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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提速 創業板重挫

傳中證監主席與券商座談 市場惹猜疑

內企：今年內需可成經濟增長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外匯佔款繼續下

降。中國央行昨日公佈最新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顯示，去年12

月外匯佔款環比下降3,178億元（人民幣，下同），至21.9萬億

元，是連續第14個月下降，去年累計下降2.95萬億元。有專家

表示，央行外匯佔款連續兩月大幅下降超過3,000億元，顯示資

本外流仍然猛烈，預計今年前幾月外匯佔款仍面臨較大下降壓

力。

數據顯示，2016年各月外匯佔款均
呈下降走勢：1月外匯佔款下降

6,445億元創歷史第二大降幅，僅次於
2015年12月的7,082億元；而後幾月，
隨着人民幣匯率走穩，外匯佔款降幅快
速收窄，到4月、5月降幅收窄至500
多億元；但到第三季度後，尤其是臨近
年末，外匯佔款降幅再次擴大，9月、
11月、12月降幅均超過3,000億元。全
年外匯佔款累計下降2.95萬億元，大大
高於2015年的2.22萬億元。

外管局：主因央行穩人幣
今年隨着美元走強及外匯管理局實

施意願結匯，中國外匯佔款自2014年
末達到最高峰超過27萬億元後連續兩
年下降。與外匯佔款變化趨勢同步，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也於2014年6月達
到最高峰3.99萬億美元，也連續兩年
下降。去年12月外匯儲備環比下降
410.8億美元至3.01萬億美元，連續6

個月縮水但降幅略有收窄。外匯管理
局表示，外匯儲備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是央行穩定人民幣匯率。

流動性緊張局面並未改變
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看，去年12月，
央行對企業存款性公司債券上升
7,445.66 元，比上月擴大 2,700 多億
元，反映了面對外匯淨流出，央行通過
再貸款等操作來彌補基礎貨幣；當月央
行基礎貨幣大幅擴張1.7萬億元，前值
為1,788億元，但隨着年底財政支出明
顯增加，12月政府存款大幅下降1.1萬
億元，顯示雖然基礎貨幣大幅擴張但市
場流動性緊張的局面並未改變。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李慧勇指出，

年初將迎來局面換匯和企業債務重組
的高潮，再加上人民幣仍處於弱勢，
因此今年頭幾月外匯佔款下降的壓力
仍較大。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外
匯佔款單月均大幅下降了6,000-7,000

億元，創歷史紀錄。

美元回落 助緩解外部壓力
但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

健則認為，預期今年首季美國數據表
現不佳，聯儲會貨幣政策保持穩定，
美元指數衝高回落，人民幣貶值的外
部壓力有所緩解，資本外流壓力將階
段性減輕。
外匯佔款下降需要央行對衝向市場

注入流動性。2016年全年中期借貸便
利餘額淨增加近3.4萬億元，對沖外匯
佔款流失形成的基礎貨幣缺口，淨投

放量和月底餘額均創紀錄新高，但全
年市場資金狀況始終趨於緊張。
中金公司梁紅認為，今年央行將繼
續通過再貸款等操作來對沖外匯流
出，而非降準。去年末工業生產和消
費雙雙加速，短期內經濟企穩可期，
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操作更加重視
抑制資產泡沫及金融風險，因此將更
多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各類再貸款便
利，而非調整準備金等可能釋放過強
寬鬆信號的方式。不過從長期看，對
沖外匯佔款減少造成的基礎貨幣投放
不足最終還是需要降准。

走資仍猛 外匯佔款再降317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近期IPO提速，並得到官媒發文
力撐，周一A股突然放量巨震，滬綜
指盤中急挫超2%，一度跌破3,100點
整數關口，之後跌幅收窄。深證成指
和創業板指盤中曾跌5%和6%。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IPO提速令短期

資金供求惡化所至。市場消息指，中
證監主席劉士余日前已召集機構座

談，聽取IPO等問題市場意見。
早市三大指數全部低開，滬綜指開

於 3,104 點，跌 0.27%，險守 3,100
點。開盤10分鐘後，滬指跌逾1%，
擊穿3,100點，走勢極弱，但早市基本
維持窄幅震盪。下午兩點過後，恐慌
情緒突然被引爆，三大股指急速插
水，滬指低至3,044點，彼時創業板指
一度低見1,784點，下行超6%，創下

熔斷以來新低。

金融股護盤 滬指險守3100
後得金融股力托，才令滬指跌幅收

窄。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03點，跌
9點或0.3%，為第五天下跌；深成指
跌破10,000點整數關口，報9,712點，
挫 295 點或 2.95%；創業板報 1830
點，跌 69點或 3.64%。兩市共成交
5,220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前一
交易日大幅放量1,383億元，其中滬市
成交2,624億元，較上日增五成。

樂視網爆炒 全日波幅逾13%
融創注資150億元解樂視燃眉之急

後，創業板龍頭股樂視網昨復牌，高
開逾3%，之後被爆炒，短時升逾8%
後回落，下午14:30，已倒跌超5%，
尾市略向上，最終仍跌1.12%，股價
報 35.4 元，全日振幅超13%，成交
35.71億元，換手率達7.68%。
盤面上，保險、銀行、石油等大盤

股為護盤主力，板塊升幅居前，四大
保險股全線飄紅，兩桶油均漲超1%，
此外多元金融、民航機場、工程建
設、貴金屬等板塊亦微幅收漲。珠寶

首飾、包裝材料、軟件服務、電子信
息等板塊領跌。
中證監本月6日核發14家公司的

IPO批文後，13日再度核發10家企
業 IPO批文。多數分析師認為，近
來 IPO 加速已使短期資金供求惡
化，尤令創業板的估值及稀缺性受
到嚴重挑戰，再加上新華社撰文力
挺 IPO，外界猜測 IPO仍將持續提
速，導致昨天創業板崩潰式下挫。
海通證券荀玉根指出，當前市場情

緒低迷，需要比較大的正能量才能激
活。
消息指，春節前新股發行仍將維持

「一周一批」，令資金面延續承壓，
特別是最近一批發行家數10家，新
股發行家數、募集規模均高於去年同
期。年初至今累計共有約24隻新股
上市，共募資約89億元。
首創證券分析師邵帥指出，跌市主

要是新股的衝擊效應有點被放大了。
隨着新股發行節奏的加速，中小盤股
估值水平或將加速回歸，但市場調整
不會一步到位。同時新股發行提速導
致專門打新的資金收益率降低，部分
打新資金離場可能會影響股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國
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昨於亞洲經濟
論壇表示，內需的動力是今年中國經
濟最大的增長點，「無論今年匯率、
利率、政策如何變化，內部消費力只

要不受打壓，一定會保持增長」，相
信今年的經濟增長可以達到7%。建行
（0939）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洪章認
為，不良貸款不會成為今年經濟增長
的擔憂，指高發期已經過去，內地銀

行體系相對健康。
王洪章認為，中國經濟有多個增長

點，同時也要考慮增長的問題韌性。內
地不同地區間的富裕差距很大，而城鎮
化建設方興未艾，兩者未來的增長潛力
十分巨大，「若內需問題得到解決，今
年經濟可保持6.5%左右的增長」。

賴小民：消費帶動難走回頭路
中國華融（2799）董事長賴小民則

預測，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一定會在
6.7%左右，今年可保持在6.5%-7%水
平，「對內擴大內需、對外擴大開
放，是中國2017年新的增長點」。
他還透露，中國經濟在經歷了結構

性調整之後，消費（居民和公眾消
費）已佔到GDP增長的一半以上，擴
大內需將變得十分關鍵。
普華永道大中華區主席及首席執行

官趙柏基則認為，科技創新對中國經
濟增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創新是
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未來人工智

能、無人機、增強現實等高科技會對
生產活動作出重大的改變。

王洪章：不良貸款高發期已過
對於市場一直擔憂的不良貸款問

題，王洪章認為不良貸款的高發期
已過，中國銀行業整體狀況比較健
康。目前，不良貸款的數量仍在可
控範圍之內，而與歐美國家的銀行
相比，不良貸款比率也比較低，僅
建行內部2016年的不良貸款案例較
前一年已經大幅減少，相信今年也
會控制的很好。
賴小民同樣認為，內地不良貸款率

仍處於較低水平，而銀行的撥備覆蓋
率較高，不會出現大危機。
內地政府推進企業債轉股，王洪章

指出此舉是為了降低企業的槓桿率，
與過往的債轉股有很大的不同。此前
的債券轉為股權，主要是政策性的轉
換，而現在更多是以自由的市場化、
法制化的轉變為主。「內地企業的槓
桿率太高，一些可高達80%-90%」，
不過仍然需要制度和人才的跟進，才
能真正落實槓桿率的降低。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A股 IPO提
速，新股頻發，引發市場震盪。外電
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國證監會主席劉
士余上周六(14日)召集部分機構座談，
聽取市場人士對IPO、再融資、殼資
源和新三板等問題的意見和建議。路
透社引述據參會人士透露，座談會現
場氣氛輕鬆，劉士余以聽為主，並未

發表任何結論性的意見。

IPO排隊存量料年內消化
據市場人士分析，按證監會目前每天
2隻-3隻的新股發行速度，IPO排隊存量
企業今年可能將全部消化完畢。之後
IPO可能逐步向註冊制靠攏，在2018年
實施隨報隨上的發行方式。

另外，在再融資規模方面，監管層
今年可能也將會有一定的限制措施。
有券商指，去年最高一個月定增就有
80多筆，最少也有40筆-50筆，而今
年1月份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上述
變化應該與政策的導向及IPO加速有
很大的關係。
如果再融資少了，很多中小盤股依

靠定增收購講故事的模式將不再能夠
延續，同時監管層將會對殼資源本身
採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由於上市公司再融資的資金很大一

部分去投資，並沒有應用於實體經濟
的發展，因此從實質上來看，上市公
司很大程度上並不缺錢。
有接近監管層的人士透露，今年監

管層可能會將再融資的規模控制在
2016年規模的一半左右。

■去年12月資本外流依然猛烈，預計今年前幾月外匯佔款仍面臨較大下降壓
力。圖為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清點貨幣。 資料圖片

■左起：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普華永道大中華區主席及首席行政官趙柏
基、中國華融董事長賴小民、中國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中國建行董事長兼
執行董事王洪章。 張偉民攝

■圖為成都某證圖為成都某證
券交易大廳內的券交易大廳內的
股民股民。。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