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幣傳聞利好 滬指揚1.4%

9月新增貸款1.22萬億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人民銀行昨公佈金融數據顯示，9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

速微升至11.5%，當月新增人民幣貸款高達1.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4,759億元為個人

按揭貸款，佔比高達39%。前三季度內地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累計增加10.16萬億元，其中3.63萬

億元即佔比35.7%為個人按揭。專家指出，9月除居民中長期貸款保持增長，企業中長期貸款也大幅

增加，反映基建投資發力，預示經濟企穩，預計第四季度貨幣政策環境仍將保持較為寬鬆，全年新

增貸款總額將超過去年11.72萬億的規模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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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信貸增長過快 潛在風險增

數據顯示，9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
151.64萬億元，同比增長11.5%，增

速比上月末高0.1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
1.6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45.43萬億
元，同比增長24.7%，增速比上月末低0.6
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高13.3個百分點。前
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0.16萬億元，同比
多增2,558億元，其中9月人民幣貸款增加
1.22萬億元，同比多增1,643億元。分部門
看，前三季度住戶部門貸款增加4.72萬億
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5,247億元，中長
期貸款增加4.2萬億元。

M1增速回落涉及兩個原因
對於M1增速高位回落，調查統計司司長
阮健弘解釋，主要是由於M1中單位活期存
款增速回落。具體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國慶
假期影響，部分單位活期存款轉為收益率更

高的品種；二是部分金融機構借款客戶在季
末時點集中歸還借款利息。

首3季個人住房貸款猛增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9月個人住房貸款增

加3.63萬億元，同比多增1.8萬億元，其中9
月新增4,759億元，同比多增2,055億元。阮
健弘解釋稱，個人住房貸款猛增，主要是受
全國房地產市場走勢分化的影響，部分一二
線城市成交活躍，個人住房貸款增長較快，
此外也與金融機構和個人資產配置有關。
另外，前三季度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

款增加5.27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
6,507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21萬億元，
票據融資增加1.14萬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
構貸款增加1,112億元。
阮健弘指出，9月企業貸款與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從期限看，增量以企業中長期貸款

為主；從用途看，企業以經營性貸款和投資
貸款為主；從投向看，9月末基建行業中長
期貸款增速6.3%，除基建和房地產外服務
業，中長期貸款增速19.2%，分別比上月末
提高了0.1和0.7個百分點。

匯豐：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
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表示， 9月新

增人民幣貸款1.22萬億元，除居民中長期貸
款保持較多外，企業中長期貸款大幅增加，
反映基建投資發力，預示未來經濟有望企
穩。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則預
計，9月新增貸款超預期走高，企業部門貸
款較上月明顯回升，中長期貸款增速強勁，
信貸走強或受季末沖量等季節性因素影響，
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經濟活動企穩，預計未
來貨幣環境維持偏寬鬆局面，財政政策還將
更加積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中
國央行昨日發佈數據顯示，9月末國家外匯
儲備餘額為3.17萬億美元，環比下降188億
美元，連續三個月下跌，創下2011年6月以
來最低值。同期央行外匯佔款較上月減少
3,375億元人民幣，為連續第11個月下滑。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表示，9月中

央銀行外匯佔款和外匯儲備出現雙下降，
一方面是由於國慶長假出境遊需求旺盛，
導致9月份購匯需求階段性增加，央行向市
場提供了一定的外匯流動性支持；另一方
面也與央行為支持「走出去」戰略，向一
些金融機構提供相關外匯資金安排有關。
阮健弘還表示，9月份外匯儲備與央行外

匯佔款變化並不完全一致，主要與部分外匯

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上漲及一些其他貨幣對
美元匯率升值導致的幣值重估等因素有關。

專家：央行加大維穩匯率操作
9月外儲下滑188億美元，較7月和8月
的41億美元和159億美元多。野村中國首
席經濟學家趙揚認為，中國外匯儲備降幅
擴大主要由於央行在9月份加大了維穩匯率
操作，通過干預外匯市場拋售美元來穩定
人民幣匯率，從而犧牲了一部分外匯儲
備。9月日圓升值，對外匯儲備有正面支持
作用，外匯儲備下降幅仍超出市場預期，
顯示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出有所擴大。此
外，十一長假之前居民出境旅遊換匯需求
的季節性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稱，按國際標準看，中國的信貸增長已經
「非常快」，而且缺乏全面的策略來應對債
務過剩問題，發生銀行業危機或/(和)經濟成
長大幅放緩的風險日益升溫。

已對中國經濟發出數次警告
路透社引述 IMF在一份工作文件中表

示，中國政府應該在問題演變成系統化之前
迅速採取行動，而且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問題
需要同時解決。該文件之前，今年IMF已
對中國經濟發出數次警告。
報道指，中國企業負債18萬億美元，約
相當於GDP的169%。據評級機構標準普爾
估算，中國銀行業最多可能需要1.7萬億美
元資本，以應對壞賬激增的風險。而IMF

在10月14日的報告中稱，「只是通過將壞
賬移出資產負債表、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來
整頓銀行業，或讓企業破產而不對銀行進行
資本重組，都不會使經濟活動恢復活力。」
報告稱，截止目前中國當局未能實施一套全
面策略，因為中國的方法主要在解決「產能
過剩問題，而對金融業產生的影響討論的較
少。」

央行：出境遊和對外投資致「雙降」

■9月新增人民幣貸款高達1.22萬億元，其中個人按揭貸款佔比高達39%。圖為一名銀行工
作人員清點貨幣。 資料圖片

■左起：萊坊紀言迅、夏博安和王璐。 蘇洪鏘 攝

滬住宅成交均價上季首破四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高力國際發佈的最新報告指，受到強勁需
求支撐，2016年第三季度上海住宅物業市
場成交均價首次突破40,000元（人民幣，
下同）/平方米。
據該行調查指，眾多發展商在價格或將

持續攀升的預期下放緩推盤節奏，季內上
海新建商品住宅供應環比或同比下降
53.0% 或 56.4% ，至約 150 萬 平方米
（12,275套）。
但成交量依然環比上升 15.1%，至

370萬平方米。高端住宅及豪宅物業需
求尤為強勁，兩類市場銷售量均達新
高。

期內上海有14宗土地成交，主要集中於
靜安（含閘北）、松江、浦東、青浦、寶
山、楊浦及虹口。平均樓板價上升至
39,505元，創歷史新高。

高力國際：物業市場仍保活躍
高力國際中國區研究部高級董事謝

靖宇預計，儘管若干城市已經或可能
頒佈更為嚴格的購房條款，上海有望
維持其之前限購，無重大變化。
他認為，由於剛需置業者入場，現有業
主對其資產配置進行調整，以實現利益最
大化或改善其居住條件等因素，上海住宅
物業市場仍將保持活躍。

萊坊：內資外流上半年跌13.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萊坊昨天就中國
對外房地產投資發表報
告，指今年上半年內地資
金外流的總投資額達107
億美元，較2015年的同
期跌13.6%。
當中，有達84%的資金
湧向大城市，包括香港、
倫敦、紐約、墨爾本、悉
尼等，比起2015年全年
的佔比(42%)多出42個百分點。期內，
投資本港的內地資金中，高達87%投往
寫字樓，10%投往地皮，3%投資於零售

物業。
萊坊大中華區執行董事夏博安表示，

美國是最受內地投資者青睞的海外地
區，今年上半年吸納達51億美元，按年

增21%，同期，內地
投資者未有因英國脫
歐而減少投資，湧往
英國的金額按年大幅
增75%。而本港上半
年則錄16.8億美元的
內地投資，較去年輕
微下跌。
萊坊高級董事及中

國國際資本市場部及
國際投資部主管王璐
預測，人民幣貶值對
海外投資有正面影
響；縱然內地經濟放
緩，不過經濟增長仍
維持 6.5%以上，相
信中央政府會透過基
建及房地產相關投資
以達目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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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中 國 海 外
（0688）昨日公佈，截至今年9月
30日止首9個月，錄得綜合經營業
務收入 1,065.9 億元，同比增長
34.3%；經營溢利351.6億元，增加
29.1%；第3季度則錄得綜合經營業
務收入243.3億元，增加67.7%，經
營溢利83.2億元，增加111.2%。集
團加上合營和聯營首9個月累計完
成合約銷售總額1,714.6億元，已達
到上調的全年銷售目標2,100億元的
81.6%。
報告稱，集團的財務狀況非常良

好，於 9 月 30 日，手頭現金達
1,517.8億元，處於歷來最高水平，
淨借貸水平仍維持於16%的理想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匯市波動牽動股市敏感神經，昨日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中間價企穩回升，總算平復股民不
安情緒。市傳境外央行機構兌換千億人民幣
滿足SDR配置，若消息屬實將利於人民幣對
抗貶值風險。消息提振A股、B股雙雙勁
彈，A股三大股指全線收紅，其中滬綜指上
揚1.4%，B股指數漲2.55%。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回升
國慶節假日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
不斷刷6年新低，周一B股率先砸盤，A股
亦岌岌可危。故開市前揭曉的人民幣對美元

中間價備受關注，所幸當日回升76基點，令
股民鬆一口氣。
此後，彭博報道稱數家境外央行類機構自
上月起，已經在中國境內兌換了超過1,000
億元人民幣資金，以滿足人民幣正式加入
SDR後對境內外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雖然
內地官方沒有對此做出回復，投資者做多情
緒依然大受提振。
A股三大股指昨慣性低開後，在題材股的

帶動下震盪上揚，收復周一失地。午後以中
字頭為首的權重股大幅拉升。截至收市，滬
綜指報3,083點，漲42點或1.4%；深成指報
10,797點，升145點或1.37%；創業板指報

2198點，升30點或1.4%，兩市共成交4,834
億元（人民幣，下同）。B股指數高開
0.14%，全日走勢與A股一致，最終收漲
2.55%，報344點。
盤面上，兩市板塊普漲，鐵路基建、水利建

設、海工裝備、PPP模式、券商信託等板塊漲幅
居前，工藝商品、貴金屬、安防設備、債轉股等
則居末。中鐵二局漲停，中國中鐵升逾8%，中
國鐵建升近6%，中國中車升近4%，悉數大幅跑
贏大市。
有分析指，在寶鋼武鋼重組獲批、混改試
點公司逐漸浮出水面刺激下，國企改革主題
將反覆活躍，並對股指形成有力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