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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料人民幣年內跌至6.6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本港零售持續放緩，大和資本
執董兼亞洲(除日本外)股票研究部首席經濟師賴志文昨
日預計，明年零售市道壓力將會加大。而面對內地信

貸質素下跌及人民幣貶值，或有機會引發資金從本港
流走，預期今年本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有1.8%，但明
年增長動力將會減慢，一旦聯儲局加息步伐加快，該
行或會調低香港明年GDP增長1.6%的預測。

納入SDR機會五十五十
他續稱，人民幣獲納入SDR的機會只有五成，即使
人民幣獲納入SDR對經濟實際意義不大，人民幣要成
為國際儲備貨幣，仍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包括一些
政策的改革，預計今年人民幣兌美元會跌至6.6，明年
底更會跌至7.5。他認為，一旦人民幣獲納入SDR，或
會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者將資產配置到內地。
談及內地經濟，他認為，短期難有起色，除非中央

允許人民幣貶值，令早前推出的寬鬆政策見效，也會
對GDP有支持，但或會增加信貸風險，預計今年內地
GDP增速只有6.8%，明年增速將放緩至6.5%。即使
美國放棄利率正常化，甚至推出第四輪量寬，只會暫
時紓緩內地經濟下行壓力，但認為美國推出第四輪量
寬的機會不大。

美加息後資金外流或增
他又指，內地資本管制嚴謹，不排除中央未來會加大
資本管制的力度，但對解決經濟問題的作用不大，而在
匯率改革後，已改變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增加企
業套息意慾，目前整體套息活動達3萬億美元，一旦美
國加息，預計資金外流壓力將會更大。■賴志文（右）料明年零售市道壓力將會加大。張偉民攝

深港通步近 港交所月底接通深股
香港文匯報訊 「滬港通」實施將近一周年，「深

港通」開通亦在推進之中，港交所（0388）昨發聲
明稱，香港中央結算公司將為深圳證券市場實施
「接口規範」，市場代碼為「SZMK」。港交所還
計劃在證監會批准後，於12月7日實施「進一步中
央結算系統服務提升」。業界相信，港交所的上述
安排，是為「深港通」的開通做準備，而高盛則預
期，「深港通」將於明年3月至4月份實施，為A股
納入MSCI指數鋪路。

下月7日提升結算系統
港交所現貨結算業務高級副總裁麥偉程昨表示，

香港結算計劃於11月23日實施「接口規範」，並待
證監會批准後，於12月7日實施第一批「進一步中
央結算系統服務提升」。為配合有關之系統遷移，
中央結算系統將於11月21日（周六）暫停服務，而
當日的CCASS報表可於11月23日（周一）查閱。
同時，參與者應於11月20日下載當日的「應付內

地結算備付金報告(CRMSD01)」，否則，參與者亦
可於11月23日系統遷移後，於通用報表目錄(Glob-
al Report Directory)中取得該份報表。系統遷移後，
此報表將會改名為「應付內地結算備付金報告(上海)
(CRMSD01)」， 於11月23日或之後產生的報表需
於指定市場報表目錄(Market Report Directory)中取
得。

高盛料「深港通」年底宣佈
彭博昨引述高盛策略師劉勁津表示，預計內地將

在明年3月至4月期間開始實施「深港通」，以便在
明年6月MSCI討論是否將A股納入明晟新興市場指
數前做好準備。以此推斷，他預計今年年底或明年
初，內地將宣佈「深港通」計劃。
深圳證交所策劃國際部副總監劉輔忠前日在上海

參加會議時表示，深交所正在為「深港通」進行基
礎設施測試。他稱「深港通」啟動時間尚不確定，
但創業板將納入「深港通」。港交所此前則表示，
宣佈開通「深港通」後至少還要3個月準備時間。

道瓊斯社早前報道指，MSCI將在今日（11月12
日）率先把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納入MSCI新興市
場指數和MSCI中國指數。MSCI研究部估算將有
17隻中概股被納入指數。

外資看好中概股入MSCI
管理逾2,560億英鎊資產的M&G Investments，其

全球新興市場股票投資組合基金經理Matthew
Vaight昨表示，倘若MSCI明晟公司把中國ADR納
入其基準指數，大量資金將流入在美上市中資股。
納入除了使得基金被動買進股票外，還會促使積極
型投資經理在基準權重之外建倉。他指中國的科技
股「太貴」，不過機會仍存，認為僅僅因為估值過
高而放棄這類股票的做法不可行，在低增長環境
下，很少有行業比中國科技公司具有更高的增長
率。
劉勁津則認為，深圳創業板股份的估值有點高，

會成為海外投資者的「心理障礙」。他又預計，人
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可能性較高，
但預料對A股不會有太大影響。同時，「國家隊」
不太可能繼續進行「積極的」市場干預，因重啟
IPO預示市場已恢復平靜，維持對滬深300指數
12個月目標位4,000點的預測。滬深300昨收報
3,833.65點，換言之，劉勁津預料滬深300指數未來
一年僅有4.34%升幅。

■■港交所發聲明稱港交所發聲明稱，，香港中央結算公司將為深香港中央結算公司將為深
圳證券市場實施圳證券市場實施「「接口規範接口規範」。」。圖為港交所行圖為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政總裁李小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就近日有不少在創業板的新股及半新
股異常波動，懷疑受人操控，淪為「啤殼工場」，有輿
論建議當局加強監管。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在書面答覆
議員相關提問時表示，過去港交所就創業板制度做過檢
討，認為將其定位為第二板及躍升主板的踏腳石是恰當
的發展方向，對100%配售的新股，亦訂出一系列必須
符合新的上市要求的監管規定。

有機制防止股權高度集中
陳家強指，為確保《上市規則》可應對市場發展
及反映各方認可的合適標準以確保投資者的信心，
港交所會不時檢討《上市規則》（包括有關創業板
制度的規則）。港交所於1999年11月推出創業板作
為小型和新興科技公司股票的創業板，在2006年1
月，港交所就進一步發展創業板刊發討論文件，列

出多個方案供市場討論及提供意見。經過這次諮詢
後，聯交所認為大致保留創業板原有的架構，但將
其重新定位為第二板及躍升主板的踏腳石，是恰當
的發展方向。
他指，為實行將創業板發展為第二板的計劃，港交所

於2007年7月刊發有關創業板的諮詢文件，列出多項修
訂《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建議。建議修訂的主要目的是
把創業板既有做法編納成規，並簡化程序。具體來說，
發行人在選擇售股機制時可以享有更多靈活性（包括
100%配售），但必須符合新的上市要求，包括發行人
已發行股份數目總額必須至少有25%由公眾人士持有，
而由公眾人士持有的股份的預期市值（於上市時釐定）
必須最少為3,000萬元；及股份最少由100名公眾股東
持有，而持股量最高的3名公眾股東所持有的股份百分
比不得超過50%。

陳家強表示，港交所曾於去年就創業板上市申請的
程序事宜進行檢討（包括轉授審批程序），於2014年
5月，上市委員會認為無須改變現行將創業板上市審
批權轉授予上市部的做法。然而，上市委員會要求上
市部在其未來有關創業板的定期報告中加入上市部在
審閱創業板申請時所面對的各類事宜。上市委員會亦
認為應於新保薦人監管制度運作一段時間後才進一步
考慮轉授審批程序的做法。.

較複雜個案由上市委會審批
而於同年11月，上市委員會審議了一份創業板的定

期報告及重新審議將創業板上市審批權轉授予上市部
的做法，並支持適時檢討此方針。上市委員會亦要求
上市部將涉及較複雜事宜的創業板個案提交上市委員
會，以尋求指引。

陳家強：創業板定位主板踏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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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受惠港股「大時代」交投暢旺以及出售物業獲可觀收
益帶動，港交所(0388)昨公佈截至9月底止首三季業績，純利按年增76%至64億元。
單計第三季，純利錄得23.3億元，高於德銀預期17.2億元，按年增81%，但按季則倒
退7%。雖然第三季業績勝預期，但季績公佈後，股價持續疲軟，全日跌1.038%至
209.8元。首三季，滬港通收入1.65億元，LME總收入增37%。

受惠第三季出售一項租賃物業所得的一次性收
益4.45億元入賬，港交所首三季收益總額同

比升49%至106億元，首次突破百億元大關；純利
按年增76%，至64.25億元，每股盈利5.44元。單
計第三季純利23.3億元，按季倒退7%，但按年增
81%，每股盈利1.95元。

上季每日成交過千億增43%
滬港通開通近一年，港交所在季績報告披露，雖
然A股市場波動，但滬港通仍運作暢順，今年首三
季由滬港通產生的收入及其他收益總額合共1.65億
元。集團首三季營運支出增加21%，主要是為滬港
通及其他戰略計劃增聘人手、年度薪酬調整以及按
集團盈利能力計算的浮動應計費用增加所致。
第三季主板市場平均每日成交金額仍按年升

43%，至1,007億元。季內收入及其他收益按年升
51.64%至37.47億元。交易費及交易系統使用費收
入增長44%至13.8億元。但是，上市費收入2.8億
元，按年增長不足1%。
港交所回應指，雖然香港市場保持全球首次公開
招股集資市場榜首位置，及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較
去年首三季增加19%，但上市費收益只增加5%，這
是由於首次公開招股數目減少，導致首次公開招股
相關收益下跌，但上市年費增加已抵消部分減幅。

LME首三季EBITDA增80%
商品業務方面，受到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不利因素
及商品價格整體下行所影響，首三季LME金屬合
約平均每日成交量同比減少3%，期末未平倉合約
同比則升1%。期內商品業務的總收入按年升37%

至13.22億港元，除息稅折舊及攤銷費用前溢利
（EBITDA）升80%至9.37億港元，並分別佔港交
所整體收入及EBITDA比重的12.5%及11.5%。
至於港交所及結算所籌劃「倫港通」，該所指，

現階段交易通及結算通的實施須待取得香港、英國
及歐盟的監管批准方可落實。
港交所表示，交易所繼續制定相應措施，以回應
第三季A股市回落及內地資本市場持續開放，包括
在內地舉行多場活動，進一步加強推廣「滬港
通」，以及香港首次公開招股市場。

摩通：業績佳仍難推高估值
季績後港交所股價受壓，收跌1.038%報209.8

元，摩通發表報告指，港交所上季盈利大增81%，
主要是受惠一次性物業出售收益4.45億元，若撇除
特殊收益後，盈利按季跌25%，但仍高於摩通及市
場的預測6.8%及4.4%。季績勝預期，因收入及成
本控制佳。雖然受到第三季市場環境波動令集團收
入按季跌19%，不過交易收費及結算收費仍然可以
支撐收入。
摩通指，雖然港交所季績勝預期，但難以觸發大

規模的估值提升，認為股價已反映利好因素，維持
「中性」評級及目標價19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港股
昨日仍受外圍影響，走不出美國加息的
陰霾，恒指繼續跑輸內地A股，一度跌
至一個月以來低位，全日波幅僅約150
點，成交縮減而觀望味濃，全日收報
22,352點，跌49點，連續5個交易日累
跌701點。分析員普遍認為，受美國加
息影響，恒指仍然有一定回調壓力，短
期支持位為22,000點。

內地數據欠佳拖累大市
恒指昨日低開7點後表現反覆，上午
一度升77點， 見22,479點全日高位，
但午後內地公佈多項經濟數據，恒指轉
向跌77點，低見22,324點，創一個月低
位， 最終跌49點，收報22,352點。大
市全日成交額725.63億元，較上日少約
95.9億元。國企指數收報10,245點，跌
69點，連續4日累跌372點。
港交所(0388)及領展(0823)均於昨日公

佈業績，港交所第三季純利按年升81%
的，但收市仍跌1%，報209.8元；領展
中期多賺 11%，收市升 1%，報 45.3
元。而日前公佈第三季業績的騰訊
(0700)午後升幅收窄，收市升0.7%，報
151.5元。

周大福盈警股價創新低
美國年底加息預期升溫後，本地地產

股連日受壓，昨日終見反彈，長實地產
(1113)升2.1%，是表現最好藍籌股；新
地(0016)升0.5%；信置(0083)升0.4%；
新世界發展(0017)升1%；恒地(0012)升
0.8%。但另一方面，零售業放緩，周大
福(1929)昨日發出上市以來首個盈警，
股價曾創上市新低 6.13 元，收市跌
7.1%，報6.17元。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認

為，港股五連跌主要受美國加息的消息
影響，他指債息急升，美國經濟數據向
好，都令市場對加息擔心進一步升溫。
而昨日內地公佈的經濟數據亦未見向
好，令市場擔心內地經濟表現，亦是令
港股受壓的原因。

分析料恒指或下試二萬二
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亦指，大市整固仍未

完成，外圍的變化相信美國加息的影響會持續到12
月。大市唯有寄望內地A股表現可以頂住大市。近
日內相信22,300仍可守得住，但一兩星期內的支持
位可能跌至22,000點。

滬港通收入滬港通收入
首三季首三季11..6565億億

■11 月 11
日，香港恒
生指數收市
報 22,352
點 ， 下 跌
49.53點。

中新社

■■港交所公佈截至港交所公佈截至99月底止首三季業績月底止首三季業績，，純純
利按年增利按年增7676%%至至6464億元億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港交所 純利增純利增7676%% 交投旺賣樓入賬帶動交投旺賣樓入賬帶動

港交所今年首三季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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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數目

製表：記者 陳楚倩 註：數據截至今年9月底

總收入

EBITDA

純利

每股盈利

營運支出

交易費及系統使用費

聯交所上市費

市場數據費

投資收益及其他收益

出售租賃物業所得收益

股票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滬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期交衍生產品日均成交

LME金屬合約平均每日成交

主板上市公司總數目

主板新上市公司數目

創業板上市公司總數目

創業板新上市公司數目

首三季

106億元

81.39億元

64.25億元

5.44元

24.61億元

43.21億元

8.45億元

5.96億元

5.37億元

4.45億元

898億元

71億元人民幣

39.19萬張

68.15萬手

1,605間

63間

211間

21間

按年變幅

+49%

+66%

+76%

+73%

+13%

+58.8%

+3%

+3.47%

+0.56%

--

+69%

--

+51%

-3.4%

+5.52%

-16%

+5.5%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