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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

報道）阿里巴巴集團、螞蟻金服集

團昨與餓了麼聯合宣佈，阿里巴巴

已經簽訂收購協議，將聯合螞蟻金

服以95億美元對餓了麼完成全資收

購。餓了麼成為中國O2O行業又一

隻「超級獨角獸」。

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表示，作為本地
生活服務的最高頻應用之一，外賣服

務是本地生活重要的切入點。餓了麼的外
賣服務將與口碑的到店服務一起，為阿里
生態拓展全新的本地生活服務領域，完成
從新零售走向新消費的重要一步。

為新零售板塊提供重要支持
收購餓了麼的意義不僅在於與口碑在餐飲
生活服務方面的整合，餓了麼的同城物流能
力也將為阿里的新零售板塊提供重要支持。
比如天貓超市、盒馬鮮生、智慧小店，整合
餓了麼的配送能力之後將極大提升效率。公
開資料顯示，餓了麼旗下的蜂鳥配送目前已

擁有300萬註冊騎手，對阿里來說，這無疑
是一筆具備戰略意義的資產。

併購可形成全鏈條業務聯盟
從另一方面來看，融入阿里的新零售體

系，也為餓了麼現有的新零售業務提供新
的想像空間。目前，餓了麼初步形成了以
品牌便利店、聯營大中型便利店、小型便
利店、前置倉和無人貨架組成的新零售業
務矩陣，結合阿里現有的零售通等供應鏈
賦能工具，雙方有望形成優勢互補的「前
端+後端」的全鏈條業務聯盟。
正如餓了麼創始人張旭豪坦言，成為阿里

集團一員後，餓了麼與整個生態的聯繫會更
加緊密，相互協作會更加高效，協同效應會
更加顯著，餓了麼用戶、商戶和合作夥伴都
將共同分享阿里生態帶來的巨大紅利。
業內分析指出，為應對美團點評站隊騰

訊，阿里多次入股餓了麼獲控制權。早在
2015年10月，美團與大眾點評正式宣佈合
併，隨後騰訊入股，美團點評集團正式站

隊騰訊。除了之前的團購和外賣領域之
外，美團點評集團在推動本地生活體系建
設的同時，還帶動了支付、電商等業務。
對此，阿里選擇了重啟口碑、入股餓了
麼、整合百度外賣來正面應對。

去年內地外賣市場規模2000億
根據艾媒諮詢發佈的《2017—2018年中

國在線餐飲外賣市場研究報告》顯示，
2017年在線外賣市場規模突破2,000億元大
關，預計2018年外賣市場將達到2,430億
元。為了在千億市場佔據更多的份額，以
及面對滴滴這樣的新入場者，無論阿里還
是騰訊都不會掉以輕心。
自2016年馬雲在雲棲大會上提出新零售

的概念以來，阿里在新零售領域開啟了浩
大的買買買之路。目前，阿里已經先後入
股蘇寧、銀泰商業、三江購物、百聯集
團、高鑫零售、居然之家等線下零售業
態，同時創造了全新的業態盒馬鮮生，進
行大規模的新零售試驗。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4月2日-6日)

日期
2

3
4

5

6

國家
日本
美國

德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澳洲
歐盟

美國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7:50 AM
10:00 PM

3:00 PM
9:30 AM

6:00 PM

10:00 PM

9:30 AM

6:00 PM

8:30 PM

3:00 PM

8:30 PM

報告
第一季短觀經濟擴散指數
三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二月份建築開支
二月份零售銷售#
二月份零售額
三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二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二月份工廠訂單
三月份供應管理學會服務業指數
二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澳元)
二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二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二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美元)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二月份工業生產#
三月份失業率
三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預測
-

60.0
+ 0.5%

-
-
-
-

+ 1.8%
59.0
-
-
-

567 億
22.5 萬

-
4.0%

+ 17.5 萬

上次
+ 25.0
60.8
0.0%
+ 2.3%
+ 0.3%
+ 1.1%
8.6%
- 1.4%
59.5

9400 萬
+ 1.5%
+ 2.3%
566 億
21.5 萬
+ 5.5%
4.1%

+ 31.3 萬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3月26日-30日)

日期
26

27

28
29

30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歐盟

德國
美國
美國
德國
美國

香港時間
無重要數據公佈

7:50 AM

6:00 PM

3:00 PM
11:00 PM
9:30 PM
3:00 PM

9:30 PM

10:45 PM
11:00 PM

受難日假期

報告

二月份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三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二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三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二月份個人收入
二月份個人支出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三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 0.6%
112.6
+ 6.4
+ 0.1
- 0.6%
127.7
+ 2.9%
+ 1.6%
+ 0.4%
+ 0.2%
21.5 萬
57.4
101.4

上次

+ 0.7%
114.2
+ 8.0
+ 0.1
+ 0.7%
130.0
+ 2.5%
+ 1.4%
+ 0.4%
+ 0.2%
22.7 萬
61.9
102.0

R

R

R

貿
易
憂
慮
重
燃

美
元
復
見
受
壓

上周由於中美貿易戰擔憂情緒
稍為緩和，美元指數重回90關
口上方，中美就貿易分歧或展開
協商，以及半島地緣政治形勢改
善令避險情緒降溫。同時，美國
公佈的國家生產總值(GDP)數據
亮麗，進一步推升美元。美國四
季GDP終值好於市場預期，表
明美國經濟增速高於此前預期，
其中消費者支出增速為三年來最
大，部分抵消了進口激增的拖
累。
2017年全年，美國經濟增速為

2.3%，高於2016年的 1.5%。然
而，中國剛於周日宣佈，自4月2
日起對原產於
美國的7類128
項商品終止關
稅減讓義務，
這使得市場對
中美貿易戰的
擔 憂 再 度 升
溫，美元亦於
周 初 稍 見 承
壓，而金價則
顯著上升，因
市場人士亦憂
慮貿易戰或會
引 發 通 脹 上
升。本周市場
將迎來備受矚
目的美國非農
就業報告，非
農就業人數變
動及薪資增速
尤 其 值 得 關
注。在非農報
告後，美聯儲
主席鮑威爾就
就經濟展望發
表講話。
英鎊兌美元

方面，技術圖表所見，
隨着英鎊兌美元近月來
的走高，10天平均線已
上破25天平均線形成黃
金交叉，MACD亦已上
破訊號線，均示意英鎊
中期走勢向好。同時，
英鎊正以雙底型態上
行，頸線位置為2月 16
日高位 1.4144，匯價需
靠穩於此區之上，才可

望保持上漲態勢。

英鎊中期技術走勢向好
預估向上會先探試1月25日高位1.4344。

若以最近一個底部的深度430點計算，上延
目標可看至 1.4575；至於 250 周平均線
1.4655亦為重要參考。下方較大支撐料為
1.40關口及25天平均線1.3950水平。
美元兌日圓方面，圖表所見，近月來美元

兌日圓的整體走勢型態與美元指數相類似，
同樣已構成一組整固三頂型態，估計若明確
地攻陷105關口，美元兌日圓料會開展新一
輪跌勢，下試目標先指向104.30及 103水
平，進一步預估為100.80。至於上方阻力估
計在106.70及108水平。

候低吸黃金基金 分散組合風險

回顧近日金價表現，受惠避險需求上
升，紐約期金一度上試每盎斯

1,356.8美元。可惜上周三（28日）金價
單日下跌接近 18 美元，跌至每盎斯
1,324美元，再次印證1,350為金價的重
要阻力（圖）。展望後市，影響金價的
重要因素是實質利率，即利率減去通
脹。雖然美國將持續加息，但受工資上
調所帶動，料當地通脹率亦將逐步上
升，令實質利率傾向平穩發展，不致成
為金價的利淡原因；配合美匯長線看
淡，以及揮之不去的貿易或地緣政治風
險，中長線金價有望進一步向好。

金價中線有望突破阻力
另一方面，環球股市去年已大幅上

升，加上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及朝鮮金
正恩時刻變化的態度，料今年資產價格
的波動性將顯著高於去年。基於黃金投
資與環球股市及債市的相關系數均相對
低，能分散組合風險。從構建投資組合
的角度而言，投資者可考慮適度加入黃
金基金。
惟部署上建議候低吸納，原因是黃金

波動性大；而根據過去的長期數據，3月
至6月是金價淡季，因此不宜高追。若
美元匯價作出短線反彈或貿易戰得到緩
解，金價有機會暫時受壓。
事實上，從圖表可見，金價於2016年

及過去數月，均多次挑戰每盎斯1,350美
元的阻力水平，可惜就算偶有突破，最
終也重拾跌勢。若於相關水平增持黃金

投資，短期回報／風險比率並不吸引。
基金選擇方面，可留意天達環球黃金

基金，其主要投資於加拿大（50%），
以及澳洲及英國，各佔組合15%；行業
則專注於黃金生產商，佔組合達89%。
另外，亦可考慮景順金礦基金，其國家
分佈較集中，但行業分佈則較分散。
以國家分佈為例，加拿大佔組合

73%，其次是美國及愛爾蘭，分別佔8%
及7%。行業同時覆蓋黃金及其他金屬，
當中黃金佔71%，而多元金屬與採礦及
其他綜合性金融服務亦各佔10%及7%。
要留意的是，兩隻基金的3年標準差均
高於30%，屬波動性偏高的基金類別，
佔組合的比重不應過高，以10%為上
限。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面對環球股市下跌，上星期本欄提出平衡基金，一

方面減低短期投資風險，亦避免錯失往後的回升契

機。市場上有投資者提出，黃金是資金避難所，現時

是否應該增持黃金投資，例如是黃金基金？光大新鴻基認為，中長

線金價有望作出突破，但短期金價走勢不明朗，建議待金價每次回

落至每盎斯 1,300 美元附近水平時，分段吸納黃金基金。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溫傑

吉利佳績 看好留意購證24807
透視輪證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葉滙豪

繼大股東、南非傳媒集團Naspers之
後，騰訊(0700)總裁劉熾平亦減持騰訊。
劉熾平上星期於場內，以每股平均價約
434元，減持100萬股公司股份，套現
4.3億元。騰訊於3月下旬連番下跌，都
守住大股東405元之配股價。
內地媒體引述消息指，騰訊音樂正進
行一輪10億美元的股權轉讓；根據股權
轉讓對價，騰訊音樂估值已達230億美
元。
另外，內地有報道指，中國預託證券
CDR最快本月推出。騰訊本身表示會考
慮透過CDR形式回歸A股。如看好騰
訊，可留意騰訊認購證(18552)，行使價
444.2元，8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另
外，可留意騰訊認購證(23791)，行使價
468.2元，6月到期，實際槓桿8倍。

科技股領風騷 留意騰訊購18552
科技股普遍交出理想業績。瑞聲科技
(2018)去年多賺逾三成。如看好瑞聲科
技，可留意瑞聲科技認購證(23794)，行
使價162.88元，9月到期，實際槓桿4
倍。舜宇光學(2382)去年多賺1.2倍，業
績公佈後股價曾創上市新高；首季累升
四成，表現為五十隻藍籌中最好。如看
好舜宇光學，可留意舜宇光學認購證
(19107)，行使價160.1元，7月到期，實
際槓桿5倍。

大行撐比亞迪看好吼購證18411
比亞迪(1211)去年賺40億元人民幣，

按年下跌近兩成。公司同時預警，由於
新能源汽車補貼「退坡」，今年第一季

純利有可能跌逾九成。比亞迪一度大
跌。
有大行則指，比亞迪下半年毛利有望
復甦，維持「買入」的投資評級。如看
好比亞迪回升，可留意比亞迪認購證
(18411)，行使價79.93元，9月到期，實
際槓桿4倍。
吉利業績相對理想，全年多賺逾一

倍，又將今年的銷售目標訂於158萬部
汽車。如看好吉利，可留意吉利認購證
(24807)，行使價26.93元，7月到期，實
際槓桿6倍。
本文資料由香港證監會持牌人中銀國

際亞洲有限公司發出，其內容僅供參
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正確，亦不
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漏所引起之
損失負上責任。本文資料並不構成對任
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認股證/牛態證屬無抵押結構性
產品。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阿里95億美元全購餓了麼
O2O行業又添「超級獨角獸」

■餓了麼創始人張旭豪。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餓了麼旗下的蜂鳥配送目前已擁有300萬註冊騎手。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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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阿里巴巴
早在5年前便與餓了麼有
過接觸，那時正值餓了麼
B輪融資，只不過那一次
雙方並沒有談成，而這也
與創始人張旭豪的性格有
關。在他看來，獨立或者
說自己掌握控制權才是最
重要的。同樣因為這個理
由，讓餓了麼與美團在3
年前的合併告吹，並最終
發展為日後最大的「敵
人」。
不過，要想在這個市場

繼續保持競爭力，資金是最強有力的
砝碼。從阿里、螞蟻金服的入股，到
阿里資金支持餓了麼合併百度外賣，
張旭豪的股份一降再降，有報道稱已
經不足2%。這是殘酷市場競爭的無
奈，也是一種必然，畢竟餓了麼直到
現在還沒有實現完全盈利。

選擇阿里免除資金上擔憂
有分析認為，收購給餓了麼帶來

的最大利好之一，就是彌補了其作
為垂直平台在融資能力上的短板。
據易觀《中國互聯網餐飲外賣市場
年度綜合分析2018》，2017全年，
餓了麼佔據外賣市場 50.6%的份
額，美團外賣則為41.8%。
在雙方市場份額相近的情況下，

燒錢的補貼大戰仍將持續，餓了麼
選擇阿里，無疑將使公司免除資金
上的擔憂，更專注於提升產品和平
台服務能力。
日前，同樣被阿里巴巴收購的銀

泰百貨CEO陳曉東在接受媒體記者
採訪時表示，「要麼自己建一個垂

直的閉環，要麼成為一個大的閉環
裡的一部分，我們現在屬於後
者」。
餓了麼和阿里巴巴的結合，更充

分地展現了這一點，餓了麼由此從
一個垂直的外賣平台，變成了阿里
巴巴綜合性本地生活服務平台的關
鍵部分。

讓出CEO 將出任董事長
從此次正式公佈的消息來看，交

割完成後，餓了麼創始人兼CEO張
旭豪將讓出CEO一職，由阿里副總
裁王磊擔任，張旭豪則將出任餓了
麼董事長，並擔任阿里CEO張勇新
零售戰略的特別助理。
不過從阿里此前的歷次收購案例

來看，被收購公司創始人出局已經
多次發生。比如高德、UC、優酷、
豌豆莢，這些被收購公司的創始人
有的再次離職創業，有的雖留在阿
里體系內部卻早已不再負責起初的
業務。很多時候，創始人的理想主
義，終敵不過豪門的資本盛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

� � � �

����	

����

����

����

��51�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