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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人行將統領金融監管防過熱
外媒：設新辦公室 協調銀監證監及保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李昌鴻）高力國際昨日發佈報告
稱，鑑於上海正在建設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料催旺商務
園區需求，未來五年內上海商務園
區新增供應將達250萬平方米，租
金有望不斷上行。

第二季租金上升7%
高力表示，上海主要商務園區的

供應量正在上升，空置率則從2008
年的高點一路下降，今年第二季度
錄得15.3%，季度淨吸納量25.7萬
平方米。在此支撐之下，平均租金
亦不斷攀升，第二季同比增7%，

日租升至每平方米4.13元人民幣。
若以企業區分，過去的一年上海

主要商務園區的租賃成交中，佔比
最多的是互聯網信息技術企業
（35%），緊隨其後是製造業企業
（22%），金融企業、房地產企業
和能源企業各佔 9%。承租企業
中，79%為內企，外企只有21%。
從子市場來看，租賃成交最多的為
張江，佔據32%的份額，充分體現
了張江作為上海科創中心的主要載
體的重要地位。
高力國際華東區辦公樓服務高級

董事吳群表示，截至2016年年末，
商務園區平均租金較核心商務區租

金低61%，較次中心商務區租金低
40%，令商務園區對眾多企業產生
較大吸引力。

下半年深圳房價料趨穩
另外，戴德梁行華南及華西區研

究部主管及高級董事張曉端表示，
去年「104」一步到位的調控令市
場降溫並價格回穩，今年上半年深
圳樓市降溫趨勢仍在延續，上半年
新房成交量為105.3萬平方米，同
比跌56.65%。如果政策環境不發
生變化、市場持續當前的平穩狀
態，預計下半年深圳新房價格總體
保持平穩狀態。

滬商務園區需求增 租金看升

中投境外投資扭虧 收益率6.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

報道）中投公司11日發佈的2016
年度報告指，境外投資淨收益率按
美元計算達到 6.22%，較 2015
年 -2.96% 的水平大幅提高，淨利
潤增長1.88%。主要是其調整投資
組合，增加公開市場投資、減少存
款和現金配置，且歐美股票表現較
好。中投公司還表示，未來可能增
加另類資產投資。
中投2016年實現淨利潤753.36

億美元，同比增長1.88%；截至

2016年底，中投公司總資產超過
8,135億美元，較2015年小幅下降
2億美元，自成立以來累計年化淨
收益率4.76%，2015年為4.58%；
累計年化國有資本增值率為
14.08%。

受惠歐美股市漲
中投財務部副總監李文平稱，利

潤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對投資組合進
行了調整，及時增加了公開市場投
資，減少了銀行存款和現金的配

置；另外歐美市場表現較好，歐美
公開市場股票回報較高。
中投公司新聞發言人劉芳玉稱，

中投公司2016年調整了投資資產的
類別劃分，其中將長期資產和絕對
收益資產統歸為另類資產，包含對
沖基金、多資產、泛行業直接投
資、泛行業私募基金、房地產以及
基礎設施等。
劉芳玉表示，公司計劃將中投海

外的資本金從目前的100億美元增
加到500億至1,000億美元。

官媒派定心丸難挽 A股續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

海報道）由於市場對IPO加速的擔
憂未能退潮，A股昨日繼續下行，
滬綜指收市下挫0.3%，險守3,200
點關口，創業板指再跌逾1%。

新華社：A股有序進退
兩市共成交 4,574 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上一
交易日縮434億元。
《上海證券報》當日發佈

評論稱，A股市場IPO數量
和股價之關聯的錯覺，來自
一些專家、分析師以及投資
者的認知偏見，證券市場不
是普通商品市場，更不是農
貿市場，不會因上市公司數
量多就會哀鴻遍野，A股市

場的問題和IPO數量無關，數量多
反而是有活力的體現。
新華社同日指，今年A股已有兩

家公司確定退市。同時，還有5家
公司被暫停上市，創2011年以來新
高，這些變化意味着A股市場在
IPO常態化的同時，退市也日趨常

態化，特別是隨着退市制度執行的
強化，A股上市公司「有序進退」
有望成為現實。
雖然官媒齊齊為IPO正名，但並

未消除投資者疑慮。昨日早市滬指
又低開0.35%，起先低位震盪，此
時銀行、保險、證券等板塊護盤，

一度帶動滬指翻紅，但臨近
尾市又迎插水。截至收市，
滬綜指報3,203點，跌9點，
或 0.3%；深成指報 10,467
點，跌37點，或0.36%；創
業板指報 1,783 點，跌 19
點，或1.07%。
由於權重股造好，上證50

指數依然收紅，盤中最多升
近2%，最終收漲0.8%，再
刷一年半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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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出，在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上，信貸迅猛成長、影子銀行活躍和

房地產市場過熱對社會穩定構成的威脅，
成為領導層的考慮重點。儘管此次或許不
會建立醞釀已久的「超級監管者」，但是
協調中銀監、中證監和中保監的監管，將
是中央政府的關鍵要務。

財政部發改委參與
在人民銀行的領導下，金融監管協調辦

公室成員除了中銀監、中證監和中保監的
領導人，可能還有財政部及國家發改委官
員。兩位知情人士稱，儘管尚未就此事作
出決定，但會議還將討論是否將部分系統
重要性金融機構統一歸至人行監管。

在2015年內地A股暴跌後，市場多次傳
出「一行三會」將會整合的消息。內地財
新網上周亦曾披露，本次全國金融工作會
議的重點之一是，將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
革的基本原則和方向。一個相對務實的監
管架構方案是：現有的「一行三會」格局
不變，另在「一行三會」之上設立金融協
調委員會，該協調委辦公室設在人行，以
有效發揮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主導作
用。

央行獲更大話語權
《華爾街日報》亦報道稱，中央政府將

討論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工作，為如何解決
監管體系分散化這一問題奠定基調。知情

人士稱，最終方案可能不會像一些官員和
政府顧問主張的那樣創設一個「超級監管
部門」，將權力集中於央行；相反，領導
層可能採取力度沒有那麼激進的措施，比
如在與其他監管機構協調方面，賦予央行
更大的話語權。
事實上，在近日發佈的2017年金融穩定
報告中，人行亦提出要形成金融發展和監
管強大「合力」，強化金融監管協調，補
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報告強調，
跨行業風險必須予以密切關注，這也是監
管機構和政府官員反覆強調的一項任務。
不過有不少分析認為，任何金融監管結構
的「重大調整」都只有在今年秋天的「十
九大」之後才會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將於7月14日開

幕，屆時中央政府將討論在人民銀行新設立一個金融監管協調辦公室，協調三

個主要監管機構（即中證監、中銀監和中保監）的監管工作，人行行長將兼任

該辦公室主任一職，目前的行長為周小川。

■市傳人行將設
立金融監管協調
辦公室，由人行
行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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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
報道）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
委員會昨日發佈，今年上半年中
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2.5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16.8%，連續5個月保持兩位數
增長；累計實現利潤總額7,218億
元，同比增長 15.8%；淨利潤
5,353.2億元，同比增長18.6%。

上月實現利潤創新高
國資委總會計師沈瑩表示，通

過瘦身健體提質增效，中央企業
的運行質量全面改善。國資委數
據顯示，今年以來，中央企業各
月效益均保持兩位數增長，其中6
月當月實現利潤1,596.7億元，為
單月利潤歷史最好水平。102家中
央企業中，有99家企業盈利，48
家企業效益增幅超過10%，29家
企業效益增幅超過了20%。
沈瑩認為，一方面中央企業通
過加強市場研判和開拓，強化上
下游產業協作，深耕優勢領域，
拓展了高附加值產品的市場份
額；另一方面，通過強化內部管
理、創新商業模式，中央企業大

幅度壓減了成本費用。多措並
舉，使得中央企業經濟運行質量
實現全面改善。

加大管控高負債企業
沈瑩強調，防風險也是穩增長
的重要基礎。國資委對一些高負
債企業實施負債率和負債規模雙
管控，通過預算、考核、薪酬、
投資管理等方面聯動，加大管控
力度。另外，通過全面排查債券
兌付風險，健全風險應對機制，
多數央企的資產負債率穩步下
降，償債能力持續增強。
同時，沈瑩亦介紹了中央企業

「債轉股」的進展情況。她透
露，目前，已有12家中央企業簽
訂了債轉股的框架協議，其中中
國寶武、中國一重等中央企業的
相關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下一
步，隨着改革各項措施的扎實推
進和逐步落地，中央企業的財務
結構會不斷改善，風險應對能力
會不斷增強，質量效益和核心競
爭力也會不斷提高。對於下半年
央企是否會迎來重組高峰，主要
看效益能否達到1+1大於2。

■沈瑩表示，
中央企業通過
瘦身健體提質
增效，改善運
行質量。

中新社

■市場仍擔憂IPO加速，A股繼續下行。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