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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農報告表現意外強勁，和上周三公布的ADP就業報告

結果截然不同，且失業率為10.2%，低於預期。投資者對

勞動力市場重拾信心，恐慌指數 VIX 連續下跌六日至

22.21。美股上周整體樂觀，道指和標普連續上漲六日，納

指一度不斷創新高，甚至首次升穿11,000關。不過上周五

科技巨企股價回軟，納指最終結束七連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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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美博弈持續升級，市場不穩定不
確定因素增加，投資者風險偏好改善受壓
制。恒生指數下跌0.26%，收於24,532點，
國企指數上漲0.23%，收於10,063點，恒生
科技指數上漲3.24%，收於7,387點，港股
日均成交金額為1,426億港元，較前周上漲
20.83%，南向資金淨流入74億元人民幣。
行業板塊方面，上周各行業板塊漲跌互
現。其中，彈性較大的原材料業上漲
5.69%，表現最好，主要是受經濟復甦預期
升溫以及黃金價格創新高等利好因素影響；
資訊科技業和非必需性消費業分別上漲
3.12%和2.84%，表現均好於大盤；公用事
業下跌0.79%，表現最不理想，主要是由於
部分電力和燃氣公司股價表現欠佳；金融業
和綜合業分別下跌0.23%和0.01%，表現均
遜於大盤。

科技創新戰略地位日顯
資本市場投資方面，建議長期關注科技、
醫藥和消費行業板塊投資主題，尤其是優質

科技創新類公司的投資機會。近期召開的政
治局會議定調重大政策方向，「要加快形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
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大力推動科技創新，促
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表明中國已做
好準備，未來會以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和支
持科技創新的新舉措來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國際環境將更趨複雜多變，資本市場投資

者要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圍市場不穩定的準
備。未來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處於更加
突出的位置，科技創新戰略地位日益凸顯。
上周，國務院出台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

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包括
給予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最高免徵十年
企業所得稅和支持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企業
和軟件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等重磅優惠政
策。

科技指數權重 IT業逾68%
恒生科技指數定位於打造港版納斯達克，

為科技類新經濟公司提供長期融資支持。近

期，恒生指數公司推出恒生科技指數，追蹤
經篩選後市值最大的30家在香港上市的、
與科技主題高度相關的新經濟公司。這是繼
5月中旬恒生指數公司決定將同股不同權公
司及第二上市公司納入恒生指數和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成份股選股範圍之後，恒生系列指
數的又一重大變革。
行業板塊方面，30家成份股分布在資訊

科技業、工業、醫療保健業、非必需性消費
和金融業中。其中，資訊科技業的市值權重
佔比最大，為68.3%；工業的佔比排名第
二，為12.1%；醫療保健業的佔比排名第
三，為9.1%。

新經濟行業發展料入快車道
恒生科技指數助力投資者把握優質科技股

的投資機會，讓投資者分享優質科技類新經
濟公司的發展紅利。按照回溯測試數據計
算，2019年恒生科技指數上漲36.2%，遠好
於恒生指數9.1%的漲幅。截至2020年8月7
日，今年恒生科技指數上漲56.7%，跑贏恒

生指數近70個百分點。同期，恒生資訊科
技業上漲46.1%，位於恒生行業指數漲幅首
位，跑贏恒生指數59個百分點左右，恒生
醫療保健業上漲35.9%，位於恒生行業指數
漲幅第二位，跑贏恒生指數49個百分點左
右。預計生物醫藥、5G、人工智能、芯
片、工業互聯網和線上消費辦公等新經濟行
業未來5至10年有望步入快速發展期。建議
長期關注恒生科技指數以及優質成份股的投
資機會。

上半年IPO融資額 IT業居首
未來將有更多科技創新類新經濟公司赴港

上市，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全球資本市場中的
領先地位。2018年6月以來，在港交所上市
規則重大變革的推動下，內地大量科技創新
類新經濟公司扎堆赴港IPO。在2019年IPO
募集金額方面，香港繼2018年後再次奪得
全球第一。
2020年上半年，受益於優質中概股赴港

二次上市，港股IPO融資金額達到875億港

元，同比上升22%，港交所IPO融資金額名
列世界第三。行業板塊方面，信息技術業在
IPO融資金額方面排名第一，在IPO家數方
面排名第二；醫療保健行業在IPO融資金額
方面排名第二，在IPO家數方面排名第四。
上半年港股市場融資規模排名第一和第二的
IPO均屬於信息技術業，港股市場融資金額
前十大IPO中有六家屬於醫療保健行業。
展望未來，港股市場為中資企業提供了海

外融資平台，其獨特優勢不可取代，相信之
後將會有更多優質中概股公司來港第二上
市，同時很多內地科技創新類公司也會選擇
在內地和香港兩地上市，這將長期促進香港
股票市場結構的完善，吸引更多的機構投資
者參與香港股票市場，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全
球資本市場中的領先地位。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其不構成且也無
意構成任何金融或投資建議。本文任何內容
不構成任何契約或承諾，也不應將其作為任
何契約或承諾）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
年的大日子，中央及時地送上《粵港澳大灣
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正式批覆的生日
禮物。城際鐵路規劃確實出台，進一步加強
城際鐵路建造力度，旨在通過高鐵、普速鐵
路、市域鐵路去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
達到主要城市一小時通達、主要城市至省內
地級市兩小時通達和主要城市至相鄰省會城
市三小時通達的便捷交通網絡的效果。

成功轉型服務業大城市
特區快走過四十年，經濟建設取得卓越成
績，尤其是近十年間，深圳特區更找尋到創
新、創科、創業的經濟新路向，把當地經濟
再推上新一台階。今年上半年深圳二、三產

業比重已經達到39.1%、60.8%，第三產業
比重已成功突破六成，足證深圳由工業大城
明顯地轉化為服務業大城市，更加重要是第
三產業佔比提高帶來更多擁有強大商品消費
者、投資者和購房人士。

上半年外貿居內地首位
7月底深圳市統計局發布上半年經濟數

據，上半年深圳經濟回升勢頭明顯，GDP
錄得0.1%增長，扭轉第一季負6.6%。值得
特別注意的是第二季進出口值，由第一季的
年減 11.6%轉為增長 9.9%，其中出口達
7,150.4億元，位居內地大中城市之首，數
據確定深圳的外貿領導地位，且反彈勢頭十
分明顯。去年深圳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增加值

突破1萬億元；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共新登記
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17,334戶、同比急增
38.5%，成為推動深圳經濟實現V形反彈的
重要力量。

樓價八個月平均升逾2%
深圳市房價於2020年八個月平均上升

2.31%，而首五名地區包括福田(8.63%)、鹽
田(7.52%)、羅湖(7.50%)、龍崗(6.87%)及坪
山(6.27%)。但是以同比去年，深圳全市均
價上升 3.53%，而首五名地區包括福田
(16.38%)、羅湖(9.01%)、坪山(8.31%)、寶安
(6.49%)和南山(6.02%)。兩項數據已表明縱
使各地區升勢冷熱不均，但是升勢相當凌
厲，由於大部分地區剛需強橫。

有見深圳樓價急升，7月份市政府密密出
招，連續於7月15日和31日分別出台8條措
施調控樓市和叫停商務審批。兩招的綜合效
果是提高深圳購房門檻和鼓勵已批公寓轉人
才房、實行供需兩面下重手，並收到顯注的
樓市調控結果。七月份深圳一二手住宅環比
仍然上升21.2%，但是新政前7月1日至14
日成交量佔全月七成，而新政後成交量僅佔
三成，表示效果非常明顯。

中短期料受制外圍因素
短期內，深圳購房活動會外溢到鄰近市

場，東莞、惠州、廣州南沙和珠海已經受
惠，可能會推高房價再引起下波的所在城市
調控政策。長遠而言，深圳市可供新開發土

地不多，但是強大剛需持續支持房價。深圳
快要慶祝成立特區四十周年，中央政府充分
肯定特區的經濟貢獻，預計再增加深圳經濟
支持政策。在面對外圍發達經濟體對華圍
攻，粵港澳加強經濟內循環合作是必然之
路，深圳經濟力量愈發加強，資產價格自然
「水漲船高」，中長線房價仍然維持強勢向
上。當然，深圳已逐步遠離房地產牽引的經
濟運作，而步向外貿/服務業主導，被外圍
經濟因素影響趨於明顯，中短期起落幅度備
受外圍因素牽動。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突飛猛進的科技創新影響下，人類社
會的生產、生活、創造和治理等正在發
生重大變革。信息通訊、大數據、區塊
鏈、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與金融業的結
合正把我們逐步帶入數字經濟時代。當
前，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各類數字貨幣受
到全球廣泛關注，多個國家央行的官方
數字貨幣也呼之欲出，同時，包括臉書
公司（facebook）、摩根大通（JP Mor-
gan）在內的科技、金融巨頭也在數字貨
幣、數字資產等方面摩拳擦掌，數字經
濟時代全球金融競爭的硝煙已若隱若
現。
長期以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
在金融業相關的法制、人才和開放程度
等方面積累了豐富優勢。近年來，香港
特區政府在金融創新領域也屢有重要舉
措。2018年，香港特區政府明確提出將
金融科技作為創新科技發展的四大重點
領域之一；201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和
保險業監管局分別發布了第一批虛擬銀

行和虛擬保險牌照；香港證監會也正式
發布《立場書：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
台》，接受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牌照申
請；2019年11月，香港金管局與內地央
行簽署了《關於兩地貿易金融平台合作
備忘錄》，啟動中國人民銀行貿易金融
平台（PBCTFP）和香港貿易聯動平台
（eTradeConnect）的互聯互通工作。在
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的時代潮流，以及全
球各個國家、地區圍繞數字經濟的競爭
態勢下，香港擁有良好的優勢和巨大的
發展機遇。
筆者認為：香港應當充分發揮國際金

融中心的基礎優勢，加快形成金融科技
發展的創新優勢，在數字經濟時代，把
握機遇，積極打造全球數字金融中心。

一、建設全球數字資產交易中心
香港證監會去年11月發布了《立場

書：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明確對
證券類虛擬資產的發行、交易進行監
管，標誌着香港在金融科技創新領域邁

出重要一步。香港應在合規虛擬資產交
易所發牌的基礎上，加快推動有利於實
體經濟發展的證券型通證（Security To-
ken Offering, STO）發行和交易，重點
從香港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航運、保
險、通訊等產業出發，利用區塊鏈技
術，推動數據資產上鏈、發行和交易，
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打造成為全球數字
資產交易中心，加快形成在全球數字資
產領域的競爭優勢。

二、建設離岸數字人民幣中心
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

心，擁有超過6,000億的離岸人民幣資金
池。香港應積極參與中國人民銀行數字
貨幣（DCEP）的研究和應用探索，拓展
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貿易融資、離岸支
付結算等方面的應用，打造離岸數字人
民幣中心。同時，香港可以發揮國際化
和輻射「一帶一路」的區位優勢，未來
推動離岸數字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區
域的應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三、建設全球數字外匯交易結算中心
隨着各國央行未來推出各自的數字貨

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
DC），未來基於CBDC的跨境交易、貨
幣結算需求將不斷增長。香港應發揮在
金融、貿易方面的優勢，加快構建基於
CBDC交易結算的基礎設施和服務網
絡，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競爭中搶佔
先機，打造全球數字外匯交易結算中
心。
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是由國

際大型產業機構、金融機構以及新經濟
企業聯合發起成立。旗下設立大灣區共
同家園發展基金，旨在把握全球科技創
新、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等歷史機遇，為投資者實現長期
回報，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積極力
量。在金融科技領域，大灣區基金在香
港本地投資了一批優質的創新型企業，
並聯合被投企業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內數字經濟的融合發展。

慧滬港融

不過，市場始終顧慮，美國新刺激政
策是否能否談妥並落實。上周白宮

和民主黨的新刺激政策談判破裂，特朗
普隨後簽署行政法令，延長部分紓困措
施，預料最終達成協議肯定是大概率，
就看雙方在新的一周的談判。

美元動能短線有限
真正頭痛的是中美關係，現在美國出
手打擊中國企業，對資本市場有較大影
響。中美關係緊張，經濟自然也受到影
響，避險情緒增加。事實上，中美之
爭，早已經就從之前單純的貿易戰，蔓

延到科技和金融等方面，恐怕在11月大
選前都難改善。投資者對於美元的避險
需求增加。美匯指數反彈至93.4，但整體
仍在低位，動能短線仍然有限。

金價升勢料未完
金價不斷創紀錄新高，表現強勁，錄

得九周連陽，已經累計逾兩成的漲幅，
現貨金在上周五雖然一度高見2,076.7美
元，但很快轉弱，獲利回吐壓力增加，
低見2,015美元，最終收在2,034.4美元。
短線金價還將回調，本周一一早跌至5日
線下方，好在上行趨勢並沒有破壞，先

關注2,000美元的支持。但調整後仍有進
一步上行的空間，升勢並未完。畢竟支
持金價的利好環境仍存在，包括主要央
行仍然保持刺激政策。

油價50美元阻力大
相比之下，與實體經濟關係較密切的

大宗商品，未見十分樂觀。油價目前仍
然面對壓力。需求端繼續受到疫情拖
累，一時間難以完全修復。
供應端方面，OPEC+從八月開始縮小

減產，同時有來自美國頁岩油恢復產量
的壓力。在沒有新的利好刺激下，油價

上漲動能始終有限。加上美元反彈，紐
油上周五收跌1.7%至41.22美元，繼續保
持在40美元之上窄幅震盪，不過全周還
是累升2.4%，50美元一線阻力仍然較
大。
（權益披露：本人涂國彬為證監會持

牌人士，本人及／或本人之聯繫人並無
直接持有所述股份，本人所投資及管理
的基金持有港股市場的SPDR金 ETF
（2840） ／ 招 金 （1818） ／ 紫 金
（2899）；美股市場的黃金ETF／白銀
ETF／金礦股；以及看好英鎊兌美元之財
務權益。）

香港股市近期反覆偏軟，除了因為疫情仍
然嚴重外，還有多個本地因素令致投資者先
行獲利觀察。以下將列出其中幾點：

美續針對中企 港股料受影響
第一，上星期根據路透報道，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揚言「從美國國內的應用程式商店消
除不受信任的中國應用程式」，並將Tik-
Tok及微信稱為重大威脅。他稱，美國將進
一步推動潔淨網絡計劃，希望防止各種中國
應用程式以及中國電訊公司獲取美國公民及
企業的敏感資料，計劃涉及一些在港上市的
大型中國雲端服務供應商和電信商。是次行
動不單直接影響了當中在港上市的股票，還
令中美緊張關係升級，從貿易戰轉向了科技
戰。
雙方爭拗的領域愈大，修補關係的距離便

愈遠，而現時環球經濟因疫情關係正處於水
深火熱之中，偏偏兩大經濟體關係僵持，未
能有很大協同效應，長此下去，環球經濟復
甦腳步可能會比預期緩慢。

美料續打中國牌轉移視線
第二，上周末美國財政部將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內的十一名香港
及內地官員與前官員列入制裁名單。名單中
的官員全部都是在香港事務中有着重要地
位，反映美國有散播恐慌的嫌疑，而此次美
國高調進行制裁反映美國短期並無和好跡
象，這可能和特朗普大選策略有關。 現時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不足一百日，特朗普在選
情落後的情況下只好繼續大打中國牌，把人
民對疫情控制和黑人事件處理的不滿轉移至
中國焦點上。
執筆時，外交部回應，宣布對在涉港問題

上表現惡劣的11名美國人士進行制裁，當
中包括六名參眾兩院議員。中國的反制證明
中方不會受美方威脅並有能力作出反制，因
此雙方的對峙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不排
除未來特朗普因選情狀況而將行動升級。

業績期至 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第三，港股業績期正式揭幕，上周滙控已

率先公布了一份差強人意的業績，而大型科
網股騰訊亦即將公布業績，相信投資者在疫
情陰霾下未敢對各大公司抱太大期望，而短
期觀望氣氛會較為濃烈。
總括而言，投資者在現時疫情、中美博弈

和業績期等因素影響下，未免會削弱了投資
氣氛，惟中長線而言，疫苗有機會年內推
出、各國仍然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和加大經濟
刺激措施，而且內地近月經濟數據較其他國
家亮麗，有機會表示經濟復甦進度不錯，加
上近期美元偏弱利好人民幣表現，港股中長
期表現仍然樂觀。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編號AEI004，

一、四、九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