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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8月31日-9月4日)
日期
31

1

2

3

4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8月24-28日)
日期
24
25

26

27

28

註：R代表修訂數據 #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歐盟
德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澳洲

美國

美國

國家

美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3:00 PM
9:45 PM
6:00 PM
10:00 PM

9:50 AM
6:00 PM
8:30 PM
10:00 PM
9:30 AM

8:30 PM

10:00 PM
8:30 PM

香港時間

10:00 PM

7:50 AM
8:30 PM
3:00 PM
8:30 PM

6:00 PM

3:0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8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7月份零售銷售#
8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7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8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7月份建建開支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7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第二季非農業生產力# (修訂)

7月份工廠訂單
7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澳元)

7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7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8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8月份失業率
8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7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8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7月份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7月份耐用品訂單

7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修訂)
7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7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7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8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7月份個人收入
7月份個人開支

8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

54.7
-

52.6
+ 0.6%

-
-

+ 2.7%
+ 0.9%

-
-

+ 27.3 萬
431億
58.4
5.2%

+ 21.7 萬

結果

50.7 萬
101.5
+ 0.6%
+ 2.0%
- 1.7%
27.1 萬
+ 3.7%
104.2
- 3.7
- 6.9
+ 0.2%
+ 0.4%
+ 0.3%
91.9

上次
+ 0.2%
+ 5.1%
54.7
11.1%
52.7

+ 0.1%
+ 2.2%
- 2.2%
+ 1.3%
+ 1.8%
29.46 億
+ 0.3%
27.1 萬
438萬
60.3
5.3%

+ 21.5 萬

上次

48.1 萬
91.0

+ 0.4%
+ 4.1%
- 1.4%
27.7 萬
+ 2.3%
104.0
- 2.9
- 7.2
+ 0.3%
+ 0.4%
+ 0.3%
92.9

R
R

R

R

R

馮 強金匯 動向 新興股市大跌 佈局中小基金

技術面轉穩 金價續反彈
在上周四抽底回升後，倫敦黃金周五進一步上揚，

衝擊1,140美元關口。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官員
的講話暗示加息時間可能推遲，支撐金價走高，但因
美元走強和美國經濟數據強勁則又限制了金價升幅。
金價周五收報1,134美元水平，整周計算仍錄得超過
2%的跌幅。周五公佈的數據顯示，7月美國消費者支
出增長。周四美國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被上
修至增長3.7%，初值為增長2.3%。數位美聯儲官員的
講話暗示，聯儲可能推遲至下月之後收緊政策，因金
融市場大幅震盪。金價受提振上揚；加息將會削弱諸
如黃金等無息資產的吸引力。
本周五美國將公佈8月份非農就業數據，或可為美聯

儲本月會否加息提供更多線索；此外，市場人士亦會
關注自中國8月11日安排人民幣貶值後引發的不安情
緒會否持續。由此全球金融市場8月波動率上升，避險
情緒爆發，誘發金市空頭回補，金價強勢反彈，最高
漲幅一度逾6.3%。然而，上周中國央行「雙降」緩和
了金融市場緊張氛圍影響，美元獲得提振，金價則又
重新回落。

短線上望1155美元
圖表走勢分析，金價在8月21日及24日均受制於
100天平均線，但均未可顯著突破下出現回落，但隨後
上周後段金價回升，亦帶動RSI及隨機指數自超賣區

反彈，或見金價本周早段亦可有上升動能。上試目標
先看1,140及1,155美元水平，關鍵仍會留意目前位於
1,163美元的100天平均線，需突破此區才可望金價可
重返升勢，預計下一級目標將可看至1,180美元。另一
方面，下方支持預估為1,123美元，而上周兩日守穩的
1117水平則為關鍵參考，亦要慎防倘若意外回破此
區，金價短期將再陷探底進程，較大支持料為1,110及
1,100美元關口。
倫敦白銀方面，周五最高升見14.68美元，上周三曾

一度跌至六年低位13.93美元後，刺激了逢低承接買
盤。關鍵則會留意15.66美元水平，為八月份多次上探
未能突破的阻力，若此趟可破位將有望銀價可延展漲
勢，目標可看至200天平均線16.20美元。

美元兌加元上周連番受制1.3350水平阻
力後走勢偏軟，失守1.33水平，上周五更
一度向下逼近1.3165水平。美國聯儲局在
懷俄明州Jackson Hole舉行一連三天的年
度經濟會議，美國聯儲局副主席Stanley
Fischer的發言認為通脹將會回升，反映聯
儲局仍有機會在9月作出加息行動，美元
兌主要貨幣轉強，歐元上周五跌穿1.12美
元水平，美元兌日圓亦反彈至121.70附
近，不過美元兌加元反而掉頭跌穿1.32水
平，顯示加元匯價呈現反彈傾向。

美元兌加元料回至1.30
加拿大統計局本月21日公布的6月份零
售銷售表現偏強，而7月份核心通脹亦回
升，但美元兌加元上周前段卻進一步走高
至1.33水平，主要受到原油價格跌幅擴大
影響。隨着紐約期油上周初下跌至每桶37
美元水平約6年半低位後止跌回穩，並且
更於美國聯儲局在 Jackson Hole年會期
間，連續兩日作出大幅反彈，重上45美
元水平，對加元匯價構成支持，是帶動美
元兌加元從1.33水平逐漸回落至1.31水平
的原因之一。此外，加拿大今年1月至5

月份的經濟增長均呈現收縮，市場預期加拿大本
周二公佈的第2季經濟增長數據將表現偏弱，不
過該因素早已反映在加元過去數月的反覆下跌走
勢上。受到原油價格上周尾段急速反彈影響，預
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3060水平。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134美元，較上日升
11.4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初受制1,169美元水平後
連續三日下跌，周四在1,118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周五曾迅速反彈至1,140美元附近。美國商品期貨交
易委員會公佈截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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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至44,271張，
淨長倉數量持續回升，有利金價表現，預料現貨金
價將反覆走高至1,145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306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45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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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調低中間價令人民幣貶值後，拖累新
興市場貨幣幾全面走低，因市場擔憂人民幣貶值有可
能引發新一輪貨幣貶值競賽，也拖累MSCI新興市場
指數波段下跌20%，進入技術性熊市。富蘭克林證券
投顧認為，由於許多新興市場貨幣價位已率先跌破金

融海嘯時期水平，再大幅下跌空間有限，人民幣
補跌對新興市場貨幣造成的衝擊仍屬可控。另
外，新興市場企業目前平均市盈率(PE)已降到僅
11倍，遠低於已開發國家股市的17倍，市盈率
差距已逼近歷史最高紀錄，雖然新興市場仍存在

結構性問題，但就價值面而言，已具有
長線投資價值的吸引力。

受惠改革 吼內需中小企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因應美元

升值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兩大背景下，
投資者宜在新興市場裡減碼原物料類股
之佈局，減輕商品市場下滑對相關產業的

影響，並且以新興國家小型股為首選，因在全球股市
動盪下，受到國際資金移動，大型股較易受衝擊，而
且許多新興國家正在厲行改革或推動刺激計劃，優先
受惠的將是以內需為導向的中小企業。
2015下半年以來，中國股匯劇烈震盪牽動亞洲整體

金融市場走勢發展，各國股匯表現波動程度也隨之擴
大。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認為，雖然中國本身經濟放
緩，以及亞洲以外的主要新興經濟體或受油價下跌影
響或本身經濟情勢不佳亦導致需求疲弱，確實影響整
體亞洲增長動能，但如中國與印度仍因擁有政策改革
題材而有機會帶動股市表現。經濟轉型升級和以財富
效果提升消費為中國國家政策，支撐股市的背景因素
未發生根本性變化，雖然短線調整區間拉長，但中國
股市長線看好格局應不致改變；印度經濟以內需表現
為主要驅動引擎，目前正處於可維持數年的成長復甦
循環中，企業獲利動能亦有望觸底回升，加以偏低且
穩定的通脹與低油價總經環境，輔以官方積極推動增
加基礎建設投資，看好印度股市長期投資前景。

美國聯儲局今年可能開始讓零利率政策
退場，令新興經濟體的股匯債市波動再
起，但預期新興市場經濟體質有足夠實力
抵擋聯儲局的加息動作，因新興股市已大
幅調整，股市市盈率已相對偏低，且聯儲
局加息議題持續已久，許多新興市場政府
已着力降低經常賬和財政赤字，加上當前
新興市場多半採取浮動匯率，不再輕易
受聯繫匯率制瓦解的衝擊，在有充沛
外匯存底下，足以抵擋資金外流的
潛在威脅，投資者可定期定額逢低
佈局新興市場內需中小型基金。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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