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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10月RICS房價差值‧預測正65‧前值正68
10月就業人口變動‧預測+5萬‧前值-13.8萬
10月全職就業人口變動‧前值+2.67萬
10月就業參與率‧預測64.9%‧前值64.5%
10月失業率‧預測4.8%‧前值4.6%
9月國內生產總值(GDP)月率‧預測+0.4%‧前值+0.4%
9月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預測+5.4%‧前值+6.9%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率初值‧預測+1.5%‧前值+5.5%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年率初值‧預測+6.8%‧前值+23.6%
9月全球商品貿易收支‧預測值逆差143.0億‧前值逆差149.27億
9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收支‧前值逆差83.95億
9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2%‧前值+0.8%
9月工業生產年率‧預測+3.1%‧前值+3.7%
9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0.2%‧前值+0.5%
9月製造業產出年率‧預測+3.1%‧前值+4.1%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480至1.168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835美元水平。

經濟續改善 投資美股宜多元
美聯儲宣布11月起每月將縮減150億美

元購債規模，但鮑威爾主席重申不急於升

息，加上10月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非

農就業報告等數據強勁，激勵美股四大指

數屢創新高。根據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旗下凱利投

資團隊追蹤涵蓋消費面、企業活動及金融面共12項指標

所編纂的衰退風險儀表板顯示，10月底11項指標均位於

綠燈或擴張區間。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

紐元窄幅橫盤 短期或醞釀反彈動力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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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個人住房貸款增3481億
人民銀行昨日發布的金融統計數據顯示，10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8,262億元（人民幣，下

同），居民中長期信貸結束了自今年5月以來

負增長的態勢，而且是15個月以來首次超過

企業中長期貸款。當月個人住房貸款增加

3,481億元。專家表示，信貸和社融增速企

穩，廣義貨幣增速高於市場預期，房地產融資

環境回暖。但信貸結構不理想，企業中長期貸

款增長偏弱，顯示實體經濟需求回落，經濟增

長壓力加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 特斯拉股價重挫，新能源車
板塊「賽道熄火」，煤炭、釀酒等板
塊也領跌，拖累昨日A股三大指數收
綠。滬深指數低開後一路快速探底，
滬綜指最低觸及3,448點，創業板指
最多跌逾2%，午前開啟深V反彈，
午後持續拉升。
滬綜指收報3,492點，跌14點或

0.41%；深成指報14,515點，跌56點
或0.38%；創業板指報3,399點，跌
10點或0.3%。
兩市共成交 10,801 億元（人民

幣，下同），不過北向資金呈現持續
大幅淨流出，全天單邊淨賣出118億
元，創7月26日以來新高，為連續4
日淨賣出。淨賣出額居前三的是格力
電器、中國平安、萬科A，淨賣出額
分別為9.93億元、8.65億元、8.46億
元。

北向資金連續4日淨賣出
隔夜美股特斯拉狂瀉12%，A股新

能源車板塊也表現低迷，中國寶安跌
7%，今開新能、大燁智能挫6%。固
態電池、鹽湖提鋰、煤炭、釀酒等板
塊同樣跌幅居前。
內地媒體稱，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

商協會今日舉行房地產企業代表座談
會，部分房企近期擬在銀行間市場發
債，房地產板塊逆市收紅；為期三天
的新一輪國家醫保目錄准入談判正式
開始，醫藥板塊集體走強。多元金
融、電子信息、文化傳媒等板塊也收
紅。
另據東方財富研究中心統計，四季

度以來759家上市公司獲機構調研，
行業集中在機械設備、電子、醫藥生
物等領域；機構調研超百次的公司有
96家，邁瑞醫療獲最高調研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內
房債務問題持續發酵，市場擔心流動性
風險，多間內房企昨日再被評級機構下
調信貸評級。上月爆出債務違約而停牌
的花樣年（1777.HK），昨日復牌最多
曾瀉逾51%，低見0.27港元，即使臨近
收市跌幅略收窄，收市仍挫逾36%，收
報0.355港元。
停牌一個月的花樣年周二發通告指，
已於10月4日到期的未償還債券涉及金
額約2.06億美元，相當於約16.07億港
元，至今未有相關到期債券持有人要求
即時還款。但就收到未到期債券持有人
要求還款，公司正就償付安排與貸款人
展開討論。花樣年稱將繼續推行措施緩

解流動資金問題，正與相關債權人積極
磋商，以就與債權人重續或延長其借
款，或其他安排達成協議。

穆迪再下調佳兆業信貸評級
而正在停牌中的佳兆業(1638.HK)昨

日再被評級機構穆迪調評級。穆迪稱，
將佳兆業的長期企業家族評級從Caa1下
調至Ca，將其高級無擔保債務評級從
Caa2下調至C，展望仍為負面。穆迪副
總裁、資深分析師 Cedric Lai 表示，
「降級反映了佳兆業流動性風險加
劇，」「債權人的債務回收前景可能進
一步弱化。」又指該公司「高度依賴離
岸債券市場作為其主要的融資渠道，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佔其總債務的
58%。」彭博匯總的數據顯示，佳兆業
未償還的公開發行債券和貸款總額為
786億元人民幣。

標普下調世茂集團評級
另外，標準普爾把世茂集團（0813.

HK） 的 長 期 發 行 人 信 貸 評 級 由
「BBB-」下調至「BB+」，展望負面，
以反映在艱難的商業環境下，該集團在
去槓桿方面將面臨巨大困難。世茂集團
被下調評級，惟其股價先跌後回升，早
段曾跌近3%，但收市急升近17%，報
10.5港元。
此外，外電報道指出，中國恒大

（3333.HK）有一筆逾期1.48億美元的
債券付款須在昨日完成，且公司還需在
下月28日支付分別於2023年6月和2025
年6月到期的債券利息，總額超過2.55
億美元，相當於約19.9億港元。

傳部分央企倡調整「三條紅線」
內房企被評級機構下調評級，境外融

資難度增加；在境內則需面對嚴厲的
「三條紅線」監管。內媒財聯社昨引述
知情人士稱，對於地產收併購，近期部
分央企國企向監管部門反映，如果要做
一些承債式收購，「三條紅線」就會被
突破，建議監管部門對「三條紅線」相
關指標予以調整。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美
股屢創新高後震盪難免、

引發投資人評估是否要獲利了結
疑慮。根據凱利投資統計1950年

以來美股月度表現，11月至12月
美股季節性表現突出，尤其在1
月至10月亮麗漲勢之後，11月至
12月合計平均漲幅達5%、收紅

幾率達92%。着眼美國經濟基本
面強健，甫通過的基礎建設法案
有助提升生產力，美股將持續扮
演多頭主流，建議首選創新科技
成長股搭配中小型價值循環股，
穩健者可透過產業多元布局的美
國平衡型基金介入。
儘管市場擔憂停滯性通脹及大

離職潮的風險，但我們認為目前
與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脹截然不
同，儘管短期通脹升高，但實質
經濟增長強勁且勞動市場健康，
雖然通脹壓力可能難在短期消
退，但一些壓力如供應鏈瓶頸可
能會達到頂峰。

公用事業板塊看好
企業獲利與現金流提升下，許

多大企業已準備在未來幾年提供
股東更高的股利，我們在金融、
公用事業及健康醫療等產業找到
提供具吸引力的股利，並且股利
有持續成長機會的標的。
此外，隨着美股大盤指數屢創

新高，現階段須格外強調精選持
股，看好公用事業及健康醫療產
業蘊藏許多評價面便宜的機會，
並透過精選持債的配置來防範股
市波動，爭取收益及資本利得
空間。

新
能
源
車
板
塊
「
熄
火
」
A
股
走
低

在連跌三個交易日之後，美元周三
反彈，市場人士在美國10月核心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公布前不願承
擔風險，該數據可能會對美國聯邦儲
備理事會(FED)加息的速度帶來一些
啟示。周二的數據顯示，美國10月
生產者物價強勁上漲，受助於汽油和
機動車零售價格急升，這表明在疫情
導致全球供應鏈緊張的情況下，高通
脹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美聯儲官員
周二表示，目前尚不清楚高通脹是否
會變得比此前預期的更為根深蒂固。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戴利Mary
Daly說，就業和通脹前景將在2022
年年中之前更明朗；明尼亞波利斯聯
邦儲備銀行總裁卡什卡利Neel Kash-
kari說，目前阻止人們進入勞動力市

場並推高價格的力量可能會被證明是
暫時的。對內地房地產市場困境可能
蔓延的擔憂也促使市場尋求更安全的
資產。周三是恒大支付一筆境外債券
票息的最後期限；佳兆業周二表示需
要幫助，以償還貸款。

紐元支持位料於0.6860
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所見，

匯價於10月21日觸高至0.7219，10
月28日高見0.7217，其後走勢呈逐
步走低，至今處於0.71水平附近，隨
着RSI及隨機指數已呈走低，預料紐
元兌美元短線仍有顯著調整壓力。以
近月累計漲幅計算，38.2%的回調幅
度為0.7080，50%及61.8%的幅度為
0.7040及0.6995水平。較大支撐回看
9月底低位0.6860水平。向上阻力將
參考今年5月高位0.7316及0.7500。

歐元上周尾段持穩1.1510美元水平呈現反彈，本周二受制
1.1610美元水平走勢偏軟，周三曾向下逼近1.1545美元水
平。美國本周二公布10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按年攀升
8.6%，與9月份升幅相若，依然處於近11年以來高點，不過
數據未對美元構成太大支持，美國10年期債息曾一度回落
至1.415%水平逾6周低點。隨着本周二反映投資者信心的德
國11月份ZEW指數攀升至31.7水平，並且是6個月以來首
次回升，歐元反而再次向上觸及1.16美元水平。
德國聯邦統計局本周三公布10月份通脹年率攀升至4.5%
逾28年以來高點，較9月份的4.1%升幅擴大，但市場等候
美國公布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之際，美國10年期債息周
三呈現反彈，重上1.48%水平，美元指數迅速反彈至94.32
水平，加上歐元兌日圓交叉盤自上月下旬受制133.50阻力反
覆下跌，周三曾走低至130.65水平4周低位，抑制歐元表
現。雖然歐元周三走勢偏軟，不過依然未有脫離過去1周以
來的活動範圍，不排除歐元現階段將續處橫行走勢。預料歐
元將暫時上落於1.1480至1.1680美元之間。

金價料續向好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830.80美元，較上日升2.80美

元。現貨金價周二受制1,832美元阻力走勢偏軟，周三曾回
落至1,823美元水平。美國周三晚公布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
數之前，美國10年期債息呈現反彈，美元指數回升，抑制
金價升幅，現貨金價未能向上衝破過去3個月位於1,835美
元主要阻力位後遭遇回吐壓力。美聯儲現階段依然不急於加
息，金價反覆上移走勢未有改變，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835美元水平。

債務惹憂慮 花樣年復牌曾急瀉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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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官方微信公眾號刊文指，上月末個人
住房貸款餘額37.7萬億元，當月增加3,481
億元，較9月多增1,013億元。 資料圖片

●花樣年稱將繼續推行措施緩解流動資金問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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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新增的8,262億元貸款中，住戶貸款增加4,647億元，同比多增
316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新增426億元，
同比多增154億元；中長期貸款新增
4,221億元，同比多增162億元，是自
2020年7月以來首超企業中長貸，顯示
房貸投放速度有所加快。當月企業貸款
增加3,101億元，同比多增766億元，其
中短期貸款減少288億元，同比少減549
億元；中長期貸款新增2,190億元，同
比少增1,923億元。央行官方微信公眾
號刊文指，2021年10月末，個人住房貸
款餘額37.7萬億元，當月增加3,481億
元，較9月多增1,013億元。

企業中長期貸款佔比回落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指出，新增

貸款同比多增部分主要來自於票據融
資。票據融資對短期貸款形成了替代，
票據融資新增 1,160 億元，同比多增
2,284億元。「貸款結構不夠理想，企業
中長期貸款佔全部新增貸款的比重從上
月的 41.9%回落至 26.5%，佔比創下
2019年6月以來的新低。」
溫彬還指，與近幾個月相比，居民中

長期貸款新增規模保持了相對穩定，但
居民中長期貸款佔全部新增貸款的比重
升至51.1%，為去年10月以來的新高，
說明近期按揭貸款政策有所調整，促進
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植信投資研究院
資深研究員馬泓也認為，10月居民部門
中長期信貸數據結束了自今年5月以來
連續5個月負增長的態勢，部分體現了
央行對於短期住房信貸政策邊際緩和的

態度。
近期監管部門頻頻對外釋放房地產信

貸環境改善的信號，央行下媒體多次發
文稱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融資已基本恢復
正常，房貸利率也有所鬆動，10月出現
年內首次下降。貝殼研究院報告顯示，
10月90個城市的首套和二套房貸平均利
率分別為5.73%和5.99%，均環比下調1
個基點。

新增社融1.59萬億 漲幅持平
在表內融資和政府債券發行加快帶動

下，10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10%，
漲幅與上月持平，新增社融1.59萬億
元，同比多增1,971億元，基本符合預
期。10 月末廣義貨幣（M2）增長
8.7%，漲幅較上月回升0.4個百分點，

超出市場預期。狹義貨幣 M1 增長
2.8%，比9月回落0.9個百分點，延續了
今年以來的持續回落態勢，反映企業經
營活動偏弱。

M2與M1剪刀差擴大
東吳證券宏觀團隊指出，10月M2與
M1剪刀差擴大，M1進一步下滑暗示10
月經濟動能將繼續放緩，成本壓力對企
業現金流的侵蝕較明顯；在經濟前景不
明的情況下，資金或存脫實就虛傾向。
溫彬則指出，近期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持
續上漲，對部分中小企業形成衝擊，M1
持續回落和信貸結構的變化印證了企業
經營偏弱和實體經濟需求回落，經濟增
長壓力有所加大，下一步貨幣政策繼續
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