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快速消費品「命運迥異」

斐濟啤酒進入中國市場

仲行：滬非CBD甲廈供應增長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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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中共十九大會議閉幕，新一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公佈。廣發證券

（1776）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昨出席「Premia Partners 展望中國2018研討會」後接受訪問時表示，料中央推

行貨幣政策大方向不變，促使金融回歸本業以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當中，包括
中證監主席劉士余、中銀監主席郭樹

清及湖北省委書記兼農行（1288）前董事
長蔣超良。另外，工商銀行（1398）董事
長易會滿、建設銀行（0939）董事長田國
立、中國銀行（3988）董事長陳四清亦名
列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中。
沈明高指，名單上都是有經驗官員，認
為中央在推行貨幣政策大方向不會改變。
「十九大報告亦說明日後經濟更重質量、
不重數，因此在大框架下，貨幣政策料仍
偏緊」。

沈明高：貨幣政策偏緊利改革
他認為，維持偏緊貨幣政策有不少好
處，包括有助紓緩房地產泡沫問題和人民
幣貶值壓力等，加上相對偏緊環境對改革
更有利，「如果（貨幣政策）很寬鬆的
話，大家就無太大動力改革」。同時美聯
儲亦處於加息步伐中，因此相信中國內地
很難推行寬鬆貨幣政策。

胡舒立：內地經濟將持續穩增
財新傳媒總編輯兼財新智庫創始人胡舒
立則提到，內地舊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不
容易持續，同時，新經濟亦為內地經濟帶
來主要增長動力，加上內地已不再為未來

經濟增長訂立明確數字目標，反映內地在
經濟上更注重質量發展，預期未來中國經
濟將持續穩步增長，當地金融市場對全球
投資者的重要性將不斷增強。
香港金發局成員、招商局集團及招商銀

行(3968)前董事長秦曉出席同一場合時表
示，關注內地近來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

數(PPI)增幅超預期，而消費價格指數(CPI)
增幅回落，料明年PPI有機會繼續上升，或
令內地通脹升溫。秦曉又指，現時隸屬新
經濟板塊的上市公司估值被高估，相反屬
於傳統經濟的藍籌股股值被過分低估。他
看好有關藍籌股未來股價將上揚。但他不
看好新經濟股，料未來股價有機會回落。

專家：貨幣政策大方向料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

蘿蘭 上海報道）中共十九
大昨閉幕，滬深三大指數收
市均上揚，其中滬綜指微漲
0.22%，報3,388點。租售
同權板塊依然受到熱捧，領
漲兩市，上海自貿板塊則陷
入回調。西部證券分析，市
場對政策預期趨於樂觀，料
指數在完成階段性整固之
後，仍有望繼續衝擊3,400
點。
滬深兩市昨日尾盤快速拉

升，深成指與創業板指成功
翻紅。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388點，漲
7點，或0.22%；深成指報11,339點，漲
32點，或0.29%；創業板指報1,901點，
漲2點，或0.15%。兩市共成交4,072億
元（人民幣，下同）。

券商：整固後上試3400點
盤面上，租售同權、券商信託、保
險、貴金屬、鋼鐵等板塊升幅居前，租售

同權板塊整體升幅超過2%；全息技術、
快遞概念、交運物流、園林工程、北斗導
航等板塊則領跌，上海自貿板塊下挫近
2%。
另據中國結算周二盤後發佈的數據顯

示，節後首周（10月16日至20日），A股
市場新增投資者27.25萬人，環比前期下降
2.95%。據統計，自9月下旬以來，該數據
已連續第四個交易周出現小幅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斐濟上海領事館總領事最新宣
佈該國啤酒正式進入中國市場，並看
好其在華發展前景。據海關總署數據
顯示，當前進口啤酒在內地正迎來飆
升期，連續三年進口量保持兩位數增
長。業內稱，伴隨着內地消費升級，
以進口啤酒為代表的中高端啤酒市場
持續走好。
斐濟駐滬總領事陳玉茹稱，自斐濟啤

酒首次亮相上海世博會後，就給中國消
費者留下深刻印象。此次進駐中國，可
推動中斐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並看好中
國市場消費進口啤酒的極大潛力。

進口啤酒金額年增23%
據了解，目前啤酒進口量在內地正

處飆漲時期，統計顯示，2011年至
2016年間，啤酒進口量從64,203千升
快速增長至 646,384 千升，增長近 9

倍。特別是最近三年，每年的同比增
速維持在20%左右。去年全年，進口
啤酒金額約為44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23.3%。
斐聯國際貿易公司市場總監陳巍向

記者表示，中國是全球啤酒行業的第
一大市場，斐濟啤酒今年進入中國市
場時機正確，當前內地消費者品質和
品味都在提升，對於單瓶售價在10元
以上的啤酒完全可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綠地控股昨透露，當日與北京銀行簽
署戰略合作協議，兩者將在綠地涉足的房
地產、大基建、大金融、大消費以及海外
業務等方面展開全面合作。北京銀行將為
綠地旗下全產業提供「一攬子」金融服
務，並確定了200億元（人民幣，下同）
融資額度。
綠地控股集團董事長、總裁張玉良表

示，與北京銀行共同打造銀企合作平台，
將為綠地繼續優化業務結構，做強優勢產
業板塊、拓展新興協同產業、提升盈利水

平提供堅實的資金保障。
隨着此次與北京銀行簽約合作等措施落

地，資金成本穩步下降趨勢有望延續。據
指，目前綠地已經形成多平台、多渠道、
低成本的全方位融資體系，資本實力持續
增強，尤其是在經營性現金流方面，不斷
刷新歷史最好水平。綠地持續針對財務安
全及財務成本展開資本運作，強化在資金
資源獲取上的優勢，今年至今已先後取得
包括中信銀行、興業銀行、建設銀行、中
國銀行、農業銀行等國內主要銀行在內的
總授信擴盤，整體資金實力進一步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 零售商京東集團進軍房地
產服務領域。在京東商城上線房產頻道，
打造「大地產時代」的房地產服務平台，
並已與中國大型房地產企業碧桂園等眾多
開發商達成合作，致力於5年內成流量銷售
雙冠軍。

京東房產融合房地產行業與電商，
覆蓋住宅、商業地產、特色地產等市
場。
首期上線的京東房產頻道已有82家開發

商和35家服務商入駐，涉及2,027個新房項
目，覆蓋超過20個城市，二手房和租賃業

務將會陸續上線。
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商城居家生活事

業部總裁辛利軍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正
面臨一個全新的轉折點，在供需關係轉換
的過程中，銷售不再是市場邏輯的中心，
運營才是房地產市場最有價值的核心競爭
力，運營的本質就是能夠為消費者提供最
好的服務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仲量聯行昨天發佈的最新研
究報告指，在租戶需求和城市發展
的雙重驅動下，上海非中央商務區
（CBD）甲級辦公樓市場近年來迎
來爆發式增長。非中央商務區甲級
辦公樓由2009年的僅有40萬平方
米，一舉躍升至500萬平方米，體量
堪比中央商務區甲級辦公樓市場。

佔甲級辦公樓總量61%
過去一年間，非中央商務區市場
的淨吸納量已佔到上海甲級辦公樓
總吸納量的 61%，更已大大超過
2009年時26%的水平。仲量聯行華
東區研究部總監姚耀指，隨着上海
辦公樓市場的日趨成熟，傳統中央
商務區已難以滿足不斷增長且多元

化的企業辦公空間需求，在此背景
下上海的非中央商務區甲級辦公樓
市場迅速壯大。
不過，非中央商務區的崛起，尚未

對中央商務區甲級辦公樓市場造成強
烈衝擊。仲量聯行調查了此間2012至
2017年期間竣工的20棟非中央商務
區甲級辦公樓，發現新租賃的辦公空
間中，僅有19%來自於中央商務區甲
級辦公樓的原有租戶，絕大部分的租
賃需求來自於從中央商務區和非中央
商務區市場乙級辦公樓遷出、或尋求
升級的租戶。
不可忽略的是，租賃成本仍是企

業選擇辦公項目的首要考慮因素之
一。據仲量聯行調查，當租金差距
為人民幣2元/平方米/天時，23%的
受訪者會產生強烈的搬遷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與凱度消費者指數昨天聯合發佈
的《中國購物者報告》顯示，中國快速消
費品行業繼續步入增長「慢車道」，今年
上半年的整體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僅增長
2%；線下銷售情況更糟，期內銷售額增速
僅錄得0.4%。
報告指，中國快速消費品行業表現疲軟
始於2011年，目前尚未有明顯起色。2014
年至2016年這三年的增速分別為5.3%、
3.6%、3.0%，今年上半年快速消費品銷量
下降0.3%，而平均售價略微提高2.3%；線
下銷售量下滑 1.1%、平均售價僅增長
1.4%，這已經是中國的線下銷售額連續第
四年經歷銷量負增長。

酸奶與瓶裝水增長強勁
不過，國人對健康的關注，致不同品類
的快速消費品「命運迥異」。儘管大部分
食品和飲料銷售增長下滑，但依然有產品
實現了穩健增長，其中酸奶與瓶裝水的增
長特別強勁。另一些被視為「不健康」的
品類，則遭遇滑鐵盧，巧克力、口香糖和
其他糖果，在2017年悉數經歷了兩位數的
銷量負增長。
中國線上購物蓬勃，早前印象中「價
廉」是最大驅動因素，但事實卻恰恰相
反。凱度消費者指數大中華區總經理虞堅
提到，消費者熱衷在網上購物，旨在追求
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因為價格便宜。

今次的調查報告顯示，由於消費者在線上
大量購買高端產品，令線上平均售價持續
高於線下平均售價。
以牙刷為例，線下市場領軍者高露潔的

平均售價為5元（人民幣，下同）；但線
上熱賣的兩大品牌，銷售的幾乎全部都是
電動牙刷，冠軍歐樂B的平均售價為82
元，名列第二的飛利浦，平均售價為191
元。
貝恩與凱度的調查報告持續跟蹤中國

家庭購買消費的106個快消品品類，並深
入分析包裝食品、飲料、個人護理及家
庭護理等四大消費品領域，這四大領域
的銷售佔據內地快消費市場零售總額八
成左右。

租售同權板塊受捧 滬指升0.22%

京東拓房地產服務平台

綠地獲北京銀行200億授信額

香港文匯報訊 曾經是萬科(2202.HK)
收購目標的深圳地鐵前海國際發展公司，
再次成為轉讓標的，該公司65%股權近
日被掛牌出讓。
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公告指，深圳地

鐵集團掛牌出讓全資子公司深地鐵前海國
際的65%股權，要求受讓方需為中國境
內具房地產開發一級資質的企業，並擁有
大型綜合體項目及軌道交通上蓋物業項目
建設經驗。同時，本次出讓不接受聯合
體，意向受讓方需繳納競買保證金50億
元(人民幣，下同)。
資料顯示，截至9月30日，前海國際

的所有者權益236.17億元，其擁有的主
要資產為安托山項目和前海樞紐兩個地鐵

上蓋項目。

傳萬科會參與競買
證券日報官網引述萬科相關人士的話

稱，前海國際的股權轉讓是一次公開交
易，萬科對於市場上好的投資機會都願意
積極主動參與。
在前兩年的萬科股權大戰中，深地鐵

集團曾計劃將深地鐵前海國際以456億元
注入萬科，萬科定向增發A股作為對價，
深地鐵借此可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但該
計劃遭萬科當時的兩大股東華潤和寶能反
對而未能成行。今年1月，深地鐵集團通
過受讓華潤和恒大(3333.HK)所持萬科股
權，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

深地鐵前海國際65%股權掛牌出讓

■圖為上海陸家嘴的甲級寫字樓。資料圖片

■香港金發局成員兼招商局集團及招商銀行前董事長秦曉(左三)、財新傳媒總編輯兼財新
智庫創始人胡舒立(左四)和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左六)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股民從證券交易大廳股市行情顯示屏前經過。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