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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彭博的報道屬實，這是劉士余上
周六接替肖鋼出任證監會主席以來

的首次講話。在金融領域工作多年的劉
士余，接掌了被市場公認為「最難做的
工作」；而這位被公認為大銀行家的新
舵手，其執掌證監會後能否穩定市場，
推進市場化、法制化改革被寄予厚望。
內媒報道指，在央行期間，劉士余已
經接觸資本市場業務，尤其是券商的改
制。他曾主導匯金注資華夏證券和南方
證券，2005年券商治理時期他曾是央行
的操刀者，熟悉券商情況。而在央行工
作前，劉士余先後工作於上海市經濟體
制改革辦公室、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
會。將近十年的體改委工作經歷，讓他
了解股市最初設計時存在的時代局限。

或大力發展資本證券化
雖然身居要職多年，但在任職農行董
事長之前，劉士余一直十分低調，鮮少
在媒體上公開露面。從劉士余為數不多
的公開發言中可以看出，這位銀行家非
常注重風險防範。東吳證券的研報中認
為，此次證監會換帥，有利政策改革預
期，可能會引起股票和債市的短期升
勢；過去10年劉士余推動一系列債市產
品創新，推測他上任後會加快發展多層
次資本市場，豐富直接融資工具的戰
略，大力發展資本證券化，如項目債、
可轉換債券等。
由於被認為是市場派人士，同時熟悉

資本市場的監管經驗，業內普遍認為劉
士余主政證監會對股市將是重大利好。
此外，1961年出生的劉士余生肖屬牛，

名字諧音「牛市雨」，腦洞大開的投資
者寄予厚望，希望新的主席能帶來新一
輪的牛市。
不過，多位市場人士認為，A股的改

革在於制度性問題。央行金融研究所副
所長卜永祥昨在財新刊文《金融監管體
制改革研究問題與方向》指出，中央銀
行統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是現階段金
融管理體制改革的唯一出路，並建議撤
銷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局，
機構、業務、人員、服務併入中央銀
行，建立單一金融管理體制。

分析：A股改革在制度性問題
卜永祥指出，反思中國證券業業已發

生的股市風波，債券市場的潛在風險，
銀行業的壞賬壓力，以及多個地方出現
的交易平台和互聯網金融機構跑路事
件，都表明缺乏統一信息來源所導致的
金融監管「看不見」、重發展輕處置所
導致的准入監管「放不開」、缺乏跨市
場綜合監管工具所導致的事中監管「管
不住」、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苗頭後缺
乏監管資源整合導致的事後監管「救不
活」。研究借鑒國際經驗，加快切實推
進金融監管統一於中央銀行，是確保系
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高效率服務實體經
濟的唯一選擇。
為統籌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穩定、金

融改革和金融監管，卜永祥認為中國金
融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案應該是：撤
銷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局，
機構、業務、人員、服務併入中央銀
行，建立單一金融管理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 新官上任三把火。彭博昨日報道稱，被股民

稱為「牛市雨」的中證監新任主席劉士余，首次對證監會官員

發表講話時稱，證監會當前的主要任務包括嚴格監管市場，嚴

查操縱股市。知情人士還透露，劉士余表示證監會應當積極引

導外部資金入市。不過，昨日A股對新任主席的熱情似乎有所

降溫，滬指全日弱勢震盪，收跌0.81%險守2,900點。

銀行結售匯連7個月逆差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人民幣貶值壓力等因素

的影響，國家外匯局昨公佈，1月銀行結售匯逆
差544億美元，這是連續第7個月出現逆差，但
較上月的894億美元下降近四成。其中銀行代客
結售匯逆差694億美元，較上月的881億美元降
逾兩成；銀行自身結售匯順差150億美元，上月
為逆差13億美元。

外匯市場供求關係緩和
外管局網站數據並顯示，1月銀行代客遠期淨

售匯247億美元，較去年12月的179億美元擴大
近四成；截至1月末，遠期未到期凈售匯1,117
億美元，去年12月末則為928億美元。另外，外
管局首次公佈的未到期期權Delta淨敞口為-107

億美元。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表示，銀行結

售匯更反映真實的外匯市場供求壓力。從結售匯
數據來看，總體看外匯市場供求關係有所緩和。
雖然未到期遠期結售匯逆差擴大，但是銀行結

售匯逆差收窄，兩者之和逆差規模收窄。1月人
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上升，市場此前擔憂居民蜂擁
換匯，目前看1月市場情緒有些過於恐慌了。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和
Raymond Yeung在研報指，鑒於持續的經常項
目盈餘以及整體穩固的財政狀況，中國的外匯存
底仍然充裕。內地民企及國企都已經開始關注外
匯風險並提前償還外債，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
性仍然很小。

報告指，許多分析師採用IMF關於外儲充足
率的評估方法認為中國外匯存底很快就會降至警
戒線，但評估中國外匯存底應該因地制宜。IMF
的單一評估方法沒有考慮到國家特點，例如政策
目標以及外匯波動性。簡而言之，同樣外匯存底
水平的兩個國家所面臨的風險會有很大差異。

存在政策不確定風險
不過，報告認為，政策不確定風險存在，為穩

定人民幣匯率，政策制定者採取措施限制資金外
流；這些行政措施會阻礙外國及境內投資者信
心，期待人民幣單邊貶值。中國應該向國外投資
者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通過市場力量來縮窄境
內外人民幣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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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內地股民昨日迎來猴年「打新盛宴」，令A
股再度承壓。與此同時，市場對新任中證監
主席的熱情，似乎也有所降溫。隨着熱點板
塊多數熄火，滬指全日弱勢震盪，最多跌近
2%，尾盤出現一波拉升後，最終仍跌
0.81%，險守2,900點，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分
別跌0.69%、1.22%。
昨日滬深兩市幾乎平開，隨後震盪下跌。
周一風頭很勁的保險、券商板塊齊齊回調，
煤炭、鋼鐵也表現黯淡，早市滬指就跌逾
1%，暫失2,900點整數關口。下午1點半
後，大市加速下行，滬指最多跌近2%，低
見2,872點，尾盤買單明顯湧入，滬指掉頭
向上，又收復了2,900點。

多數板塊收跌 成交量略減
截至收市，滬指報2,903點，跌23點，或
0.81%；深成指報10,299點，跌71點，或
0.69%；創業板指報2,218點，跌27點，或
1.22%。量能較周一略縮量300億元（人民
幣，下同），兩市共成交5,729億元。
盤面上，多數板塊收跌。裝修裝飾股領漲

兩市行業板塊，但漲幅也僅為逾2%。此
外，貴金屬、煤炭、化肥、釀酒亦漲幅居
前。電信運營、保險、機場則領跌，跌幅逾
2%。兩市1,700餘股下跌，僅約50股漲停。

中金料反彈趨勢波動中延續
中金公司認為，短期若海外市場不出現較

為明顯的波動，預計A股市場反彈趨勢將在
波動中延續，並建議投資者繼續關注「政策
預期支持藍籌+超跌龍頭成長」兩條主線。
渤海證券則提到，目前A股正出現熊市格局
下的反彈，超跌品種成為短期資金博弈的重
點，但就技術層面而言，目前指數正在步入
壓力區間，量能能否持續配合，將成為行情
進一步發展的決定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由於許多競爭對手紛紛上
市，內地快遞業巨頭港企順豐也不甘落後。順豐日前刊登上市輔導公
告，首次公開承認已經啟動內地上市流程。按照公告內容，順豐擬在
內地證券市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目前正在接受中信証券、招
商證券、華泰聯合證券的輔導。
據順豐官網信息顯示，成立於1993年的順豐速運建立了龐大的信息
採集、市場開發、物流配送、快件收派等業務機構及服務網絡，截至
2015年7月，順豐已擁有近34萬名員工，1.6萬台運輸車輛，19架自有
全貨機及遍佈中國內地、海外的12,260多個營業網點。順豐旗下除目
前擁有速運物流、順豐優選等資產板塊。不過，對於將打包上市的資
產，目前未有更多的細節透露。
近期，圓通、申通、中通紛紛加快上市步伐，順豐確認啟動A股上
市並不意外，並且此前便有跡可循。去年，順豐挖來原摩根士丹利亞
太區投資銀行部副主席之一的梁翔，擔任集團副總裁，被認為是上市
計劃已加快啟動。梁翔此前曾主導和參與過多家內地房地產公司在香
港的上市項目，在操盤上市方面有比較豐富的經驗。
在2013年順豐首次公開融資，元禾控股、招商局集團、中信資本、
古玉資本共同投資順豐約25%的股份，投資金額80億元人民幣。順豐
首度融資引發業內揣測，公司可能是在為上市鋪路。甚至有分析認
為，由於內地IPO還不知何時重啟，且排隊企業太多，歐美市場對順
豐模式的接受程度又比較低，順豐屆時選擇香港上市的可能性較大。

大中華金融擬30億入股上海當天

上海樓市庫存期一線城市最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2016開

年以來，上海樓市就持續火爆，目前有統計顯
示，上海商品住宅消化周期為3.7月，在一線城市
中最短。此外，滬高檔住宅也異常火爆，瑞安房
地產（0272）旗下的352套千萬級新房在一天內賣
光。
日前，上海市統計局發佈2015年房地產市場綜
述，將過去一年的上海樓市描述為「交易活躍、
房價上漲」，這樣的情形到了今年依然不變，據
克而瑞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月，上海
商品住宅消化周期已經降至3.7個月，比廣州消化
周期的7.5個月；深圳消化周期的8.7個月；北京
消化周期的9.2個月，都要短了許多。此外，上海
1月商品住宅月底存量為576套，同比下降39%，
亦是北上廣城市中數量最少。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正是因為上海去
庫存周期明顯偏小，也使得近期上海房價大漲，如
不及時補充庫存，後續房價上漲會愈加明顯。

豪宅市場異常火爆
就在滬房價日增夜漲之際，上海高端住宅市場

交易呈現出異常的火爆，據瑞安介紹，上周末旗
下的瑞虹新城第六期開盤，該樓盤單價在8萬元
（人民幣，下同）左右，每套房屋的銷售均價接
近1,000萬元，此次推出352套房源，竟然在一天
內售罄。
另據上海鏈家數據監測，上周滬房成交排名前
十的項目中，前三名中有兩個都是成交排名前十
的項目中，而老牌的湯臣一品亦在上周成交一套
總價達到1.6億元的標杆豪宅。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旅（0308）昨日公佈，收到控股股東中國港
中旅集團通知，其正與中國國旅集團籌劃戰略重組事宜，但不涉及上
市公司的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或證券發行，亦不會對公司的正常生產經
營活動構成大影響。
中國港中旅集團為一家由國資委管轄，以旅遊為主業的中央企
業，持有香港中旅約59.45%的已發行股本。國旅集團亦為一家由國
資委管轄，以旅遊為主業的中央企業。中旅表示，中國港中旅及國
旅集團重組方案尚未確定，方案確定後尚需獲得有關主管部門批
准。中旅昨天收升0.75%，報2.68港元。

光控冀金改充分市場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光大
控股（0165）首席執行官陳爽昨於傳
媒午宴表示，對內地經濟不太悲觀，
但期望下月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
中，可以看到有關資源分配的政策推
出。他解釋，以往國企所獲發的資源
較多，冀有潛力的民營企業於未來亦
可獲適當分配資源。另外，他又期望
未來金融改革可充分市場化。

短期人幣貶幅料不大
人民幣方面，陳爽認為以往內地資
本項和貿易項開放快，流通量大，所
以覺得人民幣會有貶值壓力，但隨着
美元加息預期降溫，加上中央要在人

民幣國際化和匯率穩定之間取得平
衡，相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會減慢，
估計暫時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的幅度不
會太大。
近日中證監主席一職出現人事變

動，由農行（1288）原董事長劉士余
接任肖鋼。陳爽指，市場有需求自然
會回升，他期望中證監可以作適當引
導，但同時讓市場有一定自由。
首席投資官楊平表示，市場在經歷過

乘搭A股過山車後，出現信心問題，而
且匯率的波及面大。人民幣匯率必須穩
定，否則有機會影響A股走勢，所以中
央要將人民幣離岸市場穩住，他看好醫
療、高端製造業和環保股。

■滬指全日弱勢震盪，最多跌近2%。 中新社

■陳爽（左）對內地經濟不太悲
觀。旁為楊平。 吳婉玲 攝

市場預料劉士余主要任務
1 IPO註冊制時間表已定，新任主席會以何種方式推進？上海戰略新興板、

新三板轉板如何推進？

2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5年12月27日通過股票註冊制改革授權決定，3月1

日起施行，期限為兩年。

3 股災期間採取的應急措施何去何從？

4 A股股指期貨何時回歸正常化：股災期間，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兩周內連

發三道金牌嚴控「異常交易」，使這個全球最活躍的股指期貨市場交投驟降

至冰點。

5 吸引資金回歸股市：去年10月，中國加強對證券程序化交易的監管力

度，擴大股市維穩範圍。部分分析師稱，監管部門的救市措施導致市場成交

量萎縮和大批海外投資者撤離A股。

6 深港通的推出：推出時點是當前最大的懸念。

7 A股何時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MSCI將於今年6月宣佈是否納入的決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大中華金融
（0431）昨公佈，與獨立第三方上海當天資產訂立
無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據此，公司將認購不
超過上海當天資產擴大後股本20%，初步估算不多
於30億元。獨家期6個月。
上海當天資產主要業務為不同客戶群體提供個性

化的財富管理需求，管理產品涉及固定收益產品、
影視文化基金、私募股權投資等。目前在上海、北
京、廣州、南京等全國45個城市已有百餘家分支機
搆及網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國家發改委去年11
月下調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近三成，以降低
下游購氣成本。中國燃氣（0384）總裁助理李雲
濤昨表示，公司已陸續調減旗下六七成項目氣
價，希望下月完成全部調價。該公司估計發改委
為增加天然氣對石油競爭力，未來將進一步下調
門站氣價。

增燃氣對石油競爭力
內地每立方米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去年11

月20日起下降0.7元（人民幣，下同）。按照內地
一般政策，氣價與石油等競爭燃料價格掛鈎，意味
着國際油價下跌時，氣價亦隨之下降，以吸引用戶
使用較清潔的天然氣。然而目前國際油價徘徊每桶
30美元水平，氣價卻未有調整到相應水平。

中國燃氣副總裁朱偉偉估計，發改委會繼續下
調天然氣價，每立方米降幅0.2元至0.3元，較對
上一次的0.7元為少。

中燃氣外債比例大減
中國燃氣過往在人民幣升值時大舉借入美元

債，在去年8月人民幣急貶蒙受巨額匯兌損失。李
雲濤表示，公司外債比例已由去年3月約83%大幅
降至約7%，美元債平均財務成本現時約3.1%，境
外人民幣債成本約4%。在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後，
相關利差可望迅速縮窄。目前人民幣每貶值1%對
於公司盈利影響僅0.25%。
內地去年放寬社會資本進入售電業務，朱偉偉

透露，公司在廣西多個地級市擁有管道燃氣特許
專營權，正研究進入相關市場的可能。

內地天然氣價格料續下調

■中國燃氣副總裁朱偉偉（右）及總裁助理
李雲濤。 張易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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