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80後四個有一個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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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萃華）美國聯儲局決定維持
利率不變，金管局昨表示，有留意到聯儲局去年加息
後，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增加，港匯轉弱，當局認為，本
港資金流出及利率上升是必然發生，只是時間問題。

提醒小心風險 避免過度借貸
當局指，過去多年市場習慣港元偏強，資金流入，利

率低企的環境，都是因美國自金融風暴以來，採取極度
寬鬆貨幣政策所引致。金管局稱，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
已展開了，港元趨弱，資金流出和利率上升只是時間問
題，亦是香港貨幣環境回復較正常狀況的必經階段。金
管局表示，會一如既往繼續密切監察市場，又提醒市民
要小心利率風險，避免過度借貸。
而匯豐銀行宣佈最優惠利率將維持不變，保留在目前

5%的水平，而中銀香港(2388)亦維持港元最優惠利率及
活期儲蓄存款利率，分別為5厘及0.01厘。

恒生：美今年只會加息兩次
恒生銀行署理首席經濟師薛俊昇表示，聯儲局舉行議

息會議後一如市場預期保持利率不變，但在其會後聲明
提到去年底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並正密切關注環球經濟
及金融市場發展對美國經濟前景的影響，估計今年聯儲
局只會加息兩次，今年底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為
0.75%至1%。
美國加息步伐放慢，或導致香港銀行業推遲首次調高

最優惠利率 (P) 的時間，但近期環球金融市場波動，最
終香港息口走勢仍需視乎資金流向、投資者對環球經濟
增長預期等因素而定。

中金：下次加息最快下半年
另外，中金海外策略亦發表海外策略點評，指美聯儲

在對於未來貨幣政策的前瞻指引上隻字未動，這意味着
3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不大，當前市場利率期貨隱含的下
一次加息預期最早也要到今年下半年；其次，美聯儲重
新加回了對於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關注的措辭，以呼應
市場年初以來的大幅下跌。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此次的
FOMC會議是鴿派的，這從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進

一步降至2%附近、以及美元小幅走弱上都可以得到印證。
中金認為，雖然從隔夜美股市場的表現來看，美聯儲的此次聲

明可能沒有市場想要的那麼鴿派（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市場計入
的預期過於充分），但畢竟美聯儲在3月份加息和對全球市場動盪
的關注這兩點上依然透露出了鴿派姿態和相對謹慎的態度。因
此，在經歷了年初以來的大幅動盪、投資者情緒依然脆弱和恐慌
的背景下，美聯儲的此次議息會議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減緩
投資者擔憂情緒上起到積極效果，並可能給新興市場帶來一些喘
息的窗口和機會。細價股爆災 逾20隻跌幅雙位數

恒參跳崖 瀉91%單日蒸發7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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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投資者意向指數」最新調查顯示，香
港每5名投資者當中便有一人面對債務問

題(不包括按揭)，而35歲以下的80後投資者當中
更是每4人便有一位面對債務問題。

歸因投資虧損子女教育開支
受訪的年輕投資者平均欠債約13萬元，即是平
均月薪的四倍以上，主要是因為投資虧損(23%)、
旅遊和娛樂等消費開支(16%)以及日常生活開支
(12%)。80後的負債亦屬於長遠債務，因為當中
有四成人士預期需要19個月以上才可清還債務。
35歲或以上的較年長投資者較可能因醫療開支
(37%)及子女教育開支(31%)而引致債務。

最憂樓價高企及醫療費上漲
結果指，42%較年長的投資者最擔心醫療費用
上漲。施博宏表示，80後則最憂慮樓價高企難以
負擔，達46%，其次是擔心醫療(17%)和子女教育
開支(14%)。即使63%的年輕投資者已就其儲蓄目
標制訂具體時間表，但其儲蓄計劃仍欠缺清晰方
向。同時，他們亦沒有為突發情況如失業或緊急

醫療等預留後備資金。
他建議，現時智能手機上有不少協助理財的手

機應用程序，80後可以下載，以便控制每月的財
政支出，同時應避免累積卡數，並保持定期儲蓄
的習慣。
百物騰貴，不少人都應該要學懂更多理財知
識，但調查顯示年輕投資者未能為其未來財務作
出充分規劃。年輕投資者在作出理財規劃的決策
時，78%會依靠自己；聽從配偶或父母的意見則
分別佔53%及38%。值得留意的是，只有23%及
14%會參考投資專家及傳媒的理財資訊。

10人有8個後悔無做好投資規劃
所謂「蘇州過後無艇搭」，在80後當中，每10

人便有8位表示後悔未能在投資規劃方面做得更
好，36%年輕投資者後悔未有把握適當時機趁低
吸納；32%後悔未有節省開支以預留更多儲備。
施博宏表示，不同年齡組別的投資者都須要

加強管理其現金流。特別是80後一代應考慮尋
求專業意見，以確保制訂出更有效的長遠理財
計劃，包括定期留意開支狀況以加強管理個人

消費開支，以及制訂清晰的理財目標，以確保
他們能盡早清還債務並及早開始儲蓄和籌劃未
來。

因應人生階段應訂理財目標
他續指，投資者有必要因應不同的人生階段訂

下理財目標。未有家室和物業按揭的年輕投資者
對投資風險及儲蓄計劃的處理方法，顯然不適合
着重籌劃子女教育開支和退休後醫療開支的年長
投資者。投資者無須過於着眼短期收益以及追求
「入市時機」，反而應重點制訂長遠的理財規
劃，以配合不同人生階段的不同需要。
債務取態方面亦出現男女大不同，結果顯示不

同年齡組別的男性投資者之負債水平，幾乎是女
性投資者的兩倍。此外，34%的男性投資者表示
投資虧損是引致其債務的主因，而有此情況的女
性投資者只有17%。
宏利投資者意向指數是半年一度的調查指數，

今次在去年10月中至11月初在網上訪問了501位
25歲或以上，月薪最少達1.2萬元的受訪者，調
查投資者對個人理財規劃方面的投資取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常常見到不少80後放棄安穩的工作，創

業當老闆。既然做老闆，就一定要懂得「揸緊盤數」，以及有良好的理

財態度。不過，有調查顯示，香港的80後每4人當中便有一位正面對債

務問題，平均欠債約13萬元，當中四成人士更加預期需要19個月以上才

可以清還債務。宏利人壽保險(國際)個人理財產品業務部副總裁兼主管施

博宏建議，80後可考慮尋求專業意見，訂出有效的長遠理財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美國一如市場預期暫
未加息，港股在期指結算日表現反覆，早市高開後反
覆向下，到下午2時半後又重拾升勢，以接近全日高
位的19,195點收市，升143點或0.75%；國指亦升69
點，收報8,028點。全日成交754.7億元。雖然大市
表現尚可，但細價股遭遇股災，逾20隻股份跌幅達
雙位數，其中恒發洋參(0911)昨日暴瀉91.39%並停
牌，市值一日蒸發約72.2億元，剩下6.8億元。分析
員認為，目前大市的抗跌力有所增強，但市場信心並
未恢復，建議投資者避免沾手細價股。

恒地炒重組受捧 濠賭股亮麗
藍籌股表現各異，恒地(0012)近期多次獲「四叔」

李兆基增持，市場傳言集團有可能重組，帶動股價大
升6.74%，收報42.75元，在藍籌股中表現最佳。濠賭
股緊隨其後，金沙中國(1928)收報 26.20元升6.72%，
銀河娛樂(0027)收報23.60元升5.12%。油價企穩於30

美元以上水平，中海油(0883)收報7.19元升2.57%，中
石化(0386)和中石油(0857)的升幅也都超過1%。

賣藥傳被叫停 阿里健康急挫
值得留意的是，昨日細價股遭到市場狂拋。恒發
洋 參 收 報 0.034 元 大 跌 91.39% ( 見 另 稿)，
MONGOL MINING(0975)和中國金石(1380) 也分別
跌37.26%和34.21%。市傳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或叫停阿里健康(0241)藥監碼運營權，拖累股價一
度跌逾21%，收報3.34元，跌20.29%。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由於美國加息步伐放緩，港股得以「抖一
抖先」，大市的抗跌力有所增強。但二三線的中、細價
股沽壓沉重，顯示市場出現了「全方位軋壓」現象，相
信是由於投資者認為「既然大家一齊跌，不如買大藍籌
穩妥」。他稱，市場信心暫未恢復，建議投資者暫時避
開細價股，短期內以選擇優質大藍籌為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上市時揚言為了
令人易記而「不信邪」選取編號「911」的恒發洋參
（0911），昨日真的經歷一場恍如「911」的慘劇。
疑似有人被斬倉，該股在開市後股價即跳崖式下跌，
一度曾見0.025元的52周新低，跌幅達93.67%。
公司於昨日上午10時36分起停牌，稱待發出一份

有關內幕消息的公告。但截至昨晚八點仍未見到公
告。該股停牌前報0.034元，跌91.39%。成交額1.13
億元，成交量14.61億股。以收市價計，市值單日蒸
發72.26億元，至6.80億元。

楊永仁：或有股東被斬倉
昨日有關恒發洋參股價暴瀉的原因，消息滿天飛。
主席兼行政總裁楊永仁昨回覆傳媒查詢時，強調公司
正常運作，指事件與個人財務無關，「或與股東被斬
倉有關，現時正了解原因」。據聯交所股權披露資
料，目前楊永仁好倉為71.24%。該股已經連跌7日，
從早前的 0.61 元跌到昨日的 0.034 元，跌幅接近
9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昨日細價股出現小型股災，
多隻半新股出現大幅回吐，有部分挫逾一成。巨匠建設(1459)
及年年卡(3773)各挫約25%及15%，收4.26元及1.27元。揚宇
科技(8113)及焯陞企業(1341)亦回吐逾一成。
昨日首日掛牌的內地融資租賃公司中國融眾金融(3963)幸保

不失，全日收報2.13元，較發售價2.11元上升0.95%。不計手
續費及佣金，一手1,000股賺20元。

中國融眾金融董事長謝小青昨在上市儀式表示，不用過分擔
心內地經濟放緩，旗下主要業務是為中小企提供融資服務，銀
行避免向中小企提供借貸，反而對公司更有利。

好孩子中國孖展認購慢熱
至於由好孩子國際(1086)主席宋鄭還持有的好孩子中國(6186)
昨日首日招股，孖展認購慢熱，3間券商首日為其借出2,600
萬元孖展額，未足額。

安碩：內地續改革穩定市場
另於同日上市的iShares安碩MSCI中國A股國際指數ETF
(3162)，iShares安碩亞太區主管陳蕙蘭昨表示，公司有長遠的
策略追蹤A股的ETF，滿足區內及國際的投資者不同的投資需
要。近期A股波動雖然影響投資者情緒，但相信A股市場會逐
步調整，而內地當局亦有透過不同的改革穩定市場。
另外，她認為，對於大部分交易所而言，熔斷機制是有需要

的，但內地市場龐大，推出新措施時造成的影響亦較大，從當
局在熔斷機制推出數天後已叫停，並重新評估，反映其處理能
力不俗。

昨日20大跌幅股份
股份 收報(元) 跌幅(%)

恒發洋參(0911) 0.034 91.39

MONGOL MINING(0975) 0.032 37.26

中國金石(1380) 0.05 34.21

香港教育國際(1082) 0.082 29.91

巨匠建設(1459) 4.26 24.87

錦恒汽車(0872) 0.52 22.39

國家聯合資源(0254) 0.13 22.16

科地農業(8153) 0.90 21.74

阿里健康(0241) 3.34 20.29

僑雄國際(0381) 0.048 18.64

中國文化產業(0745) 0.048 15.79

年年卡(3773) 1.27 15.33

揚宇科技(8113) 0.335 14.10

環康集團(8169) 0.195 13.72

大成生化科技(0809) 0.15 13.29

東方明珠(0632) 0.295 13.24

中國置業投資(0736) 0.265 13.11

凱普松國際(0469) 0.27 12.90

中國金洋(1282) 0.70 12.50

焯陞企業(1341) 1.13 12.40

德勤：企業風險管理仍需改善

無懼半新股插水 融眾首掛保不失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於2014年12 月刊發檢討《企業管
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附錄十四) (《守則》)諮詢總結，所有新修訂
均於今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德勤中國與香港董事學
會合作，了解香港上市公司就有關修訂的合規準備，僅半數受訪企業
表示，對公司能及時履行有關規定有信心。
調查結果亦顯示，企業或許對風險管理還不夠重視。約 58%的受訪

企業認為，現有風險管理模式是將不同風險獨立處理，尚未從企業層
面整體考慮風險。

應從企業層面制定有關策略
德勤中國企業風險管理合夥人馮文珊表示，雖然企業並未忽略風險

管理的重要性，但是調查發現，部分公司尚未制定企業層面整體的風
險管理策略，因而阻礙公司有效地對各方面業務進行風險管理。受訪
企業基本上都明白，按照修訂《守則》，公司董事會須對其公司的風
險管理負責。

多數認同增企業透明度重要
調查亦發現，有七成半的受訪企業對新增的披露規定表示同意，以

便公眾人士可以得到更多資訊，從而作出更適當的決定。由此可見，
香港上市公司似乎明白企業的透明度對公眾利益的重要性。對於必須
設立內部審核功能的規定，有 42%的受訪企業回應指，支持企業設立
內部審核部門，他們有意將其內部審核功能全部或部分外判。但是，
只有 33%受訪企業認為公司有全面及足夠資源支持其內審工作。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1�����

�������
������

����� ������

���%7

��7#3"

��*3"

<;3

�53

:3��3&9�

���%7

��7#3"

��*3"

<;3

�53

:3��3&9�

������#��

���

���

���

���

��

��

���

���

���

��

��

��

■楊永仁強
調，公司正
常運作，指
事件與個人
財務無關。
資料圖片

■中國融眾金
融 及 iShares
安碩 MSCI 中
國A股國際指
數 ETF 昨 掛
牌 ， 謝 小 青
(左)及陳蕙蘭
主 持 上 市 儀
式。

張偉民 攝

■港股在期
指結算日表
現反覆，收
升143點，
成交 754.7
億元。

中通社

■施博宏稱，調查顯示香港80後正面對債務問題，亦不善於
長遠的財務管理。 吳婉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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