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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11月16日-20日）
日期
16
17

18
19

20

國家
歐盟
美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香港時間
6:00 PM
9:30 PM

10:15 PM

9:30 PM
7:50 AM
9:30 PM
11:00 PM
3:00 PM

報告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工業生產
十月份設備使用率

十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十月份貿物盈餘(日圓)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十月份領先指標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預測
0.0%
+ 0.2%
+ 0.1%
77.5

117.3 萬
-

27.2 萬
+ 0.6%

-

上次
- 0.1%
- 0.2%
- 0.2%
77.5

120.6 萬
1144.8 億
27.6 萬
- 0.2%
- 2.1%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11月9日-14日）
日期
9
10
11

12

13

註：R代表修訂數據 #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德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澳洲
歐盟
德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9:30 PM
7:50 AM
3:00 PM
9:30 AM
6:00 PM
3:00 PM
8:30 PM
6:00 PM

3:00 PM
9:30 PM

11:00 PM

報告
九月份貿易赤字(歐元)

十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十月份貨幣供應#

十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十月份失業率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九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赤字(歐元)
第三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月份零售額
十一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九月份商業存貸

結果
229億
- 0.3%
+ 3.6%
- 1.6%
6.1%
+ 1.7%
+ 0.3%
27.6 萬
205億
+ 1.6%
+ 1.8%
- 0.4%
+ 0.1%
93.1

+ 0.3%

上次
154億
- 0.2%
+ 3.8%
- 1.8%
6.2%
+ 0.9%
+ 0.3%
26.9 萬
174億
+ 1.2%
+ 1.6%
+ 0.5%
0.0%
90.0

+ 0.1%

R
R

R
R

R

R

馮 強金匯 動向 MSCI調整 A股後市可期

避險需求料帶動金價反撲
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巴黎製造連環襲擊令百多人喪生，

全球股市周一料將遭遇短線下跌，金價則可能在避險需求
帶動下轉身上揚。八名恐怖分子在首都巴黎市內最少七處
地點包括劇院、購物中心、餐廳、酒吧和球場施襲。法國
總統奧朗德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另一邊廂，遜尼派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在Twitter發表聲明，承認發動襲擊，
表明這是報復法國對其採取軍事行動，該組織將繼續以法
國及其追隨者為主要目標。

關注美聯儲10月會議記錄
美國將於本周二公佈的通脹數據，月初公佈的非農就業

數據強化了美聯儲可能近10年來首次升息的預期，如果數
據顯示物價穩定上漲，這一預期可能會進一步增強。路透
調查顯示，美國10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較上年同期上升1.9%，升幅與上月一致。此外，美
聯儲也將公佈10月會議記錄，將為今年收緊政策的可能性
提供更多線索。
倫敦黃金上周多日在低位徘徊，因預計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將在12月加息，多位美聯儲官員周四的講話均支持
12月升息，同日金價觸及2010年2月來最低的1,074.26美元。

全球最大的黃金支持上市交易基金SPDR Gold Shares的黃
金持倉量周四減少1.5噸至661.94噸。金價周五收報1,083.26
美元，但收盤後法國的恐襲事件，或會扭轉金價的弱勢格局，
迎來本周早段或見有一段避險買盤所促成的升勢。

技術指標陷入嚴重超賣區
技術圖表所見，雖然金價一度跌破7月的低位1,077，但

未有引延更劇烈的跌勢下，僅在1,080水平附近持穩；此
外，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均陷入嚴重超賣區域多時，
而隨機指數均已有回升跡象，示意着金價短線可望先作技
術反彈。較近阻力先看10天平均線1,099。以自10月15日
高位1,090.63至上周低位1,074.26的累計跌幅計算，38.2%
及50%的反彈水平將為1,118.70及1,132.50，擴展至61.8%
則為1,146。至於下方支持預估為1,070，較大支持料為
1,067及1,050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其技術形勢跟黃金相若，亦是陷於嚴重

超賣，但上周仍可守住14美元關口，周五曾觸及兩個半月
低位14.15。預料白銀正醞釀一段短線反彈。上望阻力先
看10天平均線14.71及15美元關口，進一步可看至15.40
及15.85美元。下方支持則預估在14及13.60美元。

美元兌加元上周初受制1.3310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軟，但周四在1.3225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後呈現反彈，重上1.3300水平之
上，周五升幅擴大，一度向上逼近1.3350
附近6周多高位。美國8月份及9月份的
零售銷售連續兩個月均處於零增長之後，
美國上周五公佈10月份零售銷售按月僅
微升0.1%，遜於市場預期的0.3%升幅，
不過數據未有改變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將於
12月16日加息的預期，美元兌加元其後
反而進一步走高至1.3350附近。

美元兌加元上試1.3450
另一方面，布蘭特期油本月上旬受制每
桶50美元水平後持續下跌，上周反覆走
低至每桶44美元水平，而紐約期油亦從
本月初的每桶48美元水平急速回落至上
周五每桶40美元水平，顯示布蘭特及紐
約期油均雙雙下跌至11周以來低位，該
因素明顯不利加元表現，是導致美元兌加
元上周得以企穩1.32水平後迅速走高至
1.33水平的原因之一。此外，原油供應過
剩之際，國際能源署在11月的月報中表

示，9月底的原油庫存高達破紀錄的30億桶，消
息進一步對原油價格走勢構成負面影響，不利加
元表現，不排除美元兌加元續有上行空間，預料
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3450水平。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080.90美元，較上日

下跌0.1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四企穩1,074美元附
近3個多月來低位後走勢回穩，上周五在1,080美元
附近獲得較大支持，一度反覆走高至1,088美元附近。
繼美國10月份零售銷售數據遜於預期，美國聯儲局
本周三將公佈10月28日會議記錄，可能稍為利好美
元表現，不過巴黎上周五晚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事
件，將令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預料現貨金價將反
覆走高至1,10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高至1.34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1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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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指數權重調整的最大受益者即為中國，其在MSCI新興
市場指數佔比由原 24.073%大幅上調 2.079 個百分點至

26.152%，也是今年以來第三度獲得上調；另印度股市也獲得0.02
個百分點的上調幅度，而因應內地股市權重大幅調升，其餘新興
股市權重皆遭到下調，尤以韓國與台灣股市分別遭下調0.48個百
分點與0.493個百分點為最，而在MSCI世界指數中，是以荷蘭、
英國、丹麥等歐洲國家與亞太地區的澳洲獲得較為明顯的調升。
MSCI指數權重調整將在11月30日收盤後生效，由於本次權

重調整的最大亮點在於中國指數納入18檔新成份股，包含阿里
巴巴、百度等企業於美國上市的ADR，或者中國航信等在港掛

牌上市企業，因而A股權重在新興市場指數中大幅攀升
逾2個百分點。觀察該些企業多分佈於電商、科技、零售
等相關企業且不脫「互聯網+」題材，顯示中國「新經濟
概念」除在推動實體經濟上發揮成效，在金融市場表現
也大幅獲得關注。

內地消費動能未見放緩
從近期雙十一的消費活絡景象、多家電商股納入
MSCI指數，皆凸顯中國經濟成長率雖然跌破7%
指標，但消費動能卻未見明顯放緩，龐大的80
後、90後消費群體，搭配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
顯現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再平衡，正從生產大
國升級為消費大國，而且消費內容也出現升級，由

物質消費移動到服務消費，從大眾式消費向個性化消費轉變，通信
消費、綠色消費、休閒消費、文化娛樂和養老健康漸漸成為新的熱
點，也成為投資者於A股佈局上的指標方向。

美歐經濟續復甦獲青睞
歐元區經濟仍在復甦，若歐洲央行如預期擴大寬鬆政策，可望
提振投資者信心，輔以低油價及歐元弱勢的大環境，看好評價面
相對低廉的循環股將可受惠，其中丹麥、荷蘭及英國是歐元區國
家中經濟體質相對穩健的國家，預估企業股東權益回報率及獲利
率也較佳，需求回升將有利於電信及金融保險等內需相關產業長
線表現。
雖然受到歐亞權重調升相對排擠美國權重下調，且美股在十月

份大幅反彈後近期也因升息疑慮而回調。不過，美國經濟能夠承
擔利率上揚的影響，預期聯儲局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過程將是謹慎
且緩慢的。展望消費支出增長有助美國經濟維持溫和復甦，加上
低通脹與低利率，提供美股強勁的基本面支撐，有利美股延續多
頭，看好科技、醫療及消費耐用品類股未來表現。
因應內地在全球的地位日益重要，MSCI調升中國比重將是長
期趨勢，此舉勢必影響其它亞洲國家或地區在MSCI的權重，台
股只是其中的一環。台股短線表現難免受此利空影響，但從投資
層面來看，短線利空反應過後，將是相對有價值的進場點，建議
台股回調仍可進場，持續關注具成長性的產業如: 雲端、紡織、
美國內需及題材性產業如塑化等。

MSCI資本公司(明晟)於
11月 12日美股盤後公佈
半年度指數權重調整報
告。以本次半年度調整來
看，歐亞兩大區域仍為最
大受惠者。以世界指數而
言，歐非中東獲 0.103%
的調升幅度、亞太區獲
0.067%的調升幅度、北美
地區則遭下調0.17%。就
新興市場指數而言，新興
亞洲獲 0.902%的調升幅
度，幅度最為明顯，歐
非中東與拉丁美洲
分別遭下調0.477%
與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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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永毅 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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