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復甦加快 財新PMI十年最高
不確定因素仍存 貨幣寬鬆退出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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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地疫情受控下，
中國經濟復甦加快，滙豐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
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亞太企業最大海外市場，在受訪企
業中，有29%企業將中國作為最大貿易合作夥伴，而
美國則為28%。另外，在香港，有逾八成港企計劃於未
來3至5年擴展國際市場，並相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將為港企帶來更多機遇。
滙豐今年約9月至10月進行調查，訪問了來自39個市

場逾萬間企業。報告顯示受訪企業中，有28%將美國列為
最大貿易合作夥伴，但將中國作為最大貿易合作夥伴的企
業達29%，顯示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亞太企業最大海外市
場。報告又指，儘管受到疫情影響，但亞太區總體貿易前景保
持良好，有72%受訪企業對未來幾年持積極看法，較一年前的
81%下降不到10個百分點。

佔比超越美國 西向東移加速
滙豐全球貿易融資主管Natalie Blyth認為，這種「由西向東」的

地區性轉移及亞洲崛起正在加速，而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及疫情的背
景下，亞太區域內貿易持續增長，認為這是一個轉折點，加上15個亞
太國家簽署RCEP後，料這種趨勢將持續。
中美貿易戰下，內地加速布局亞太區域經濟，內媒報道，國家主席習

近平11月22日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對話會上闡述內地「雙循環」新
格局及意義，又指中方歡迎RCEP完成簽署，亦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亞太仍是港企擴展首選市場
而在香港，滙豐調查發現逾八成港企計劃於未來3至5年擴展國際市場，以尋找新

供應商及貿易夥伴（51%）、提升競爭優勢（50%）及把握客戶需求增加的機會
（48%），而亞太區仍然是港企擴展計劃的首選市場（60%）。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趙民忠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貿易樞紐，將繼續受惠於貿易自

由化，包括最近的RCEP。他又指，RCEP的協調產地來源規則等有利措施，亦可減少區域貿易
之間的摩擦，為本港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帶來更多機遇。
另外，調查發現72%受訪港企預期業務將可於2022年底前恢復至疫情前盈利水平。另外，四分之三

正就業務營運推行變革措施，以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要，比例為全球受訪市場中最高，反映港企靈活應
變的能力。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解讀數據稱，新冠疫情
影響正在消退，經濟正常化節奏加快，供需兩

旺，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雙雙錄得十年來最高值。
整體銷售情況也同樣出現10年來最快增速，原因普遍
與客戶需求反彈有關，需求的回升仍然是由內需轉強
所帶動。新出口訂單改善情況略遜於內需，但連續第
四個月保持擴張並有所提速。

供需增長強勁 企業增加用工
此外，供需強勁增長正逐步傳導至就業市場，企業
開始增加用工。就業指數連續第三個月位於榮枯線之
上，為2011年6月以來的最高。需求改善還帶動採購
大增，企業主動補庫存跡象明顯，產成品庫存、採購
量、原材料庫存增長均創近年新高。採購活動大幅增
長，增速為2011年初以來最強勁；採購庫存增速為
2010年2月後最高。成品庫存也有增加，增速雖然輕
微，但已是33個月來最高。企業普遍表示增加庫存是
鑒於銷售改善，整體市況轉強。

原材料價格大升 通脹壓力增
受訪企業反映，11月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工業金

屬漲價尤其明顯。需求旺盛疊加成本上升推動出廠價
格進一步上行，通脹壓力有所增加。
「11月製造業總體復甦節奏繼續加快，預計後疫情
時代經濟的恢復還將持續數月。」不過王喆認為，內
外部環境諸多不確定因素仍存，疫情期間推出的相關
寬鬆政策的逐步退出還需更加穩妥的設計。
野村的分析師在報告中說，11月財新製造業PMI的

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今年春季的大幅下滑，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良好地連續增長勢頭，預計未來幾個月
PMI仍將保持強勁。該指數曾在2月大幅降至40.3，創
2004年4月本項調查開啟以來記錄最低。
近期中國經濟復甦持續加快，國家統計局周一發布

的11月製造業PMI亦升至2017年10月以來新高，
市場預計四季度經濟增長可能超預期。然而，寬
鬆政策何時退出引發市場爭論。

實際GDP仍難超疫情前水平
交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植信投資研究院院

長連平在最新報告中提出，今年一季度和二
季度基數較低，明年上半年GDP名義增速
會處在較高水平，但GDP實際水平仍很難
達到或超過疫情前。另外，「明年很可
能是風險隱患較多暴露的年份，包括銀
行業和債券市場在內的有關金融風險
需要引起高度關注，需要形成相對寬
鬆和平穩的貨幣金融環境，而非匆忙
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連平提出建議稱，明年中國經

濟會進入趨勢性運行軌道，增速
會比疫情前水平有所下降，可
能在5%-6%區間運行。「未
來一個階段的增長格局並
不需要偏緊的貨幣政
策，而是需要有助於
經濟增長不跌出趨
勢性運行軌道的
略為偏鬆的貨
幣政策。」

中國經濟先行指標繼續走高，

昨日公布的11月財新中國製造

業PMI由10月份的53.6升至

54.9，遠高於市場預期的

53.5，連續第七個月位於擴

張區間，並創出2010年12

月以來新高，顯示疫情後

經濟恢復持續加速。數據

還顯示，供給與需求的同

步向好助推就業明顯改

善。有分析指出，考慮

到內外部不確定因素

仍存，不宜匆忙實施

緊縮性貨幣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股踏入12
月，首個交易日隨A股反彈，盤中曾升過320
點，全日仍升 226 點報 26,567 點，惟 10天線
(26,572點)得而復失，成交額逾1,531億元。港股
向好的主因，是內地製造業採購指數(PMI)升至
52.1，創2017年9月以來最高，並高於市場預期
的51.5。非製造業PMI亦創近8年半高位，升至
56.4。
內地PMI數據的消息令滬指升1.8%，深指更

升近2%。有經濟學家指出，內地PMI的各分項
指數，均普遍回升，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更升至
年內高位，顯示不同規模企業表現都有好轉，是
之前數據所未見的，反映內地疫情已經受控。

利好湧現 市場樂觀明年股市
銳升證券聯合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鄧聲興表

示，內地PMI顯示中國經濟正穩步復甦，相信地
方政府會繼續透過發債以支持基建，但估計貨幣
政策大幅放鬆的機會較低，而消息對內銀股實屬
利好。重磅金融股昨日表現最佳，友邦(1299)彈
3.8%，為恒指進賬104點，內銀及內險股貢獻也
顯著，工行 (1398)再升 3.7%，平保 (2318)升
3.6%，建行(0939)也升2%。
鄧聲興表示，隨着內地出台的經濟數據不太
差，明年亦有疫苗面世及普及，加上市場預期新
任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的關係有機會緩和，對市

場而言都是正面消
息，故投資者目前
普遍認為明年股市
表現應會向好，但
短線而言，他認為
恒指在28,000點的
阻力仍大。
市場另一焦點，

為擬受美國新一輪
列入制裁名單的股
份，當中中海油
(0883) 昨 日 再 跌
4.7%。但花旗的報
告表示，雖然美國
對中海油的行政命
令尚未公布，但可
以參考31間在11月
中，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公司的情況，美國政府
官方宣布後60天，將禁止購買涉及上市公司證
券，其次是必須在交易發生之日起一年之內，完
成所有權轉讓交易。

中海油沽壓未完 大行仍唱好
據彭博數據顯示，美國投資者持有約6.6%的中

海油股份，基於中海油是不少指數的成份股，估
計涉及的股份可能遠不只6.6%。該行認為，基於

要符合美國的規定，料部分投資者將不得不沽出
中海油，導致中海油短期會續受壓。惟花旗估
計，美國的禁令對中海油的營運業務上，影響卻
非常有限，中海油在美國市場並無任何業務，經
今次拋售潮後，反而是買入的機會，故花旗維持
中海油的「買入」評級，目標價10.6元。
其他因制裁消息而在周一急跌的股份，走勢亦

已見回穩，例如中芯(0981)僅跌0.7%，中海油服
(2883)更倒升1.2%，中海油化學(3983)彈逾2.9%。

內地數據鼓舞 港股重上265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 上海報道）優於預期的製造業數
據，刺激滬深三大指數昨天齊齊強勁上漲，為A股 12月首日迎來
開門紅。截至收盤，滬綜指報3,451點漲1.77%，深成指報13,930
點漲1.90%，創業板指報2,698點漲2.53%，滬深兩市合計成交
8,650億元（人民幣，下同）。外資大舉掃貨，北向資金合計淨流
入163億元，為連續第四個交易日淨流入。

北向資金連續四日淨流入
盤面上全線飄紅，兩市3,200多股上漲，漲停逾50家。銀行股
發力明顯，廈門銀行、青島銀行、西安銀行、紫金銀行相繼封上
漲停板並維持至收盤，銀行板塊漲超4%漲幅居首；證券板塊漲
3.61%，國盛金控、華創陽安等個股漲停。此外，汽車整車、雲
遊戲板塊漲逾3%，保險、數字貨幣、手機遊戲等板塊均漲幅在
2%以上。滬深300指數收升2.15%，為10月12日來最大單日漲
幅。
儘管市場普漲，但亦有部分表現差強人意，煤炭、有色等資源股
漲幅微弱，養殖業、白酒、大豆同樣漲勢乏力。

市場跨年行情躍躍欲試
國泰君安表示，滬指將延續震盪上漲趨勢，有望向上突破年內高
點。目前市場處於較為有利的做多時間窗口。國內經濟復甦強勁，
全球經濟復甦預期增強，企業盈利回升至少延續到明年一季度。歐
美央行進一步寬鬆預期升溫，美元指數維持弱勢，包括A股在內的
人民幣資產將繼續受益。巨豐投顧認為，四季度最重要的靴子落
地，疊加市場較強的基本面支撐以及此前調整風險的釋放，市場風
險偏好將集中回升。短期，順周期板塊集中上行以及滬指一度重返
3,400點之後，市場跨年行情躍躍欲試，板塊輪動機會或將延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拜登當選美
國總統，紐約梅隆投資管理高級主權債券分析
師 Aninda Mitra 昨預期，中美關係將更明朗
化，未來中美關係即使是對抗性，但不可預測
性將會下降，將有助穩定全球風險溢價。不
過，他同時認為明年需要留意東亞地區通脹放

緩甚至出現通縮，以及中國的國企改革可能放
緩等主要宏觀風險。
此外，Aninda Mitra認為還需要關注中美在科

技領域上的對抗、美國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的反應及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CPTPP）上的行動，以及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
內的評估，因為上述因素都會影響亞洲的前景。
紐約梅隆投資管理表示，中國經濟反彈，不僅

是需求增長的驅動力，而且可促進經濟整合。該
行續指，RCEP的簽署意義重大，將加深區域貿
易流動。

紐約梅隆：中國經濟反彈驅動需求增長

經濟回暖
A股12月開門紅

■■ 1111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PMI數據遠數據遠
超市場預期超市場預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