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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罰5券商2.4億元
嚴打外部接入系統未按規定審查了解客戶身份

傳清理配資大限至 A股成交僅50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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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9月9日，太平再保險
有限公司舉辦「香港保險市場機遇與挑
戰」研討會暨太平再保險成立35周年誌
慶活動，邀請香港產險、壽險保險公司
以及相關行業客戶約100人參加。香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黃灝玄太
平紳士、香港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太平紳
士、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華先生
擔任演講嘉賓，圍繞香港保險市場的機
遇與挑戰，同與會嘉賓進行了交流分
享。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
經理孟昭億，香港中聯辦經濟部部長孫
湘一、副部長張夏令，香港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副秘書長張國財太平紳士，香港
保監處助理保險業監理專員林家泰太平
紳士、香港保險業聯會劉佩玲總經理出
席活動。
孟昭億致辭時表示，面對宏觀經濟形
勢及保險市場的不確定性，太平再保險
未來一定緊緊圍繞國家「走出去」、「一
帶一路」戰略及集團精品戰略，抓住機
遇，找準定位，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特
色，加快發展，做大做強再保板塊，在集
團推進全球化佈局和國際化經營特色中承
擔主要角色，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央行昨日
公佈的最新金融數據顯示，8月廣義貨幣(M2) 同比增長
13.3%，增速與7月末持平，比去年同期高0.5個百分
點，繼續維持在今年以來較高位；當月新增人民幣貸款
8,096億元(人民幣，下同)，略低於市場預期；當月社會
融資規模增量為1.08萬億元，分別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
3,404億元和1,276億元。專家分析稱，貨幣寬鬆在進一
步顯效，有利於實體經濟在幾個月後企穩。未來貨幣政
策仍會保持寬鬆，降準空間大。
數據並顯示，8月狹義貨幣(M1)餘額36.28萬億元，同

比增長9.3%，增速分別比7月末和去年同期高2.7個和
3.6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餘額5.91萬億元，同比
增長1.8%。當月淨投放現金51億元。

此外，8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91.08萬億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15.4%；8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08萬億
元，分別比7月和去年同期多3,404億元和1,276億元。
其中，8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新增人民幣貸款7,756億
元，同比多增753億元，較上月的5,890億元增加了
1,866億元。

樓市回暖 增信貸需求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李佩珈認為，貨幣寬

鬆政策的效果正在不斷顯效，扣除給證金公司，實際新
增信貸高於7月新增貸款，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作用正在加強。不過，當前新增信貸需求主要是房地產
市場回暖導致，扣除給住房部門貸款，流向其他產業的

新增信貸並不明顯。
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也認為，目前總體貨

幣供給比較充足，但這些資金能否順利進入實體經濟，
支撐實體經濟發展仍值得關注，另外，當前市場資金價
格仍然較貴，因此未來政策應繼續保持貨幣總量寬鬆，
並着力落地貨幣輸送渠道。未來應進一步降息，同時通
過各項金融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李佩珈則預計，受全球資本市場動盪等因素影響，未

來人民幣匯率仍存一定的貶值壓力，將進一步加大貨幣
市場流動性壓力，需要通過加快公開市場操作等來補充
短期流動性的不足。目前大型商業銀行18%的存款準備
金率仍居於歷史較高水平，也為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創
造了條件。

貨幣寬鬆顯效 8月末M2增13.3%

■人行昨日公佈的最新金融數據顯示，8月廣義貨幣
(M2) 同比增長13.3%，比去年同期高0.5個百分點。

中新社

龍湖地產首8月銷售金額增7%
香港文匯報訊 龍湖地產（0960）昨公
佈8月份售樓數據，單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
40.6億元（人民幣，下同），銷售面積31.3
萬平方米。1至8月累計合同銷售金額301.2
億元，同比增長7%，銷售面積248.4萬平
方米。
世茂房地產（0813）同日公佈，8月的合
約銷售額約為42億元，去年同期為60.3億
元，合約銷售面積為346,823方米，去年同
期為502,607方米；8月平均銷售價格為每
方米12,113元。今年首8個月，集團的累計
合約銷售總額約為397.9億元，集團的累計

合約銷售總面積為3,307,162方米，按年分
別下降8.9%及7.7%；首8個月的平均銷售
價格為每方米12,031元。
合景泰富(1813)8月份集團總預售額為

20.58億元，歸屬於集團的權益預售額為
16.5億元，與2015年7月14.16億元及2014
年8月16.27億元相比，按月增加16.5%，
按年增加1.4%；集團的權益預售建築面積
約為126,400方米，而2015年7月為89,000
方米及2014年8月123,800方米。今年首8
個月集團的權益預售額達125億元，已完成
全年預售目標225億元的5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中國保監
會昨日發佈《資產支持計劃業務管理暫行辦法》
（以下簡稱《辦法》），鼓勵保險資金設立保險私
募基金，並支持保險資金重點投向國家支持的戰略
性新興產業、養老、健康醫療服務，互聯網金融等
產業。
據中國保監會保險資金運用監管部市場處處長賈

飆透露，目前已有兩家保險私募基金獲批，分別是合
源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和陽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發起設立的陽光融匯醫療健康產業成長基金。

中保監鼓勵設保險私募基金

一太：中國成亞洲最大旅遊業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

道）物業顧問第一太平戴維斯日前
發佈中國酒店市場報告稱，中國已
成為亞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旅遊
業樞紐。數據顯示，2014年末中國
五星級酒店入住率為57.9%，與去年
同期持平。儘管有復甦跡象，但由
於反腐計劃力度加大、政府財政收
入下滑等因素影響，2015年五星酒
店入住率預期將面臨進一步下行壓
力。
第一太平戴維斯指，目前內地經

濟增長有所放緩，而消費習慣也有
所改變，預期內地酒店可租客房平
均收入將在2015年繼續下滑。儘管
如此，一線城市仍錄得同比增長，
目前上海與深圳的同比增幅分別為
7.1%與8.0%，較前四年平均水平分
別高出0.4%與4.8%。
該行中國市場研究部主管簡可表

示，隨着財富逐漸增加，消費品位
日趨多元，且酒店/度假村及配套設
施不斷改善，國內旅遊預期會得到
進一步發展。

同花順及高層就處罰提申辯

鄧舸介紹，中證監對外部接入的恒生等系統進行檢
查了解時發現，華泰、海通、廣發、方正證券使

用外部接入系統HOMS、銘創、同花順等，未能確保
客戶終端交易信息的真實性等，未實施有效地了解客
戶身份回訪了解等程序。
8月25日，海通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証券及方正

證券四家券商各自發佈公告稱，被中證監立案調查，
原因包括因涉嫌未按規定審查、了解客戶身份等違法
違規行為等。
鄧舸表示，作為處罰，中證監將對華泰証券沒收
1,823.53萬元，處以5,470.58萬元罰款；對海通證券沒
收2,865.3萬元，罰款8,595.9萬元；對廣發證券沒收
680萬元、罰款2,041萬元；對方正證券沒收871萬
元，罰款1,743萬元；對浙商期貨沒收2.7萬元、罰款
30萬元。

擬處罰兩宗短線股價操縱
此外，中證監擬對兩宗短線操縱證券市場案件作出
行政處罰。目前中證監對操盤手馬信琪涉嫌操縱暴風
科技股票價格，孫國棟操縱西部證券、中科金材、如
意集團、全通教育、深圳華強、暴風科技等13隻股票
價格兩案審查完畢。
鄧舸指出，兩案均通過虛假申報等方式影響股票價

格並快速反向操作，違反中國證券法第77條相關規
定。根據中國證券法第203條規定，沒收馬信琪44萬

元違法所得，處以132萬元罰款；沒收孫國棟違法所得
1,129萬元，處以3,389萬元罰款。
他強調，操縱市場行為不利於證券市場的有效發

揮，營造了虛假的市場供求關係，誤導投資者的投資
決策，損害了投資者利益，中證監一經查實認定將嚴

厲打擊。
另外，中證監將推出首批投資者教育基地。鄧舸表

示，目前的投資者基地資源分散，導致投資者存在投
資經驗和風險認識不足，建設統一的投資者教育基地
有利提升投資者信息，維護市場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中證

監新聞發言人鄧舸昨日在京表示，因存在未

按規定審查了解客戶違法違規行為，擬對華

泰証券、海通證券、廣發證券、方正證券、

浙商期貨作出行政處罰，罰沒總計達到2.4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時，中證監將嚴厲

打擊短線違規操作股價的行為，並對涉及暴

風科技等13隻股票的兩宗案件予以高額行政

處罰。

香港文匯報訊 金融信息服務商同花順
(300033.SZ)昨日發佈公告稱，該公司、公
司副總朱志峰以及公司產品經理郭紅波周四
(10日)已就此前受到的中國證監會行政處
罰，分別向證監會提起陳述、申辯和舉行聽
證會的要求。
中國證監會此前以涉嫌非法經營證券業務

為由對同花順、恆生電子( 600570.SS )以及
上海銘創立案調查，稱前述三家公司開發的
系統允許投資者不履行實名開戶程序即可進

行證券交易。
周一，同花順等三家公司分別收獲中國證

監會行政處罰通知。通知稱同花順公司明知
其客戶經營方式，仍向不具有經營證券業務
資質的客戶銷售系統及提供相關服務，並獲
取收益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證券業務。
中證監決定沒收同花順公司違法所得

217.7萬元(人民幣，下同)並處以653.1萬元
罰款；對朱志峰和郭紅波處於警告，並分別
給予10萬元和5萬元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市傳9月首個配資清理大限已至，
不過本周最後一個交易日，A股走勢尚
屬平穩。全日滬綜指窄幅震盪，盤中數
度走高，均上行乏力，最終微漲
0.07%，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分別升
0.37%、1.05%。但兩市成交量再度大幅
萎縮，僅成交逾5,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
內地《21世紀經濟報道》稱，9月配

資市場要經歷數次配資清理，而首個清
理大限在昨日到來。報道援引北京一間
配資公司業務經理指，該公司於9日晚
收到監管層正式通知，存量配資子賬戶
須在本周五（11日）11：30準時關閉，
公司不得不於10日一早向客戶發出通

知，提醒他們務必在周五上午11：30
前，將持倉股票變現，並配合做清算工
作。

權重股持續低迷 成交再萎縮
分析師測算，隨着清理配資賬戶再次

「升級」，9、10月間，約有2,000億至
3,000億資金要流出。深圳一家配資公司
業務經理直言，配資業務已沒有可做的
餘地，從客戶角度而言，如今行情不
佳，而配資公司亦不願意再做配資，因
為政策風險太大。
不過，早前已經歷大風大浪洗禮的A

股，昨日並未對此作出激烈反應。早盤
滬綜指小幅低開約8點，或0.26%，此後
數度上下，但一直在3,200點附近波動，
全日振幅不過1.89%。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200點，上漲
2.34點，或0.07%，周漲幅1.3%；深成
指報10,463點，上漲39點，或0.37%，
本周上漲4.1%；創業板指報2,060點，
上漲 21 點 ，或 1.05% ， 周漲幅為
11.1%。兩市量能再度萎縮，合計成交

5,161億元。盤面上，券商、銀行、煤
炭、鋼鐵等權重股持續低迷，上海本地
股、國產軟件、高校概念等板塊表現靚
麗。

分析：下周或回調洗盤
源達投顧的分析報告認為，配資賬戶

的強制處理，將帶來短暫的部分股票供
給量，而供給大於需求，必將給股市反
彈帶來壓力，九月伊始市場在經歷了短
期的反彈之後，滬指開始沿3,200一線展
開震盪，預計本月A股將經歷不斷磨底
的過程。巨豐投顧的分析師則擔憂，連
續反彈並未大幅突破，預示短期還有反
覆，不排除下周迎來回調洗盤走勢。
股指期貨昨天也以橫盤震盪為主。主
力合約 IF1509收漲 0.32%，IH1509跌
0.20%，IC1509漲1.09%。下周將再逢
股指期貨交割周，源達投顧的分析師提
到，目前期指貼水較少，交割對於A股
而言，也許不會像之前一樣產生大幅波
動，所以投資者不必盲目恐慌，向市場
施加拋壓。

人行促銀行嚴控人幣NRA賬戶
香港文匯報訊人民銀行開放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

池的同時，也嚴控購匯操作。有消息指，人行近日
督促銀行重點關注人民幣NRA賬戶（又稱境外機構
境內賬戶）購匯操作，企業需提供購匯業務背景資
料，且只能將外匯匯至境外外幣結算賬戶或者境內
離岸賬戶，不得匯至境內外匯結算賬戶或外匯NRA
賬戶。

意在壓制在岸與離岸套利空間
NRA賬戶是指在境外合法註冊成立的境外機構在

境內開立的外幣或人民幣計算賬戶。據路透社引述
消息人士稱，銀行還會加強人民幣NRA賬戶收支審
核。任何人民幣NRA賬戶資金出、入賬均需對交易
真實性進行審核，留存貿易背景資料。特別加強對
境外向人民幣NRA賬戶匯入資金的背景真實性審
查，嚴控利用境外轉結匯等操作匯入人民幣資金。
同時，人民幣NRA賬戶與境外同名賬戶、境內同
名人民幣NRA賬戶之間的劃轉，也須按照上述要
求，嚴格審核交易背景。
分析人士認為，央行督促銀行加強對人民幣NRA賬

戶的管理，更意在壓制在岸與離岸兩地的套利空間。
根據人行2012年發佈的《關於境外機構人民幣銀
行結算賬戶開立和使用有關問題的通知》，境外機
構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向境外的劃轉，以及境外機
構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之間的劃轉，銀行可以根據
境外機構的指令直接辦理，另有規定的除外。
路透引述國有大行人士指，NRA賬戶使用者是境

外客戶，他們通過NRA在境內購匯然後到境外結
匯，操作起來非常方便。人行從嚴審核NRA賬戶，
「目的還是很明確的。」另有銀行高管表示，人行
一方面擔心人民幣流入會購匯後套利，但另一方面
又開放資金池。有如一邊挖坑一邊填坑。
繼去年底將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從江蘇

昆山、上海自貿區試點拓展至全國後，周四有消
息指，央行日前進一步擴大跨境人民幣淨流入額
度上限，並放鬆企業的准入門檻，以助降低企業
資金使用成本。

匯金債券中標利率3.32%
香港文匯報訊 時隔五年後，中央匯金公司再次在

銀行間債市融資，公司昨日招標發行三期固息債，
據參與招標的金融機構交易員稱，3年品種中標利率
3.32%，5年品種利率為3.55%。匯金公司日前稱，
擬於11日發行今年第一期債券，規模300億元人民
幣，募集資金將用於償還到期債券本金。

■■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鄧舸在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鄧舸在
例會上例會上。。 張聰張聰 攝攝

■■市傳市傳99月首個配資清理大月首個配資清理大
限已至限已至，，本周最後一個交易本周最後一個交易
日日，，AA股走勢尚屬平穩股走勢尚屬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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