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準區內跨境客 APP增設專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隨着高鐵香港段、

港珠澳大橋和蓮塘新口岸陸續開通，

粵港澳大灣區勢必打造成「1小時生活

圈」，有銀行瞄準這類型跨境客戶，

度身打造區內金融服務。建設銀行行

長王祖繼昨來港出席發佈會時表示，

針對大灣區房產租賃市場特點，該行

會將住房租賃服務拓展至大灣區，同

時提供解決租賃住房問題的一籃子綜

合金融解決方案。

建行拓大灣區住房租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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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銀行昨在港舉行發佈會，宣佈將住房
租賃服務拓展至粵港澳大灣區，並在該

行現有手機應用程式「CCB建融家園」、
「CCB建融公寓」增設粵港澳大灣區專版，
為港澳人士提供內地租房房源、內地不動產
財富管理、跨境金融服務等，另外旗下建行
亞洲亦會提供一系列配套金融產品，包括灣
區安居貸及灣區樂業貸，料有助滿足港澳居
民租房貸款和創業融資的需求。

服務需求主要來自4類人群
建行亞洲董事長江先周昨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住房租賃服務主要為滿足4類人群需
求，包括在內地工作、創業的港澳人士，回
內地養老的港澳居民，在港工作、大灣區居
住的居民及持有境內住宅物業的港澳人士
等，相信有關服務將為區域內跨境居民提供

更貼合其居住及融資需求的服務，包括提供
大灣區精選房源、優化現有住房租賃平台、
提供跨境支付及貸款類產品等。

增設灣區安居貸及樂業貸
而在該行手機應用程式中，「CCB建融

家園」為租賃雙方全流程業務辦理和配套
金融產品需求的綜合服務平台，可為租客
提供搜索房源、預約看房、租金估價、在
線簽約等服務，同時亦為房東提供發佈房
源、委託中介、房產管理等服務，而大灣
區版則增設不同主題房源，包括口岸通
勤、安心養老等。
「CCB建融公寓」則是為租客打造的品牌

長租公寓平台，可實現全流程線上租賃交
易，而粵港澳大灣區專版則增設灣區安居貸
及灣區樂業貸。

延伸住房租賃金融服務
建行表示，截至8月底，該行已與超過
300個地級及以上行政區簽訂合作協定，並
實現住房租賃服務平台上線，而是次在大灣
區推廣住房租賃服務是該行住房租賃金融服
務和解決方案的進一步延伸。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雷海秋，建設銀行
房金部總經理王毅等出席了昨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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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銀行昨在香港舉行發佈會，宣佈將住房租賃服務拓展至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國
家外匯管理局昨發佈二季度國際收支平衡
表顯示，今年二季度中國經常賬戶和非儲
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呈現「雙順差」，儲備
資產增加，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
中，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順差300億美
元，跨境資本延續2017年一季度以來淨流
入的趨勢，證券投資淨流入610億美元，創
季度歷史新高。
數據顯示，二季度，經常賬戶順差53億
美元，其中，國際收支口徑的貨物貿易順
差1,036億美元，環比增長1倍；服務貿易
逆差737億美元，環比持平。旅行、運輸和
知識產權費仍是主要的逆差項目。
在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方面，二季度
直接投資淨流入248億美元，雙向保持在
較高規模。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
279億美元，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淨流入527

億美元。證券投資淨流入610億美元，創
季度歷史新高。其中，對外證券投資淨流
出43億美元，來華證券投資淨流入652億
美元。

儲備資產規模全球第一
從國際投資頭寸表看，2018年6月末對外

淨資產 17,402 億美元，較 3 月末增長
10.7%，儲備資產規模仍位列全球第一。其
中，對外金融資產增加，達到歷史新高。
受匯率變動和價值重估的影響，對外負
債有所減少。2018年6月末對外負債52,975
億美元，較3月末下降2.8%。
外管局於上半年國際收支報告表示，預
計2018年下半年中國國際收支運行仍將總
體平穩，並延續基本平衡格局，經常賬戶
差額繼續處於合理區間，跨境資本流動保
持總體穩定。

外管局指，下半年大宗商品價格有望趨
於穩定，國內經濟運行將保持在合理區
間，進口增速仍可能快於出口，再加上國
際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貿易的影響，預計
下半年中國進出口仍將更趨平衡，順差規
模應會季節性的高於上半年。

投資收益料將持續逆差
外管局指出，下半年服務貿易逆差增幅

料放緩，但會延續上半年的平穩走勢；投
資收益將持續逆差；綜合來看，預計2018
年中國經常賬戶收支將總體處於基本平衡
的合理水平。
報告亦提到，中國吸引跨境資本穩步流

入的優勢繼續存在。一是國內良好的經濟
基本面和擴大改革開放的政策環境有利於
國際長期資本持續加大投資；二是境外資
本參與國內證券市場的比重將繼續提升。

次季證券投資淨流入創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廣
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團參加
由香港新聞聯舉辦的「我們的大灣
區」港澳媒體青年交流活動，到訪
深圳、廣州兩地科創企業。多家代
表企業在人工智能領域如智能機器
人、柔性傳感、智能翻譯等方面取
得了卓越的發展，且期望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之下，帶領中國的高
新科技企業邁向人工智能的「無人
區」。

無人機市場 大疆佔七成
科大訊飛華南公司副總裁吳駿

華介紹，近兩年AI技術取得了不
小的進展，但仍需要在核心算法
和「腦智同飛」上突破，目前中
國和美國在AI領域領先全世界，

兩國的科研技術正大步邁向「無
人區」。
雖市場競爭激烈，優勝劣汰速

度快，另一間專注生產服務型機
器人的深圳優必選首席戰略官任
健認為，中國科創企業在決策和
產品研發的速度上有絕對優勢，
他舉例，大疆可佔據全球無人機
市場份額約七成，在執行決策和
產品周期上，有矽谷企業無可比
擬的應變速度。

吳駿華：AI翻譯需求大
中美貿易戰下，吳駿華認為對

公司的業務不僅無負面影響，可
能會推進智能翻譯業務的發展。
他解釋，中美之間合作減少，反
而令中國與其他地區和國家加強
緊密合作，各類國際會議和展覽
的進行，依舊對人工智能翻譯有
較大需求。據記者在現場體驗，
翻譯機支持33種方言和語言，所
測的英語、粵語、日語等都能正
確翻譯。
在粵港交流合作方面，多家企

業都表示高鐵開通後，可加強兩
地人才交流和信息溝通的效率。
吳駿華指出，大灣區的建設過程
中，香港在人工智能的學科建設
上一直遙遙領先，公司會定向開
展與本港大學的項目合作，年初
華南公司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
即是希望利用大灣區優勢，吸引
區域內乃至全球的優秀人工智能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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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財政部表示，將於
近日在香港發行30億美元主權債券，同
時財政部還將對7月發行的人民幣國債進
行續發，發行金額50億元人民幣。具體
發行時間將於發行前公佈。
公告稱，本次美元主權債券發行後，

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財政
部今年7月5日曾在香港發行50億元人民
幣國債。
其中，面向機構投資者招標發行45億

元，包括兩年期30億元、五年期15億
元，中標利率分別為3.65%和3.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A股昨日以普漲行情迎接即將到來的
國慶長假，滬綜指成功收復2,800點整數
關口。本月滬綜指上漲3.53%，但三季度
內累計跌去0.92%，季線十年來首現四連
陰；深成指與創業板指本季均大跌逾
10%。
早間滬深兩市小幅高開，銀行、有色

等板塊走強，帶動滬指上行；創業板指起
先震盪走弱，午後亦逐步拉升。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 2,821 點，漲 29 點或
1.06%，深成指報8,401點，漲 66點或
0.8%；創業板指報1,411點，漲10點或
0.78%。但交投活躍度並未提升，兩市僅
成交2,632.11億元（人民幣，下同）。行
業板塊中，僅多元金融、貴金屬板塊微
跌，其餘均飄紅，交運物流、保險、有
色、工藝商品、化工行業等領漲，整體升
近2%。
9月滬綜指成功反彈，全月累計上行

3.53%；深市依然萎靡，深成指與創業板
指分別月跌0.76%和1.66%，月線錄得六
連陰。季線更是堪憂，三季度滬綜指跌去
0.92%，季線十年來首現四連陰；深成指

本季度大跌10.43%，季線同樣走出四連
陰；創業板指期內重挫12.16%，季線錄
得兩連陰。

由「散戶市」走向「機構市」
MSCI正就A股納入因子由5%上調至
20%徵求意見，明年A股還將正式「入
富」，雖然A股陰跌不止，但瑞銀證券
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認為，隨着境
外投資者參與度逐步提升，A股也將由
當前「散戶市」走向「機構市」，而在
經歷了今年的回調後，目前A股估值水
平對長期投資者而言，更具吸引力。據
其測算，滬深300靜態市盈率現為11.5
倍，接近 2015 年中期和 2016 年初水
平。在戰術上，他建議超配必需消費品
（食品飲料）、金融（尤其保險）、公
用事業（獨立發電商和環保）和旅遊板
塊。
目前內地各大券商機構陸續發佈2018

年四季度投資策略，不少券商認為，相
關風險因素對市場擾動始終存在，但四
季度A股有望結束磨底，迎來風險偏好
收復下的反彈。

滬綜指連跌四季度
9月漲逾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上海昨日起展開為期45天的購物節，其間
多個創新型商業項目相繼配合開業，因本
屆購物節首推「新品首發季」主題板塊，
LuOne凱德晶萃、上海世茂廣場等購物中
心攜大批首進中國、首進上海的品牌入
駐。記者了解到，目前實體購物中心因業
態升級景氣度高漲，今年上海共計開出41

個大型商業項目，數量創歷史新高。
目前隨着業態升級，實體店因此復甦並
充滿活力，LuOne因引入大量網紅新零
售，首家特色租戶比例為20%、主力租戶
比例為35%、零售比例為40%，開業當日
即獲得超20萬客流。世茂廣場則實現了
90%的招商替換率和業態大調整，目前餐飲
大品類由原來的15個增至41個，業態佔比

達 23%，娛樂業態佔比21%，零售業態
53%，服務業態3%，開業首日亦客流如
雲，且新增大批年輕客戶。
LuOne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業態更

迭對復甦實體店舖尤為重要，目前消費者
年輕化，更看重體驗感，因此大量將有趣
的網紅店舖結合新零售概念搬至線下，可
以使得店舖每一層均有排隊現象。世茂廣
場亦開始發力聯動網絡和實體，開業日線
下拍照後可在網上獲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9月28日，中國移動（成都）產業研究院
在成都高新區正式揭牌，總投入達20億
元（人民幣，下同），積極推動5G與教
育、醫療、農業三大領域的融合拓展。
中移（成都）產業研究院將促進5G和

AI在各個垂直行業的融合創新，推進5G
及相關行業標準的制定，加速5G相關科
研成果轉化、跨行業商業化拓展，搭建
5G產業聯盟和創新中心，引入5G相關企
業，構建5G產業生態。

中移動：5G將帶來革命性變化
據悉，中移（成都）產業研究院是中國移

動設立的三大研究院（其它兩個在雄安、上
海）之一，還將在北京、上海、天津、四
川、香港、硅谷、瑞典等陸續設立14個開放
實驗室，打造一個開源的5G生態。
「5G不再只是從2G到3G再到4G的
網絡速率的提升，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通信
拓展到萬物連接。」中移研究院相關負責
人表示，5G正式商用後，將為車聯網、
物聯網、工業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產業的發展奠定網絡基礎，給
農業、金融、醫療等多個垂直行業帶來更
多的商業機會和顛覆式創新，5G跨行業
融合拓展將為產業生態系統帶來革命性變
化。

實體店復甦 滬商業項目井噴

財政部將在港發30億美元主權債

中移動20億成都建研究院拓5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