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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盛安聯投信基金 透視 內需充沛 亞洲小型股當旺

貿赤增澳元下試75.3美仙
澳元本周初在76.05美仙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反

彈，重上77美仙水平，周四曾走高至77.93美仙附近1
周高位，周五走勢偏弱，一度反覆下跌至76.80美仙
附近，逐漸回吐近日升幅。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布5
月份新增4.2萬個就業職位，失業率稍為下降至6%，
數據是帶動澳元向上觸及77.93美仙水平的原因之
一，不過就業參與率維持在64.7%不變，澳元未能進
一步挑戰78.00美仙關位後迅速掉頭受壓。美國周四
公布5月份零售銷售數據，按月上升1.2%，高於4月
份0.2%升幅，扣除汽車的核心零售銷售則按月上升
1%，顯著高於4月份0.1%升幅，數據反映美國零售數
據有轉強傾向，有助美國第2季經濟表現，美國聯儲
局下周三會議後的聲明內容有機會傾向今年內升息，
引致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周五進一步趨於偏強，帶動澳
元失守77美仙水平。

新西蘭央行意外減息利淡
另一方面，新西蘭央行周四意外降息0.25%，紐元

輕易跌穿70美仙水平，跌幅有擴大傾向，再加上金價
及原油價格走勢偏軟，市場氣氛略為不利商品貨幣表
現，拖累澳元周五下跌。此外，希臘債務談判陷入僵
局，希臘債務違約風險上升，歐元周三受制1.1330美
元阻力位後，周四迅速失守1.12美元水平，周五更一
度向下逼近1.1150美元附近，有助美元進一步轉強，
增加商品貨幣下行壓力，不利澳元短期表現。

鐵礦石價格下跌影響出口
據中國海關總署本周初公布資料顯示，5月份自澳
洲進口商品總值約326億元人民幣，連續兩個月下跌
之外，更是今年最低的進口值，並且較去年12月的進
口值大跌近30%，反映澳洲向中國的出口值正持續下
降，再加上澳洲4月份的商品進口值按月上升4%，連
續兩個月攀升，引致澳洲4月份貿赤按月大幅增加
216%至26.57億澳元，不排除澳洲統計局7月2日公布
的5月份貿易逆差有機會進一步擴大，對澳元走勢構
成負面影響。

此外，中國5月份全國鐵礦砂及其精礦進口值下降
至244億元人民幣，是今年最低的進口值，較1月份
下跌近30%，顯示鐵礦石價格下跌正影響澳洲礦產業
向中國出口的表現，將使澳洲礦產業的企業資本支出
繼續表現疲弱，引致澳洲央行行長史蒂文斯迅速在本
周三表示對於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持開放態度，反映
澳洲財金官員現階段仍傾向讓澳元匯價處於偏弱走
勢，增加澳元下行壓力。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5.30
美仙水平。
周四紐約8月期金收報1,180.40美元，較上日下跌
6.20美元。美國周四公布5月份核心零售銷售數據顯
著好於市場預期，美元走勢偏強，現貨金價周四曾
一度反覆走低至1,175美元附近，回吐周三所有升
幅，周五依然走勢偏軟，大部分時間窄幅活動於
1,178至1,184美元之間。隨著美國聯儲局將於下周三
公布會後聲明內容，美元有進一步轉強傾向，限制
金價反彈幅度，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60美
元水平。

經濟數據利多與希臘債務正向發展的激
勵下，歐美股市稍微回溫，台股也在「金
管會」持續推出揚升股市方案的激勵下，
周五一度收復年線，但由於市場觀望氣氛
仍未散去，影響資金追價意願，年線得而
復失，終場下跌0.56點，收在9,301.93點，
跌幅0.01%，成交量819.3億元，周線連收
二黑。
德盛科技大壩基金經理人廖哲宏表示，
儘管希臘與債務人各方出現實質對話意
願，帶動歐股漲勢；美國零售銷售優於預
期，初領申請失業金人數也仍接近15年低
點，美股小幅彈升，但從三大法人連續11
日賣超台股的態勢來看，觀望氣氛仍未隨
國際股市反彈而轉好，主要反映了第二
季電子股淡季，以及第三季半導體可能下
修旺季走勢的疑慮。
廖哲宏表示，從籌碼面來看，今年以來
外資動向影響未來台股走勢甚巨，目前期
現貨仍處賣超局面，並未明顯收斂，是導
致台股短線震盪的主因。不過，若從外匯
市場觀察，外資並未受到美國聯儲局可能
升息的預期而大幅撤離台灣，顯示現階段
僅是消化市場的負面訊息與不確定性。待
產業秩序恢復後，外資籌碼若出現回補台
股的跡象，預期可見指數明顯彈升。

台股跌穿年線仍偏淡
從技術面觀察，廖哲宏表示，台股在6月9日重
挫，正式跌破年線，目前仍是偏空局面。但接下來
若能再站穩年線，年線趨勢持續向上，可望重回多
頭格局。
展望台股後市，廖哲宏表示，由於美國FOMC會
議前將增添市場不確定性，加上台股交易新制上路
後，市場仍在學習，台股短線震盪難免，但後市仍
不宜看淡。在全球資金流動性充沛、利率維持低檔
的環境下，能見度高與穩定成長的高殖利率股仍是
投資主軸，尤其在短線波動的階段，建議可跟資
金偏好逢低分批布局高殖利率族群。
選股上，電子股的部分，廖哲宏表示，「工業
4.0」時代來臨，將支撐工業電腦長多趨勢。光纖、
電動車概念股，也仍然看好。蘋果供應鏈可聚焦具
領先地位或市佔率提升的個股；最新的USB接口規
格Type C，未來可望帶動換機潮，亦可持續關注。
此外，隨股東會旺季進入尾聲，時序進入除權息

的旺季。由於股利所得須列入個人綜所稅，參與除權
息要能填息或填權，才有獲利的機會，否則賺了權息
反而賠了稅金和價差。廖哲宏建議可留意第二季被超
賣的高股息股，尤其是第三季營運動能有機會大幅提
升的族群，可望有表現機會。例如：被動元件、PC
零組件、伺服器等，皆是值得多加留意。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5.3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6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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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月出口連三個月下滑、進口下滑幅度更甚預期，貿易
數據不佳，但同期工業生產、零售銷售等數據符合預期，A股
則受惠於新股IPO認購資金解凍回流股市、創業板股票大跌引
領資金流入滬股，以及國有銀行改革等利好消息帶動，股市持
續走強，滬深300指數十大類股僅工業類股收黑，民生消費、
消費性耐久財與能源類股漲勢居前。
另外，指數編纂公司MSCI決議暫不將A股納入指數，對於A

股的負面影響較不明顯。港股部分，周內傳出香港可能有「新
沙士」感染病例，一度引發港股恐慌性賣壓，所幸後續確認並
非「新沙士」病例也紓緩擔憂，港股週線由銀行類股領漲，小
幅收紅。台股賣壓仍重，不過台積電股東會釋出利多激勵該股

走強引領半導體類股上漲，輔以金融類股漲勢，支撐大
盤指數週線僅小幅收黑。總計上證綜合指數上漲
2.91%，香港恒生指數上漲0.15%，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上漲0.64%，台灣加權股價指數下跌0.40%。

韓央行減息助支撐大盤
韓股受「新沙士」疫情影響走勢偏弱，尤其
權值股三星電子遭券商看壞第二季獲利表現並
下調投資評等，該股挫跌近5%，韓國央行利
率會議如市場預期將基準利率自1.75%下調
0.25厘至1.5%的歷史低點，略微支撐盤勢。
泰國央行利率會議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紓緩投
資者對於泰國銀行業淨利差進一步遭壓縮的擔
憂，開泰銀行走揚，加以國際油價上漲帶動

PTTEP等能源類股漲勢，推升泰股收紅。
投資者衡量雨季雨量狀況與聯儲局升息動向，市場賣壓仍重壓

抑印度股市挫跌至八個月低點，製藥、汽車類股表現較弱。總計
過去一周韓國KOSPI 指數下跌 0.77%，泰國 SET指數上漲
0.15%，印度SENSEX指數下跌1.57%。（泰國與印度股市截至
17:00）

區內國家經濟前景較明朗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認為，面臨美國聯儲局即將升息的環境

下，新興市場投資的基本面檢視將更形重要，亞洲國家的經濟
前景仍較為明朗，自2014年底至2015年上半年通脹放緩與亞洲
各國央行貨幣政策寬鬆，對於刺激國內支出的效果應會遞延至
下半年發酵，加上美國、歐洲等全球主要國家在未來幾個季度
也將見到較為明顯的成長回升，有利於提振亞洲國家出口動
能，評估整體亞洲於2015下半年至2016年成長前景仍佳。再
者，就政策動向而言，在實質利率水準攀升、通縮壓力仍在的
情況下，預期包含中國、印度與韓國等國央行仍有進一步調降
利率刺激經濟的空間。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看好亞洲小型股投資前景，亞洲各國

正積極進行的重新平衡經濟活動的改革並鼓勵產業多元發展，也
將使規模較小的公司潛在受益。例如，韓國創意經濟鼓勵新創產
業，將該國資訊與通訊科技的優勢應用至其他經濟領域的項目，
印度政策重點傾向刺激投資與企業支出，經濟成長動能回升也將
提振印度小型股表現，中國經濟改革將持續影響產業結構變化趨
勢，實質上是將國家資源對中小企業的深度開放。 （摘錄）

聯儲局升息疑慮增
溫、希臘債務問題干
擾，加上中國貿易數據
不佳，衝擊亞股過去一
周多數下跌。日本部
分，上季經濟成長率修
正值達 3.9%，優於預
期，惟日銀總裁黑田東
彥評論日圓不大可能進
一步走低，引發日圓匯
價升值，壓抑日股升
勢、連兩周收黑。總計
過去一周，摩根士丹
利亞洲不含日本指
數下跌 1.49%，
亞洲不含日本小
型企業指數下跌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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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
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因籌劃重大事項，公司
股票已於2015年4月1日起停牌。公司於4月16日因所籌劃的事項構成重大資產重組，發
佈《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經申請公司股票（A 股 600689；B 股 900922）自4月16
日起進入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因重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且方案尚具有不確定性，公
司於5月16日發佈《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5月16日起繼續停牌1個
月。停牌期間，公司每5個交易日發佈了重大資產重組進展情況。

由於預計無法在重組停牌後2個月內復牌，根據相關規定，公司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於2015年6月9日發佈了《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審議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
牌的董事會決議公告》，由於盡職調查尚未完成，公司擬繼續停牌。公司已向上海證券
交易所提交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6日起繼續停牌不超過1個月的申請。（詳見2015年4
月1日、4月9日、4月16日、4月23日、4月30日、5月6日、5月14日、5月16日、5月23
日、5月30日及6月6日刊登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獨立財務顧問及法律顧問盡職調查尚在進行中；審計及評估機構已
初步完成現場盡職調查工作，處於匯總整理階段；公司與有關各方正就本次重組方案涉
及的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溝通與協商。

因相關程序尚未完成，有關事項存在不確定性，為維護投資者利益，保證信息披露
公平，避免造成公司股價異常波動，本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公司將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其他有關規定，結合停牌期間相關事項的進展情況，及時履行
信息披露義務，每五個交易日發佈一次有關事項的進展情況。公司將待相關工作完成後
召開董事會審議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議案，及時公告並復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www.sse.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後續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蘋果亞太數據中心或落戶貴州
香港文匯網訊（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美國蘋果公

司副總裁麗莎．傑克遜日前在貴州考察時透露，蘋果公
司將進一步密切與貴州的溝通交流，與貴州和富士康科
技集團一道，共同推動蘋果公司亞太數據中心落戶貴
州。
近年來，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迅速。麗莎．傑克遜認
為，貴州注重數據安全和發展，注重挖掘數據價值的理

念與蘋果公司不謀而合。此次考察貴州，貴州的青山綠
水給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特別是交通基礎設施
建設和教育事業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驚訝。希望雙
方能夠進一步密切溝通合作，推動蘋果公司亞太數據中
心落戶貴州。
貴州省省長陳敏爾說，貴州發展大數據產業具有多種

優勢，國家也批准貴州創建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產業發展

集聚區。在加快數據集聚的同時，貴州大力推進數據開
發應用，力發展電子商務、呼叫服務、智能端產品製
造等關聯產業。
陳敏爾說，蘋果公司在中國家喻戶曉，在全球有廣

泛的影響力。貴州十分看重與蘋果公司的合作，希望雙
方進一步加強溝通交流，共同促成蘋果亞太數據中心落
戶貴州，實現互惠互利、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寧波報
道）首屆中東歐博覽會、第十七屆浙洽
會、第十四屆消博會12日在浙江寧波落
幕，共吸引近5萬名境內外嘉賓、客
商，其中有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
客商1.9萬餘名、團組近百個。全省共
簽約重大投資項目33個，總投資81.4億
美元。期間通過《中國寧波—中東歐國
家城市合作綱要》，涉及經貿、互聯互
通、金融和人文交流合作等領域，並一
致同意支持寧波承辦下屆中東歐博覽
會。
國務委員楊潔篪在中國—中東歐國家

合作發展論壇上表示，2014年中國與中
東歐國家貿易額首次突破六百億美元大
關，近三年中方從中東歐國家進口增長
24.6%，中方願以落實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倡議為契機與中東歐國家相向
而行，攜手並肩，做大務實合作的蛋
糕，推動經貿關係沿更加健康、快速
的軌道向前發展。

簽約投資超81億美元
浙洽會期間，浙江全省共推出重點招

商項目300多個。200餘家世界500強和
跨國公司行業龍頭企業參加了之江峰
會。全省共簽約重大投資項目33個，總
投資81.4億美元。簽訂金融合作協議3
個；推出引智項目480餘項，達成意向
432項；推出科技成果項目124個，初
步達成合作意向30項；西藏那曲、新疆
阿克蘇共簽約合作項目22個，簽約金額
60.78億元人民幣。簽約重大旅遊項目
28個，總投資633.65億元人民幣。
為促進寧波與中東歐國家雙向投資合

作，寧波分別與波蘭、保加利亞簽定合
作協議，中東歐（寧波）貿易物流園區和中東歐（寧
波）工業園正式掛牌。
中東歐國家特色產品展共有16個中東歐國家201家
企業、360餘名參展商參展，中東歐特色商品受到了
寧波市民熱捧。
據悉，共1,200餘名內地專業採購商到會洽談、採
購，中東歐展商普遍表示下屆要繼續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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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寧波）——中東歐投資合作產業園推介會
會場。 水貴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