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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周漲4.4% 半年最勁
氣氛好轉料升勢未完「五中全會」概念將當旺

A股「煤飛色舞」滬指漲1.27%

港金融體系建處置機制助抗震

國指升119點報10,406點，全周計，累升720點或
7.4%。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港股自

9月底低位20,300點，已反彈逾2,000點，加上周末
假期前投資者沽貨獲利是很正常，這便阻礙了恒指升
勢。但他認為，市場下周將轉炒「五中全會」概念，
相信只要內地其後公佈的經濟數據不太差，恒指將可
繼續向上。

樓價升幅放緩 地產股捱沽
重磅股中移動(0941)跌1.6%，限制了大市升幅，另

外，本港8月份私樓樓價再創歷史新高，但升幅放
緩，地產股跑輸大市，長實(1113)跌2%，成表現最差
藍籌，信置(0083)跌1.8%，恒地(0012)及新世界(0017)
跌約0.7%。
內銀股有資金追落後，工行(1398)升2.3%，建行

(0939)、交行(3328)及中行(3988)也向好。中銀(2388)更
升4.3%，成表現最佳藍籌。渣打(2888)傳出裁員，股
價回升2.1%。

濠賭股炒不停 油股再發力
濠賭股延續升勢，銀娛(0027)升2%，金沙(1928)微

升1%，新濠環彩(8198)擬購新濠(0200)附屬，新濠環
彩急漲1.03倍，新濠也升近6%。
國際油價上升，石油股續反彈，中海油(0883)升

3.6%，中石油(0857)升2.6%，中石化(0386)升0.7%，華
油能源(1251)升5.1%，中海油田(2883)升2.4%，但遭大
行唱淡的中石化油服(1033)發盈警後，股價跌3.4%。
兩隻半新股應力(8141)與亞勢備份(8290)上市第二天

就大挫，分別插水逾60%及22%，但計及上市首天表
現，應力仍較配售價高逾5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聯儲局最

新公開的議息會議記錄顯示，多數委員認為

要觀察經濟發展後，才決定開始加息，加上

金管局昨晨再向市場注資44.95億元，港股

早段受惠，曾升過 453點，重越 50天線

(22,425點)。不過，50天線阻力甚大，在

部分重磅股及地產股回軟下，升幅逐步收

窄，全日收報22,458點，升103點，但仍

險守50天線之上，成交942億元。總結全

周，恒指升952點，升幅4.4%為六個月最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周五A股
繼續穩步上揚，在有色金屬、保險、券商、煤炭等板
塊帶動下，滬綜指收漲1.27%，報3,183點，逼近
3,200 點整數關口，深成指與創業板指也分別升
1.4%、1.2%。成交量較前一交易日放大，兩市共成
交5,965.3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滬市成交
2,563.8億元，深市成交3,401.5億元。有分析師認
為，秋收行情如約而至，滬指長假後存在約300點的
反彈空間。
昨日滬深兩市開盤漲跌不一，三大指數中滬綜指與
創業板指均小幅跳空高開，微漲0.1%、0.02%，但深
成指則低開了0.08%。開盤後，滬綜指短暫翻綠後震
盪上揚，隨後又呈下探走勢。受嘉能可全球鋅產量將
減產影響，鋅業股份等概念股直線拉升，帶動有色板
塊集體走高，滬指也隨之回升。
午後，有消息稱，有關方面正抓緊起草促進農村一
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指導意見，並有望於第四季度出
台，互聯網農業概念股開始起舞，並再度推升股指。
此外，受德國總理近期將訪華、國辦推進電動汽車充
電設施建設等消息刺激，工業4.0智能機器與充電樁

概念股亦表現活躍。

資金增進場 兩市1900股升
據投保基金最新數據顯示，9月28日至30日，證券
保證金淨流出2,609億元，為連續第五周淨流出，淨
流出幅度較前一周的1,554億元大幅增加68%。不
過，昨日成交量再度接近6,000億元，有分析師指，
雖然指數漲幅沒有周四大，但成交量和周四基本持
平，深市幾大指數的成交反而勝過前日，說明資金正
在進場，這是非常積極的信號，這種內生性的上漲，
比周四受外盤帶動的上漲更有意義。
行業板塊方面，除了旅遊酒店、食品行業微幅下

跌，其餘板塊全線上揚，有色金屬、化纖行業領漲兩
市，均漲超3%，保險、航天航空、券商信託、煤炭
採選漲超2%。概念板塊中，充電樁概念股漲超5%，
智能機器漲超4%。兩市逾1,900股飄紅，近90只股
票漲停，逾10股跌停。

期待秋收行情 後市續看漲
業界對A股秋收行情頗多期待， 東北證券策略分

析師沈正陽認為，A股長假後存在300點左右的強勢
反彈空間。他提到，300點級別的反彈，並不需要基
本面的根本改善，只需要風險偏好的適度改善即可。
但也有分析師指出，短期來看，投資者風險偏好難以
出現明顯的改善，目前滬深A股滾動市盈率在18倍
左右，整體仍然偏高，而經濟仍處在下行階段，並且
有加快趨勢，這將對資本市場產生衝擊。
同日期指集體飄紅，滬深300期指主力合約IF1510
漲2.29%，中證500期指主力合約IC1510漲2.82%；
上證50期指主力合約IH1510漲1.39%。

近期創業板新股首日掛牌表現
股份 上市日期 上市價 首日開市價 昨收報 累積變幅

泰邦集團(8327) 10月09日 0.3元 0.9元 0.8元 +1.67倍
德萊建業(8122) 10月09日 0.325元 4.2元 4.1元 +11.61倍
應力控股(8141) 10月08日 0.3元 5.1元 1.91元 +5.37倍
麥迪森酒業(8057) 10月08日 0.75元 6元 7.28元 +8.7倍
亞勢備份(8290) 10月08日 0.2元 2.95元 3.43元 +16.15倍
雲裳衣(8127) 10月07日 0.15元 2.51元 2.15元 +13.33倍
豐展控股(8248) 9月30日 0.25元 3元 2.1元 +7.4倍
安悅國際控股(8245) 9月30日 0.57元 4.1元 6.8元 +10.93倍
立基工程(8369) 9月25日 0.25元 1.89元 0.79元 +2.16倍
REF HOLDINGS(8177) 9月25日 0.75元 2.5元 0.92元 +22.67%

製表：記者 張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創業板近期炒風熾
熱，多隻新股在掛牌首日創出驚人升幅。昨日掛牌的
兩隻新股分別是半導體製造商泰邦集團（8327），及
本港樓宇建造、維修及保養總承建商德萊建業
（8122），其中德萊建業股價曾炒高20.2倍，午後回
順至4.1元，惟仍較配售價飆11.6倍，不計手續費及
佣金，每手8,000股賬面賺3.02萬元。

一度狂升20倍 高追中伏
以配售形式上市的德萊建業昨開市報4.2元，較配

股價0.325元高11.9倍，不到半句鐘炒高至6.9元，較
配售價飆20.2倍。股價其後高位遇阻，曾回順至4元
並大幅震盪，全日收報4.1元，較配股價高3.775元或
11.6倍，惟成交僅25.6萬股，涉資137.9萬元。
該公司行政總裁林健榮昨於上市儀式後談及創業板
股價波動，指股價由市場主導而非公司可控，會專注
於做好自身業務。
至於以配售價範圍0.2元至0.3元上限定價的泰邦集
團，開市報0.9元，較配售價0.3元高2倍，最高曾見

1.46元，較配售價炒高3.9倍，全日收報0.8元，較配
售價高約1.67倍，成交5,177萬股，涉資5,285萬元。
不計手續費及佣金，每手1萬股賺5,000元。

泰邦曾漲3.9倍 收升1.7倍
泰邦是次集資逾七成用作購買機器擴充東莞生產

線，惟集團主席周憲強於上市儀式後表示，目前人手
及設備暫足夠應付生產，故未有建新廠房計劃，會適
時尋找新發展計劃。對於集團資產負債率高達
224%，周憲強解釋，其中約6,000萬元為股東貸款，
若撇除該款項，負債率約為1.6倍。

天潔下周一掛牌暗盤升6%
其他新股方面，環保股天潔環境（1527）下周一上
市，昨日輝立暗盤高見11.9元，收報11.56元，較招
股價10.9元高6.1%或0.66元，每手200股賬面賺132
元。耀才暗盤曾高見12.1元，收報11.68元，較招股
價高7.2%或0.78元，每手賬面賺156元。
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合夥人歐振興昨出席

電台節目後表示，有信心本港全年集資額穩坐全球第
一。 他引述數據指，截至9月底本港新股集資額為
1,564億元，是全球最高，當中約九成屬內地企業。
若10月份兩隻大型新股成功上市，整體新股集資額
可望達到1,900億元。

德勤料港穩奪集資王寶座
相比之下，主要對手上交所今年首九個月的新股集

資額約1,200億元，紐交所更僅約1,100億元，考慮到
前者年內重啟新股上市的機會不大，後者年底亦無大
型新股上市，相信本港有望穩坐新股集資第一寶座。
對於近日新股市場淡靜，歐振興相信，對即將上市
的兩隻大型新股並無影響，因市場上有不少利好因素
支持，若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有減息降準等刺
激經濟政策出台，或美國聯儲局公佈明確加息時間
表，將可刺激投資氣氛。
他又指，港交所（0388）擱置不同投票權架構作諮
詢，雖可能影響內地公司來港上市意慾，但認為可向外
證明，本港高度保障投資者，有助提升投資者信心。

■德萊建業
行政總裁林
健榮(右)及泰
邦主席周憲
強昨齊主持
上市儀式。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即金管局、證監
會和保監，昨日就建立一套適用於香港金融機構（包括金
融市場基建）的跨界別處置機制的第二階段諮詢，公佈諮
詢回應。諮詢回應概述了回應者對各項建議的意見，以及
政府就擬議處置機制多個範疇上的最新政策立場。
財庫局局長陳家強表示，建立一套適用於本地的處置

機制，有助提升香港金融體系抵禦金融震盪的能力及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處置機制草案冀年底提立會
政府預期於今年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處置機制的條例

草案。政府及金融監管機構在整個立法過程中，以及其
後擬定和發出有關規則、實務守則及指引時，會繼續與
持份者保持溝通。

昆明機床資產重組告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停牌兩周的昆明機床
（0300）昨公佈，決定終止籌劃重組事宜，停止收購境
外上市公司，並申請下周一復牌。另外，控股股東瀋機
集團亦承諾，半年內不會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昆明機床今年3月18日起進入重大資產重組程序，其

間停牌三次，公司原打算收購的標的公司屬於信息傳
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的境外上市公司，收購完
成後，昆明機床主營業務將可能發生變化。

大股東擬轉讓25.08%A股股權
昆明機床並公佈，瀋機集團擬協議轉讓所持公司

25.08%之流通A股股權，並公開徵集受讓方。擬轉讓股
份總數約為1.33億股，轉讓價格不低於每股6.66元人民
幣，轉讓完成後公司第一大股東將發生變更。

■A股續穩步上揚，滬指昨收漲1.27%，逼近
3,200點整數關口，股民笑逐顏開。 中新社

創板新股續瘋炒 德萊飆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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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昨一度升港股昨一度升453453點點，，收市收市
升幅收窄至升幅收窄至103103點點，，成交成交942942
億元億元。。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香港教育(1082)旗下現代教育日前於報章刊登
全版廣告，開出年薪8,500萬誘對手遵理學校中
文名師林溢欣過檔，掀起全城熱話。市場人士
之前認為，計劃上市的遵理有四成收入與林溢
欣有關，若他一旦離開，勢將打擊遵理的上市
估值及投資者認購意慾。林溢欣昨日在面書貼
文回應事件，指自己會繼續留守遵理，相信能
為遵理的上市計劃打下強心針。

林溢欣昨日回應說：「我還是當初的那個
我，四年過去了，教學熱誠依舊，當日的
『當仁不讓，不卑不亢』還是我的座右
銘。」他稱，自己與學校長久以來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關係，共同構建理想的教學平台，
所以只要是一個公平、合理、有共同理念的
工作環境，都願意繼續留守。

網民慨嘆香港成「補習之都」
他指，他的專業是中文教學，只有如此價值

才得以彰顯。專心致志，也就不枉每一個支持
他的人。「我相信，我有能力養活我和我的家
人。多5千萬、8千萬，於我無別。」一名補習
老師身價如此高，不少網民嘖嘖稱奇，但普遍
都認為林溢欣拒絕挖角，為學生樹立了好榜
樣；同時慨嘆香港已成為亞洲其中一個「補習
之都」、強烈的補習文化扼殺學生發展，歐美
人才比亞洲人才多並非沒原因等。

除回應8,500萬高薪挖角外，林溢欣也曾在
面書表達他對現今教育界現象的看法。他坦言喜愛文學
科、愛上中文，才入讀中文系。畢業於中大的他，看見
今天文學科的旁落，修讀人數之少，令人悚然心驚。
「沒有文學底子的基礎，則中文徒有實用、理性之功
用，久而久之，靈性深度的培養就此斷絕。」他直言，
中國歷史科的衰落，毀新一代的知性史觀；中國文學科
的沒落，則毀新一代人的靈性修養。

林哀中文科成為「死亡之卷」
身為前線工作者的他，所見學生多不勝數。學生底子的

下跌，除科技興起等原因之外，還因為整個中文科越來越
講究實用、講究邏輯；同時，修讀文學科的人越來越少，
沒有了感性、浪漫、「文學性」的灌輸，文章自此流於實
用，追求「扣題」不多不少意味着創意的扼殺。後來學制
趨勢一轉，中文科一躍成為「死亡之卷」，
他認為，沒有文學、沒有深度閱讀，不能不
亡。多年來，他一心組織自己團隊，教授文
學科外，更創《藝文青》，將文學的火苗自

強壯大。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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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溢欣將會繼續留守遵理，相信能為遵理的
上市計劃打下強心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