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蔡競文） 萬科A股復牌第二天，一如市場所料

繼續一字跌停，但成交額較周一大增，至39.4億元（人民幣，下同）。至收市，

仍有折合資金超過100億元的賣單，同時尾盤集合競價期間成交逾9億元。內地

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消息稱，寶能在收盤尾聲階段增持了萬科，其持有萬科股權

比例已超過25%。

萬科再跌停 傳寶能大手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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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A全日收報19.79元，距離早前公司董事會擬向
深圳地鐵發行股價收購後者擁有的前海國際100%

股權每股15.88元的作價，只差3.91元或19.76%。
昨天，14:45左右，萬科A遭遇神秘資金大單掃貨，
分時成交上顯示多筆單子超過10萬手，隨後均是多筆
上萬的買入繼續湧入，但未能撬開跌停板，收盤仍有超
過507萬賣單掛於賣一價位，折合資金100.4億元。報
道引述一位關注萬科A發展的投行人士認為，這種情況
應該是機構有所動作，「可能是某一方按捺不住了。明
天極有可能開盤就打開跌停，或者會漲了」。

買入金額合計共14.89億
交易資料顯示，買方中，某一機構席位作為主買入

方，買入金額達11.87億元，另一家機構席位買入3.02
億元，合計買入14.89億。而游資席位方面，光大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綠景路證券營業部買入3.26億元。買五
席位中信證券上海淮海中路證券營業部買入9,500萬元。
而賣方中，機構成為賣出絕對主力，共四家機構合計

賣出13.95億元，最多一家機構席位賣出7.30億元，最

少一家席位賣出1.97億元，剛好應對昨天股價1,000萬
股。被稱為QFII大本營的中金上海淮海中路證券營業
部買入970萬元，同時大舉賣出8.23億元。
據Wind資訊統計顯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共145
隻基金合共持有2.5362億股萬科A，按7月4日每股下
跌2.44元，該145隻基金開盤損失合共6.188億元。

朱旭指股權之爭或影響業績
另外，萬科董秘朱旭昨日在電話會議中稱，公司股權

之爭已經導致部分合作方態度轉向猶豫和觀望，無法確
定是否會對公司下半年業績造成影響。
朱旭昨天被投資者問及萬科的融資情況是否因公司不

穩定而受影響時，稱包括標普在內的境內外的評級機構
確實指出，股權之爭可能會影響萬科公司評級，機構紛
紛表示關注，但暫時還沒有調低公司評級。銀行方面也
表示「會小心一點」，但目前對公司還沒有實質影響。
而針對7月4日市場關於董事長王石女友田樸珺涉萬

科關聯交易的傳聞，朱旭表示，由於傳聞並沒有證據和
細節，萬科管理層對此沒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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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繼周一
大漲近2%後，滬綜指昨日依然慣性上攻，在3,000
點關口幾度沉浮後，最終滬指小幅收漲0.6%，報
3,006點，但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均呈弱勢，收於綠
盤。兩市昨天開盤漲跌互現，滬指微升0.11%、創業
板指升0.22%、深成指則下挫0.11%。之後滬指在軍
工、航運、鋼鐵、煤炭等板塊支撐下衝上3,000點大
關，但始終圍繞3,000點展開震盪。午後再度上演
3,000點爭奪戰，最後15分鐘，滬指一度又擊穿了
3,000點關口，好在尾盤小幅上揚後，終於勉強保住
戰果。

總理視察 水利板塊颺
截至收市，滬指報3,006點，漲17點或0.6%；深

成指報10,602點，跌7點或0.07%；創業板指高開低
走，早盤曾跌近1%，後跌幅收窄，最終報2,246
點，跌2點或0.12%。兩市共成交7,078億元，較周
一放大近5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復牌第二日的萬科，昨日繼續「一字」跌停。至
收市，萬科A報19.79元，換手率2.05%，全日成交
39.39億元，但尾盤階段15分鐘，逾30億元大資金在
跌停板瘋狂搶籌，佔全天成交額90%以上。
盤面上，船舶製造、次新股、水利建設領漲兩

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飛赴安徽、湖南察看防

汛，刺激水利板塊大漲，安徽水利漲停，三峽水利漲
超7%、葛洲壩升5%。珠寶首飾、安防、工藝商
品、貴金屬、軟件服務等板塊則小幅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貴州茅台近期連創新高，昨日昇
2.27%後，股價又衝上300元大關，報每股300.58
元。今年以來，資金多尋找安全邊際較好的防禦性品
種，因此增加了食品飲料等行業的配置，令食品飲料
指數逐漸走強，跑贏滬深300指數，且有擴大趨勢。
愛建證券發佈中期策略稱，A股雖無大牛市基礎，

但出現一波主要以業績、流動性驅動的階段性反彈卻
也是大概率事件，滬綜指在下半年運行區間大概率為
2,700點至3,400點，極限下探2,700點，上攻則有望
衝擊3,400點。
A股近來走勢趨穩，惟證券保證金流出仍然創出階

段新高。投保基金公佈最新數據指，上周（6月27日
至7月1日），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淨流出556億，創5
月23日當周以來新高，且連續兩周淨流出。
但中國結算最新周報顯示，同期新增投資者數量
35.39萬人，幾乎與前一周持平，投資者交易活躍度小
幅回升。另外，當周參與交易A股的投資者數量為
1,682萬人，佔已開立A股賬戶投資者數量的15.63%，
較前一周15%的比例小幅回升。此外，期末持有A股的
投資者數量為4,996萬人，佔已開立A股賬戶投資者數
量的46.41%，與前一周的46.67%變化不大。

滬指尾盤上揚 重返3000點

香港文匯報訊 雅居樂（3383）昨宣佈出資約2.32億
元（人民幣，下同）向第三方收購一間項目公司的51%
股權，該公司持有位於北京市延慶區的綜合性商業金融
服務業項目。項目總佔地面積約19.8萬平米，預計總建
築面積約6.5萬平米，擬發展為低密度住宅社區，並輔
以商業、餐廳及會所等特色配套，按收購成本折合樓面
地價約為每平米7,000元。

項目位於北京市延慶區，區內自然環境優美，著名景
點如八達嶺長城、古崖居、中國延慶世界地質公園等均
座落於此。項目鄰近京張高速及京藏高速出口，交通便
捷。此外，興延高速公路及京張城際鐵路已相繼動工，
兩者為2019年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及2022年冬季奧運
會的重點交通配套設施，落成後來往延慶區及北京市僅
需20分鐘。

雅居樂拓北京 購延慶項目51%股權

■綠地與中國電信天翼創投等一批合作夥伴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 章蘿蘭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創客經濟」潛力無窮，綠地香港（0337）
母公司綠地控股宣佈，其為全球創客企業搭
建的綜合平台「綠地創客中心」在上海正式
啟動。
公司稱，此舉旨在進一步帶動旗下商辦項目

的運營與物業增值。
據悉，綠地當日與中國電信天翼創投、杭州

東部軟件園、雷格斯、飛馬旅等一批合作夥伴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協同打造眾創平台，合
作類型涵蓋創業企業孵化、服務和投資。
根據合作協議，綠地控股將依托旗下上海徐

匯綠地繽紛城等項目與四家企業開展合作。

綠地創客中心落戶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 朗詩綠色地產（0106）昨公佈，與蘇
州市高鐵新城建設投資公司、蘇州江南建設項目管理公
司於上周四正式簽訂合作協議，共同組建項目公司，合
作開發位於蘇州高鐵新城的蘇地2016-WG-37號地塊，
朗詩綠色地產以30%股權佔比實現小股操盤。
作為複合型國際化商務中心，蘇州高鐵新城由蘇州

市直管，定位為蘇州北部核心商業區，規劃人口24

萬。高鐵新城處於整個蘇州市域「十字型」發展帶的
「核心三角中央」，是承接南北東西各功能組團的關
鍵節點。
此次朗詩綠色地產與相關公司聯手獲取的蘇地

2016-WG-37號地塊，佔地2.7萬平米，屬於「核心三
角中央」的商服用地，未來將建成一個集商業、酒店、
酒店式公寓等多種業態的綜合體項目。

朗詩聯手奪蘇州高鐵新城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近來上海
土地市場近乎瘋狂，「麵粉」已然貴過「麵包」。第一
太平戴維斯上海副董事長、住宅銷售部主管朱兆榮預
計，未來3年至5年內，上海房價年均漲幅或將維持在
10%至15%左右。

需求主導市場 苛政可能性低
今年以來，上海住宅市場成交量上演了「過山車」行

情，自年初的大幅攀升，到新政頒佈後的急速冷凝，目
前則開始小幅回暖。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的統計，經歷
了近兩個月的觀望期，加上5月至6月份火熱土拍市場
的刺激，住宅市場在6月份的成交量有所回升，其中改
善型需求佔比總成交的80%至85%以上，較2015年

65%至70%有所上升。
朱兆榮分析，由於市場依然以改善型需求為主導、而

並非投資需求，因此下半年出現更嚴厲政策的可能性不
大。他預計，2016年全年上海整體住宅價格指數或將
同比增長10%至13%，其中高端住宅價格指數或同比
增長15%至20%，成交量則將繼續維持穩定，未來3年
至5年，年均房價漲幅或將維持在10%至15%。
他認為，儘管中國經濟增速減緩，全國普遍出現房地產
市場供大於求的局面，但上海的樓市依然堅挺，需求十分
強勁，上海的住宅價格相比於深圳和北京略有滯後，未來
房價仍有上升空間。另外，新生代富豪們從事高新科技產
業、互聯網產業、電影娛樂文化業，未來5年至10年間，
新貴們將成為上海頂級豪宅的主力購買群體。

一太：滬房價每年漲幅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外管局副局長方上浦表示，自
2014年下半年中國資本流出壓力增大，當局已在現有
整體政策框架不變下採取了多項措施調控，今年3月至
4月的跨境資金外流已漸低，目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
穩，希望這一勢頭能持續下去。

提高透明度以穩定資本外流
方上浦在港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合作會議時說，中國在

2003年至2014年間，資本項目及經常項目雙順差，但
2014年6月起，跨境資流出壓力開始增大，外匯儲備由
最高峰的3.98萬億美元降至去年年底的3.2萬億美元。
政府已經積極採取措施應對，包括推行供給側改革，為

經濟主體提升活力，並期望提升投資者對中國經濟長期
發展的信心。
去年中央推出人民幣中間價報價機制改革及人民幣匯

率指數（CFETS）都提升了市場化及透明度，此外亦
推出包括利率槓桿及逆周期措施，加強對跨境資金的真
實性、合規性審查等措施，令中國資本外流情況穩定下
來。
方上浦認為，隨着結構性改革及經濟轉型，能令中國

跨境市場保持平穩。
出席同一場合的前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在應

對短期跨境資本劇烈波動時，資本管制和托賓稅均可以
派上用場，但必須根據國情量身定制。

外管局：跨境資金流動已趨平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