本港財金市場

除受外圍大環境波動影響外除受外圍大環境波動影響外，，內部亦發生不少市場極度關注的大內部亦發生不少市場極度關注的大

事事，，如滬港通如滬港通「「開車開車」、」、取消兩萬元人民幣兌換限制取消兩萬元人民幣兌換限制、、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棄港赴美棄港赴美，，再掀再掀「「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權」」爭論等爭論等，，均極受市場關注均極受市場關注。。本報本報

編輯部根據以下標準編輯部根據以下標準，，包括事件的影響力包括事件的影響力、、社會的關注度社會的關注度，，以及以及

反映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標誌性等反映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標誌性等，，選出本港選出本港20142014年財經年財經

市場的十件大事市場的十件大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涂若奔涂若奔、、蔡競文蔡競文

2 阿里棄港赴美 馬雲變首富

5 油價暴跌盧布狂瀉禍延港股

8 反貪風暴 震動石油系華潤系

3 美退市港府減辣樓價展升浪

6 國企掀新改革中石化引民資

9 推白居二新居屋 解燃眉急

4 金管局多次入市 壓港匯強勢

7 配合滬港通開車 人民幣任兌

10 「佔中」害經濟 政府降GDP預測

1 滬港通展新章 南北水互通
4月中證監宣布將於

10月推出「滬港通」，
其後受「佔領」行動影
響，開通時間有所推
遲，一度引起揣測，但
最終於11月17日正式
「通車」，揭開兩地資
本市場的新篇章。不
過，首日的交易情況出
乎預料，北向交易（滬股通）火爆而南向交易（港股通）平淡，滬
股通的130 億元（人民幣，下同）額度大半日爆滿；但港股通的105
億元卻全日用剩83%。
在「滬港通」推出一個月，「滬股通」的額度累計用去645.3億

元，佔整體3,000億元額度約21.5%。「港股通」額度累計用去83億
元，僅佔整體2,500億元額度約3.3%。雖然表現遜於預期，但A股卻
迎來大時代，滬指數日內突破3,000點，在12月9日，滬深兩市成交
量分別達到7,934億元和4,731億元，以12,665億元的總量創下A股
史上最大單日成交紀錄，亦是全球股市最高紀錄。而港股在12月5
日單日成交亦高達1,477億港元，創2008年金融海嘯後新高。

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原本計劃在
香港掛牌上市，但因其希望採取
「同股不同權」的「合夥人制」
不符合本港規定，故改赴美國上
市。9月19日，阿里巴巴登陸紐
交所，開盤即報92.7美元，較招
股價68美元大漲36.3%，集團市
值達到 2,383.32 億美元，超越
facebook、亞馬遜和騰訊，成為
僅次於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聯網
公司。本港眼睜睜坐失史上最大
的IPO，加上廣大散戶無法購買阿里巴巴股票，再度掀起業界對於
「同股不同權」制度的爭論。
據彭博富豪榜截至12月12日的數據顯示，集團主席馬雲的最新

身家達287億美元，超越長和系主席李嘉誠的282億美元，成為華
人首富及亞洲首富。

從2008年 11月底開
始，美國總共進行了四
輪「量化寬鬆」措施
（QE），今年終於首
次啟動了「退市」步
伐，令全球金融市場受
到巨大影響。10月 29
日，美聯儲局正式宣布
結束買債。美元應聲上
揚，令港股受壓。此後
全球資金出現回流美元
資產的趨勢，恒指絕大部分時間均在24,000點以下徘徊。
隨着今年聯儲局逐步減少買債，市場一度擔心美國提早加息，惟

港府5月放寬雙倍印花稅(DSD)換樓限期，本港樓價不久重拾升軌。
截至本月19日，反映樓市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報132.81
點，連續4周創歷史新高。

在7月1日至8
月5日期間，港
元兌美元頻頻升
穿7.75元水平，
觸及強方兌換保
證。據本報統
計，金管局共入
市 24 次，總注
資 金 額 高 達
753.25億元，為
2012 年 10 月以
來最多，令本港
銀行體系結餘一度增至2,391.89億元。據金管局解釋，港元需求
大增的原因，主要為企業派息及併購之用，未必跟流入股市有
關。不過，當時也有市場人士指出，不排除與「佔中」及滬港通
有關，令部分資金提早作出部署。

自俄羅斯捲入克里
米亞危機後，在美國
的暗中操控下，油價
以異乎尋常的態勢一
路暴跌，從今年6月
25日創下的102美元
相對高位，到12月中
跌穿54美元關口，半
年跌幅將近5成。俄羅
斯央行加息6次共11.5厘，並拋出逾800億美元外匯儲備，但仍難
阻盧布狂跌，今年以來累計跌近6成，僅在12月跌幅就超過三成。
俄股今年累計跌幅也超過5成，其他新興市場亦遭受池魚之殃，

泰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巴西的股市均出現插水式下跌。受油
價暴跌及盧布狂貶影響，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本月再度失守
23,000點，在本月17日低見22,529點，部分俄羅斯概念股急挫逾
一成。

為扭轉「國進民
退」困局，今年以
來中央積極推進國
企改革，中石化
(0386)於 9 月宣布
旗下中國石化銷售
公司與 25 家境內
外投資者訂立增資
協 議 ， 以 合 共
1,070.94億元人民
幣認購增資後銷售公司29.99%的股權。
而直屬國務院的窗口公司中信集團，旗下中信股份(0267)(前稱中

信泰富)，在3月底宣布以總代價2,865億元鯨吞母公司資產，變相
借殼整體上市，市值亦由逾400億元大增至逾3,000億元。三大電
信運營商在7月份亦宣布，共同成立鐵塔公司，為未來電信業改革
邁出第一步。

為配合滬港通
開車，香港金融
管理局在 11 月
12日宣布，在同
月17日起將取消
港人每天上限兌
換兩萬元人民幣
的限制，料將刺
激對人民幣的需
求。 行政長官
梁振英表示，取
消兌換限額後，
不單可便利香港居民參與滬港通以及各種人民幣的金融交易，同時
可進一步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
有銀行界人士表示，兌換限制取消後，兌換量較以往多一至兩
倍。

中央今年
致力反貪，
拖累石油系
及華潤系股
價 先 後 急
跌。華潤集
團原董事長
宋林在4月涉
嫌嚴重違紀
違 法 被 調
查，令當日
華潤系在港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被拋售，其中華潤電力（0836）的
股價跌幅最大，一度下跌11.9%至18.5元，收市亦下跌9.62%至
18.98元。華潤水泥（1313）收市亦下跌4.12%至5.82元；華創
(0291)的股價跌幅亦較大，收市下跌4.16%至21.9元。另外，今年內
中石油集團系有多名前高層被查，亦拖累股價一度急跌。

房委會決定，推出
第二輪白表免補地價
購買二手居屋計劃
（白居二），名額由
第一輪的5,000個減半
至2,500個，預計明年
3月可申請，中籤者申
請購買證明書的限
期，由6個月時間改為
1年。第一輪5,000個
名額，中籤者有3,983
戶領取了購買資格證明書，截至今年6月，有2,161戶購買。
另外，新一批居屋涉及2,160個單位，分別是沙田美盈苑、美柏
苑；荃灣尚翠苑、青衣青俊苑及元朗宏富苑，實用面積由371至511
方呎，售價由187萬至326萬元不等，明日起至下月12日接受申
請，以市價7折發售。市場料增供應可解燃眉之急。

受「佔領」行動加
劇本港內部經濟下行
的風險，加上預期出
口會錄得低增長，港
府在11月中旬將全年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
測下調至2.2%，接近
港府8月時預測2%至
3%的下限。同時，港
府初步評估，受「佔
中」影響，今年第四季經濟不表樂觀，投資氣氛會轉弱，按季或錄
得輕微負增長。
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稱，「佔領」行動持續，對零售、餐飲、

運輸以及旅遊業造成負面影響，加上出口緩步增長，第四季GDP
可能按季出現輕微倒退。而「佔中」不但影響零售市道，亦使中小
企憂慮經營環境，預期第四季投資氣氛會轉差。

財經新聞財經新聞

■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後，馬雲身
家暴漲，晉升全球華人首富。

■港府5月放寬雙倍印花稅換樓限期後，
本港樓價重拾升軌。 ■資金湧入，金管局多次入市壓港匯，令本港銀

行體系結餘一度增至2,391.89億元。

■「佔領」行動禍害，港零售業首當其衝。■新一批居屋涉及2,160個單位，明日起至
下月12日接受申請。圖為元朗宏富苑。

■滬港通於今年 11 月 17 日正式「通
車」，揭開兩地資本市場的新篇章。

■配合滬港通開車，本港在11月17日起取消人民
幣兌換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