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5年5月16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由於低息環境長
期持續，樓市泡沫風險有增無減。《報告》指，本
港住宅物業市場在今年首兩個月續見熾熱跡象，雖
然第一季成交量較上一季微跌2%，但3月的整體
樓價較1997年的高峰超出69%，市民的置業購買
力指數在第一季進一步惡化至64%左右，遠遠高於
1995-2014年期間的46%長期平均數。假如利率上
調3個百分點至較正常的水平，該比率更將飆升至
83%。
《報告》指，自金管局在2月底公布新一輪宏觀
審慎監管措施後，市場有所冷卻。整體樓價在首兩
個月上升後，在3月並無變動，但在季內錄得5%
的升幅。而交投活動則轉趨淡靜，整季合計，送交
土地註冊處註冊的住宅物業買賣合約數目較上一季
微跌2%至16,768 份，當中一手市場的交投較上一
季下跌19%，而二手市場的交投則上升5%。同
時，買賣合約總值縮減10%至1,159億元。

樓泡風險增 政府需要時再出招
署理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表示，本港樓價在今年

首兩個月上升較快，主要是由於外圍因素導致。目

前全球資金泛濫的形勢仍嚴峻，各大經濟體的央行
紛紛實行寬鬆政策，令資產價格的波動幅度隨之增
大。他預料未來一段時間，本港樓市的泡沫風險仍
將顯著，提醒市民應正確評估自身的風險承受能
力，政府亦會密切留意樓市的表現，有需要時會繼
續出招。
《報告》披露，增加土地供應以增加住宅供應，

是政府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的首要政策。未來
3-4年的總住宅供應量將增至7.8萬個，再創紀錄新
高。政府在2月公布2015-2016年度賣地計劃，合
共可供興建約1.6萬個單位。綜合多個土地供應來
源，來年的房屋土地供應估計可供興建約2.85萬個
私人住宅單位。

港供樓負擔比率惡化至港供樓負擔比率惡化至646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社科院昨日發布
《中國競爭力藍皮書》，在2014年中國各大城市的
綜合競爭力排名上，香港首次被深圳奪走榜首位
置，引起廣泛關注。署理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昨日
對此回應稱，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競爭優勢差距不
斷縮小，此次最新排名提醒港人應自強不息，政府
亦會下更多工夫，繼續增強本港的競爭力。

較內地城市優勢漸縮小
歐錫熊表示，不同的機構對香港有不同的排名，
以競爭力而言，香港的排名一向不算低，截至目前
仍有良好的競爭力。不過，本港已是成熟經濟體，
與內地其他城市的競爭優勢出現縮小趨勢，亦是經
濟發展的客觀現象。

有分析批評港府在科技領域的資源投放較內地
少，是競爭力衰退的主要原因。歐錫熊表示，政府一
直鼓勵創新科技的發展，但投放多少資源才算適合的
水平，各個地區有不同的標準，並無硬性指標，必須
由市場來決定。但他亦認為，創造力是推動經濟發展
的重要因素，政府未來會更重視創新科技的發展。

競爭力失冠競爭力失冠 港人應自強港人應自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憧憬深港
通公布開通時間表，港股昨日午市突然抽升
642點，逼近二萬八。近日有關深港通開通
時間表的消息頻傳，昨午傳出本周末公布深
港通開通時間，開閘日期定在9月份，加上
港匯轉強，投資者立即追入市，刺激港股急
升。港交所(0388)則以曖昧的字眼作回應
「今天沒有宣布深港通計劃的安排」，投資
者仍憧憬的是「周末」即今日會公布，令港
股在高位稍回約200點後，又再炒高，收升
536點。

倘消息落空 下周恐回落
港股昨早高開173點後，一直窄幅波動，
但下午突然傳出深港通即將公布開通時間
表，投資者追貨，令港股一度抽升642點，
高見27,928點。全日收報27,822點，升2%
或536點，守住20天線。國指收報14,009
點，升234點或1.7%。全周計，恒指跑贏國
指，累升245點，國指則跌40點。
天行聯合證券聯席董事李偉傑表示，全周
而言，港股以上落市為主，雖然昨日突然升
穿20天線，但由於是借深港通「可能」有
新消息而炒上，加上上升的股份只有840
隻，大市成交亦只有1,404億元，短期未必
可企穩。他認為，若未來兩天深港通未有進
一步消息，相信下周港股會回落。

焦點股受捧 港交所爆升
深港通傳出台，港交所又成為大市焦點，

股價急升5%至289.6元。除港交所外，連帶
本港券商股、AH差價股也急升。英皇證券
(0717)升一成，華富(0952)升7.8%，海通國
際(0665)升6.3%，耀才(1428)升5.7%。浙江
世寶(1057)升6.5%，東北電氣(0042)和山東
墨龍(0568)升4%。
中移動(0941)亦升 3.6%報 109元。平保

(2318)、友邦(1299)更飆升近3%至4%。長和

(0001)及和黃(0013)重組進入最後階段，和黃
將在本月26日收市後，終止在聯交所買
賣，兩股昨日分別升4.1%及4.3%。

21控股曾飆54% 高追損手
個股方面，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入股瑞東
(0376)，令馬雲變相持有21控股(1003)，21
控股昨曾飆54%，全日仍升10.7%，成交
6.5億元。與馬雲聯手的「股壇猛人」高振
順，其系內的股份也大升，光啟科學(0439)
升逾兩成，精電(0710)亦升4.6%。
被證監會指股權過度集中的恩達(1480)再

跌近兩成，報 6.08 元。另外，集成傘業
(1027)擬將股份1拆25，生效後每手買賣單位
改為5,000股，全日股價升13.3%報15元。

中廣核萬達成國指新貴
另外，恒指公司昨宣布季檢結果，恒指成

份股沒變動，數目維持50隻，恒生綜合大
型股、中型股指數成份股皆沒變動。國指成
份股則加入中廣核(1816)及萬達商業(3699)，
而剔除了山東威高(1066)及濰柴動力(2338)，
成份股數目維持4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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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滬港通推出半年，內地官方昨
日正式對滬港通維權問題作出回應。談及境外投資
者如何實現其持有滬股通股票的權利事宜，中國證
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昨日在北京表示，如果境外投
資者可以提供證明其作為實際權益擁有人、有直接
利害關係的相關證據，可依法以自己的名義在內地
法院提起法律訴訟。

對A股國際化進程至關重要
中新社昨報道，隨着滬港通的開通，內地股市與

國際市場逐步接軌，並有望倒逼內地資本市場進一
步改革。其中，如何引入集體訴訟等機制、進一步
增加上市公司違法違規成本是備受矚目的改革內容
之一；另一方面，能否依法維權，成為境外投資者
是否加碼內地股市的重要考量，對A股的國際化進
程至關重要。
官方強調，有關境外投資者對滬港通的投資必須

明確兩個概念，即「名義持有人」和「實際權益擁
有人」。根據滬港通的架構，境外投資者作為實際
權益擁有人行使股東權利時，應當通過名義持有人
（即香港結算），行使有關股東權利，包括請求召
開股東大會、向股東大會提案、在股東大會上投票
表決、獲得分紅或者其他投資收益等。

須證明其為實際權益擁有人
針對如何證明境外投資者是股票實際權益擁有人

的問題，鄧舸表示，根據規定，滬港通的交易結算
活動，應遵守交易結算發生地市場的規定及業務規
則，相應的，如果香港特區的法律和相關規則認可
香港結算及其參與人出具的滬股通持股證明是境外
投資者享有股票權益的合法證明，證監會也將尊重
這一安排。

中證監：滬港通投資者可以維權

《報告》指，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一季按
年實質微升0.4%，稍低於上一季的

0.6%升幅。整體而言，情況仍然乏善足陳。輸
往美國的出口續見增長，而輸往歐盟和日本的
出口則持續下滑。輸往內地及韓國、台灣等亞
洲較高收入市場的出口亦錄得不同程度的跌
幅。經季節性調整後，整體貨物出口在第一季
按季實質下跌1.4%。

出口乏善足陳 靠內需支撐
內部需求相對表現較佳，繼續成為首季經濟
增長的重要來源。最近數季勞工市場情況保持
穩定，帶動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一季較去年同期
實質增長3.5%。不過，服務輸出在第一季按年
實質下跌0.6%，延續上一季0.3%的跌勢。期
內旅客人均消費減少，以及訪港旅客的增幅大
跌至個位數的低水平，都令旅遊服務輸出受
挫，是整體服務輸出下跌的主因。

股市波動 或影響消費意慾
歐錫熊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環球經濟今年
首季表現欠佳，是導致本港經濟僅錄得溫和增
長的主要原因。由於美國和歐洲經濟均低於預
期，本港經濟何時才能恢復較強的動力，要視
乎出口何時恢復較好的表現。另外，股市也會
對經濟有影響，若資產價格劇烈波動，有可能
影響內部消費意慾，從而拖累經濟表現。綜合
評估內外部因素，今後一段時間都有不確定
性，故維持今年全年的經濟增幅預測為1-3%不
變。
談及旅遊業轉弱對本港經濟的影響時，歐錫
熊表示，雖然首季的旅客數目增長放緩，但近
期又已出現穩定的趨勢，惟消費的確比往年減
弱。《報告》披露的數據顯示，首季服務輸出
對本港 GDP 的貢獻為負0.3%，而上一季為負
0.1%，以此計算，相信因旅遊業拖累導致的負
面影響僅為0.1-0.2%，不算很大。

收緊一簽多行 影響未反映
歐錫熊又稱，內地收緊「一簽多行」政策造
成的影響，尚未反映在首季經濟數據中，相信
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對此作出評估；且旅客的消
費意慾還受到經濟大環境、匯率等多個因素左
右，現階段難言旅遊業是否已見底。政府會密
切關注旅客消費放緩對本港零售、餐飲等行業
的衝擊，如放緩趨勢長期持續，可能會對整體
失業率造成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受外圍環境不佳和訪港旅遊業轉弱拖累，本港經濟增長連續第

二季放緩。政府昨日發表《2015年第一季經濟報告》（簡稱《報告》）披露，香港經濟今年首

季按年實質增幅為2.1%，稍慢於上一季的2.4%。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實質本地生產

總值在第一季微升0.4%，而上一季則增長0.2%。署理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昨日於記者會

上表示，目前仍難言旅遊業表現是否已見底，由於本地和外圍均有不確定因素，因此維

持今年全年的經濟增幅預測為1-3%不變。

首季僅增2.1% 外圍不明朗難言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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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全年經濟本港全年經濟
最新預測最新預測

今年今年22月預測月預測 最新預測最新預測
（（%%）） （（%%））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11--33 11--33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33..55 33..22
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33 22..77

來源來源：：《《20152015年第一季經濟報告年第一季經濟報告》》
製表製表：：記者記者涂若奔涂若奔

各大機構
對港今年經濟增長預測

機構 本地生產總值 消費物價增幅
（%）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8 3.2
中銀香港 2.5 2.8
匯豐銀行 2.5 3.2
渣打銀行 2.6 3.5
美銀美林 2.0 3.5
東亞銀行 2.4 3.5
花旗集團 2.6 3.7
瑞士信貸 1.6 3.5
德意志銀行 2.9 3.5
星展香港 2.8 3.7
高盛亞洲 2.9 2.8
摩根大通 2.6 3.5
摩根士丹利 2.0 3.6
瑞銀 2.3 2.3

製表：記者涂若奔

■■歐錫熊提醒歐錫熊提醒，，香港要自強不香港要自強不
息息，，增強競爭力增強競爭力。。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零售業若持續放緩

零售業若持續放緩，，將進一
將進一

步影響本港就業市場

步影響本港就業市場。。

■■港股昨一度升港股昨一度升642642點點，，收升收升536536
點點，，成交增至千四億元成交增至千四億元。。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本港樓市泡沫風險將增加本港樓市泡沫風險將增加。。

■■本港綜合競爭力本港綜合競爭力
排名排名，，首次被深圳首次被深圳
奪走榜首位置奪走榜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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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零售挫 港經濟落索旅遊零售挫 港經濟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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