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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陰霾漸散 港股料向好
內地「穩增長」發力 本月大市將溫和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2022年第
一季剛剛過去，不少公司都已經公布去年
全年業績與派息。上季港股表現波動，加
上內地經濟持續增長，因此部分較保守的
投資者希望購買中資股作長期收息之用，
為自己的資產增值。因此下文將為大家介
紹不同類型的中資收息股。
首先是內地 3大電信商，包括中移動

（0941）、中電信（0728）與中聯通（0762）。
按3月31日的收市價計算，它們的股息率
分別是7.5%、6.68%與6.73%。此外，中移
動管理層早前曾表示，未來會增加派息比
率，因此單從上述消息來看，相信中移動
是「食息一族」的愛股。

大行齊唱好 紛調升目標價
事實上，在業績與派息政策公布後，多
間大行都看好中移動。其中，摩根大通發
表早前研究報告指出，將中移動評級由

「中性」升至「增持」，指派息前景推動
估值重估，目標價由60元上調至70元。摩
根大通指出，中移動去年派息增長23%，
及承諾增加派息比率，對市場是積極驚
喜。該行續指，中移動的移動業務持續復
甦，相信中國廣電進入5G市場，不會導致
價格競爭加劇，故預料中移動2022年服務
收入和盈利增長良好。
瑞銀早前則發表報告指出，中移動業績
穩健、派息增加，派息政策有驚喜，有利
於提升股東回報，將中移動目標價由75元
上調至80元。

中行股息率8.5%冠4大內銀
接着是4大內銀股，包括建行（0939）、農
行（1288）、工行（1398）與中行（3988）。按3
月31日的收市價計算，它們的股息率分別是
7.51%、7.46%、6.65%與8.53%。從股息率
來看，中行略勝一籌，甚至比中移動更高，

而且中行過去一年的股價波動不算相當大，
出現「賺息蝕價」的風險有限，因此中行受
部分「食息一族」投資者歡迎。

中石化股息率14.4%最吸引
然後是「三桶油」，包括中石化

（0386）、中石油（0857）與中海油（0883）。
按3月31日的收市價計算，它們的股息率
分別是14.43%、6.47%與5.12%。最後是煤
炭股。按3月31日的收市價計算，兗礦能
源（1171）的股息率是 5.21%。首鋼資源
（0639）的股息率是12.99%。
從股息率來看，中石化明顯領先，冠絕

上述中資股份。不過值得投資者注意的
是，石油股與煤炭股和包括國際油價在內
的大宗商品價格走勢相關，而大宗商品價
格走勢相當波動，例如近日俄烏戰爭有望
緩和，國際油價即出現急挫，因此投資者
購買相關中資股作長期收息之用，出現
「賺息蝕價」的風險亦相對較高。

資源股波動大 防賺息蝕價
另外，值得投資者注意的是，雖然不少

人都會視收取股息為其中一種被動收入，
但投資者不要以為買入收息股之後，定期
有股息收，這項投資就一定無風險，若一
隻股份是因為基本因素欠佳，股價低殘，
才令股息率顯得相當高，那麼相關股份出
現「賺息蝕價」的可能性亦相對較大，所
以投資者切忌盲目追求高息，作投資決定
前，最好先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
另一方面，「食息一族」需要留意，不
同上市公司的「除淨日」同「股息派發
日」。如果投資者在「除淨日」前一日仍
然持有該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可以在「股
息派發日」收到股息。如果在「除淨日」
或之後才買入該公司的股票，就不能收到
該期股息。

中薇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偉豪表示，中概股
的波動令上周港股反覆，後市亦出現隱

憂，擔心中美關係會否又有進一步轉差的跡
象。但他認為，中概股除牌名單的影響，暫
時只屬心理層面，實際上的衝擊未算非常負
面，預計恒指短線繼續於21,200至22,400點
間波動，要突破其中一方，後市才有明顯方
向。

恒指低位反彈勁 不宜急追
包括中國證監會等四部委徵求意見，擬修
訂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
規定，將減少不必要涉密敏感信息進入工作
底稿，有助中美審計監管合作，令中概股近
日的陰霾有轉淡之機。黃偉豪認為，中概股
問題見緩和跡象，相對言而，港股在現水平

遇上技術阻力的危機，影響可能更大。他建
議，投資者近期可採取兩大策略，首先是港
股向上動力已減弱，股民在現階段可以沽出
部分持貨獲利。另外，由於恒指已從低位反
彈逾4,000點，故策略上不宜急追，若短線企
穩在21,200點之上，才再考慮進場。

港匯仍弱 北水暫停動力減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則認為，恒指

可在21,200點覓得支持，而反彈阻力區仍是
22,500至23,500點之間。他指出，若後續有
利好消息配合下，估計港股仍有反彈修復的
空間機會，但短期動力需進一步提升，其中
主要由於清明假期關係，令「港股通」暫停
至本周三恢復，另方面，港匯弱勢依然有待
改善，上述兩大因素都會影響到港股短期動
力。
但他提到，港元1個月和3個月的銀行同業

拆息未有跟隨港匯轉弱而上升，反而掉頭回
落，顯示資金外流的壓力並未失控。此外，
多隻內房股因延發業績而停牌，雖然消息在

預期之內，但對大市氣氛仍有一定影響。
光大證券日前發表報告，預測港股4月將溫

和反彈，但修復空間有限。該行指出，內地
今年為達到經濟增長5.5%左右的目標，在政
策層面上，仍會以信貸來推動，未來銀根仍
將呈現出持續改善的趨勢。

光大證券：本月薦8隻股份
國際方面，俄烏局勢緩和，雙方有望在中

期達成協議；另外，從美國恢復部分中國商
品稅收豁免等情況來看，中美經貿關係有可
能迎來一定程度的緩和。該行相信，在外圍
風險因素逐步出清後，內地的「穩增長」政
策發力將推動港股復甦。
不過，全球滯脹風險猶存，特別是俄烏衝

突使全球能源價格持續攀升，一定程度上壓
制了港股的向上修復空間。光大在4月份看好
以下8隻股份，包括石藥(1093)、君實(1877)、
蒙牛 (2319)、中集安瑞科 (3899)、中交建
(1800)、中能建設(3996)、新城悅(1755)及萬科
(2202)。

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上周五表現

股份

滙控(0005)

中石化(0386)

國壽(2628)

中石油(0857)

建行(0939)

港交所(0388)

友邦(1299)

騰訊(0700)

阿里巴巴(9988)

京東(9618)

美團(3690)

網易(9999)

折合
港元

54.27

4.06

12.24

4.05

5.90

367.79

83.04

384.95

107.91

231.45

158.36

150.11

比香港
升跌(%)

-0.14

+0.34

+0.63

+1.45

-0.53

+0.49

-0.02

+1.62

-1.63

+1.07

+1.8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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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移動增派息
給市場驚喜。

資料圖片

美股上周五向好，帶動在美國掛牌的港股ADR

普遍微升，按相關指數升幅推算，指數今日有望高

開約80點，上試22,120。上周再有中概股被美國列入「預

定摘牌名單」，消息拖累大市氣氛，但中證監上周六公布

擬修訂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保密規定，便利中美審計合

作，料消息對港股正面。另外，投資界普遍認為，俄烏局

勢與中美關係將續左右4月大市表現，當中光大證券發表

報告，預測港股4月將溫和反彈，但修復空間有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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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息一族」愛股 中移動前景誘人
中 資 收 息 股 比 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考玲）內地釋放出中美審計監管
合作的積極信號。中國證監會表示，擬修訂境內企業赴境外
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規定，明確企業信息安全責任，減
少不必要涉密敏感信息進入工作底稿，並為開展包括聯合檢
查在內的跨境監管合作提供便利。並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中證監上周六發文指，會同財政部、國家保密局、國家檔
案局對逾10年前發布的《關於加強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
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進行了修訂，明確境外監
管機構在內地境內進行調查取證或開展檢查的應當通過跨境
監管合作機制進行，證監會等依據雙多邊合作機制提供必要
的協助。同時，修訂建議增加程序性要求，明確企業保密責
任，要求企業境外發行上市過程中向證券服務機構及境外監
管機構提供的資料遵守保密相關法規，涉密敏感信息具體情
況要提供書面說明。
中證監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 ，《規定》的修訂旨在進一
步加強境內企業境外發行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明
確上市公司信息安全責任，維護國家信息安全，減少不必要
的涉密敏感信息進入工作底稿。同時提高跨境監管合作的效
率，體現了統籌開放與安全的理念，將促進內地境內企業境
外發行證券和上市活動有序開展。同是，中國證監會亦會堅
定支持企業根據自身意願自主選擇上市地。

更高效推進跨境監管合作
華興證券（香港）首席策略分析師龐溟表示，《規定》的

修訂稿明確指出上市公司及中介機構的信息安全責任，減少
不必要的涉密敏感信息進入工作底稿，更便利於中國境內企
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活動，更便利於按照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原則安全、高效地推進跨境監管合作。在跨境監
管合作方面，修訂稿為未來的雙邊、多邊合作機制，以及聯
合檢查之外的互認檢查等其他跨境監管合作形式預留了空
間。
龐溟稱，對中概股來說，目前主要風險將縮窄雙方是否能
如預期形成合作方案、合作方案能否落實執行、落地執行會
否受到美國國內政治風向與立法分支的影響，以及上市公司
盈利增長放緩會否引致估值重估，還有美聯儲進入緊縮周期
後資金流向和投資偏好變化的影響。
此前，圍繞中美監管合作的風吹草動，中概股於3月份經

歷了暴跌暴漲，而今次擬修訂的保密和檔案管理規定，相信
向可促成合作的方向邁進了一步。中國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
人認為，修訂將有助於相關監管部門與境外監管機構安全高
效開展包括聯合檢查在內的跨境監管合作活動，共同維護全
球投資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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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凱雷、實習記者郭瀚林北京報道）數字
人民幣第三批試點城市揭曉，共計新增11個城市。人民銀行日前召開
數字人民幣研發試點工作座談會，總結前期研發試點工作情況，安排部
署下階段工作。會議指出，在現有試點地區基礎上增加天津、重慶、廣
東省廣州市、福建省福州和廈門、浙江省承辦亞運會的6個城市作為試
點地區，北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在2022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場景
試點結束後轉為試點地區。下一步，各有關參與方要按照「十四五」規
劃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各負其責、通力協作，穩妥推進數
字人民幣研發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陸數字人民幣APP實測體驗，發現實際運行城市名
單已新增天津、重慶、廣州、福州、廈門以及杭州、寧波、溫州、湖
州、紹興、金華共計11個城市，這意味着上述城市居民即日起已可以
下載使用該APP。記者身在北京，分別與杭州、湖州、溫州、天津等數
個新增城市朋友聯絡，發現互相轉款功能已經啟動。
目前包括工商銀行等九家銀行支持開通數字人民幣錢包，轉款非常便

捷，輸入對方錢包號，或者註冊手機+姓名（兩項必填），瞬間即可到
賬。在實際操作中，記者發現如果對方沒有註冊填寫個人數字人民幣錢
包姓名，則不須填對方姓名，只須輸入手機號即可成功轉款，這一點比
支付寶要更加便捷。

廣州廈門等市
上榜數字人幣第三批試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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