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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GDP料收縮4.5%連跌三季
息口升打擊固定投資 歐美經濟放緩影響港出口

申請新酒牌公告
椰林苑

現特通告：陳小茹其地址為新界
荃灣永順街38 號海灣花園第一期
購物商場地下G34至G36鋪，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荃灣永順
街38 號海灣花園第一期購物商場
地下G34至G36鋪椰林苑的新酒
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 號大埔綜合
大樓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2年11月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
地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再度跌至收縮區，拖累A
股滬綜指昨日下跌，港股亦不能倖
免，恒生指數低見14,597點，再創
逾13年半新低，收市前雖略為回
穩，但仍挫 176 點，收報 14,687
點；不過科技指數則升29點，收報
2,852點。大市成交1,309億元。整
個 10 月份恒指累跌 2,535 點或
14.7%。分析預期港股有機會已到
階段性底部。

內房股暴跌 龍湖瀉23%
內房股成為領跌板塊。龍湖集團

（0960）跌23.8%，收報10元，為
表現最差藍籌股；碧桂園（2007）

挫 9.8%；萬科（2202）和綠城
（3900）同跌逾10%。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以現時港
股的跌幅來看，有機會已到階段性
底部，短期或會喘一喘定，因過去4
個月恒指已累跌逾7,000點。
港交所（0388）公布，昨日恢復

恒生指數期貨產品的市場波動調節
機制。期交所確認，外部供應商已
完成軟件更新，並已進行一系列嚴
謹的系統測試，恒生指數期貨、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科技指
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及小型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即月及下
一個月合約的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將會於昨日的交易開始時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
昨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今
年9月份認可機構的存款總
額沒有明顯變動，其中港元
存款下跌1.1%，外幣存款
則上升1.2%，香港人民幣
存款在9月份上升1.0%，於
9 月底為 8,577 億元人民
幣，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
匯款總額於9月份為8,865
億元人民幣，而8月份為
7,942億元人民幣。
另外，由年初截至9月底
計，存款總額上升0.6%，
港元存款則下跌0.5%。存
款變動受多項因素影響，包
括利率走勢、市場集資活動
等，金管局稱適宜觀察較長
期趨勢，無須過度解讀個別
月份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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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局昨公布第三季經濟增長預估數字，實
質本地生產總值在第二季按年收縮1.3%後，

第三季按年下跌4.5%。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在上一季上升1%後，在第三季下
跌2.6%。第三季GDP跌幅擴大，主要受累：本地固
定資本形成總額按年實質下跌14.3%，較第二季
2.1%的跌幅為大；同期，貨品出口總額錄得15.5%
的實質跌幅，較第二季8.4%的跌幅加劇；貨品進口
繼今年第二季下跌5.9%後，在第三季實質下跌
16%；服務輸出實質下跌3.5%，而第二季則上升
2.2%；服務輸入在今年第三季實質下跌4%，而第二
季的跌幅為2.4%。
第三季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大致維持不變，與
第二季情況相同。按國民經濟核算定義計算的政府
消費開支，繼今年第二季上升13%後，在第三季按
年實質上升4.3%。

政府發言人：外圍繼續惡化
政府發言人指，展望未來，外圍環境顯著惡化將
在今年餘下時間繼續為香港的出口表現帶來巨大壓
力。主要先進經濟體通脹高企以及貨幣政策大幅收
緊，將進一步壓抑環球需求。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及
疫情發展也將添加下行風險。不過，近期政府放寬
對訪港旅客的檢疫及檢測安排應有助服務輸出。本
地方面，疫情大致穩定、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及消費
券計劃會繼續支持消費需求，但金融狀況收緊及資
產價格隨之受壓，將更大程度抵消這些正面影響。
借貸成本上升將進一步壓抑固定資產投資。
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師薛俊昇昨
表示，第三季GDP跌幅擴大，主要反映外圍環境進
一步轉差及環球利率持續上升的影響。歐美經濟放
緩，影響環球貿易活動。撇除通脹因素，第三季本

港進出口貨量按年跌幅擴大至逾15%。另一方面，
環球主要央行持續收緊貨幣政策，息口趨升影響企
業投資意慾。作為投資指標的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
額繼續錄得按年跌幅。環球不明朗因素增加，也窒
礙了本地消費復甦的步伐。
他指，該行預期本地消費需求繼續回穩，但由於
首三季整體經濟平均按年收縮 3.2%，全年經濟或錄
得負增長。目前仍預測今年本港經濟收縮 0.8%，但
本港經濟下行風險加大，意味預測存有調整空間，
未來具體經濟表現也要視乎外圍環境及主要央行政
策的變化而定。

消費氣氛弱 本季難轉勢
大新銀行經濟研究及投資策略部指，第三季經濟
預估創超過兩年以來最大幅度萎縮，跌幅多過該行
預期的0.8%，按季亦下跌2.6%，市場原先預期為增
長1.3%。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亦下跌14.3%，是
逾兩年來首度再現雙位數跌幅，而即使有消費券支
持，私人消費開支只能連續兩季達至按年持平，反
映消費氣氛疲弱。
按初步數據估計，香港今年前三季經濟累積按年

倒退達3.3%，以10月初步情況來看，第四季相信難
以完全扭轉劣勢，加上基數效應，該行估計本季經
濟會再出現按年倒退，全年跌幅相信遠遜目前預期
的-0.8%，有可能達-2%至-3%。
大新續指，內地經濟繼續受疫情及房地產危機拖

累，加上環球緊縮貨幣政策令整體需求降溫，本港
第四季外貿活動或難有大幅改善；本地需求方面，
利率急升料會繼續打擊私人投資和物業交投，而資
產市場波動造成的財富效應，加上防疫隔離措施放
寬後訪港旅客回升速度仍然緩慢，均不利消費復
甦。

今年GDP連跌3個季度
2022年第3季預估-4.5%

市場原預期-0.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
田）本港二手樓價今年累跌約
9%，導致不少高位入市的業主跌
入負資產行列。金管局昨公布第
三季末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錄533
宗，較上季的55宗大增9倍，為
2016年第二季的1,307宗後、近六
年的季度新高。有按揭專家指
出，近年市場上九成按揭使用率
明顯增加，當樓價跌一成，無可
避免在數字上計算的負資產個案
會明顯增加，呼籲業主預留至少
半年供樓儲備資金提防斷供。

涉及按揭貸款額30億
金管局指，負資產住宅按揭貸

款宗數由第二季末的55宗，增加
至第三季末的533宗。個案涉及銀
行職員的住屋按揭貸款或按揭保
險計劃的貸款，而這類貸款的按
揭成數一般較高。負資產住宅按
揭貸款涉及的金額，由3億元增加

至第三季末的30億元。
至於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中，

無抵押部分的金額由400萬元，增
加至第三季末的5,900萬元。金管
局又指，銀行自從2011年第一季
起，並無錄得任何拖欠3個月以上
的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紀錄。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昨

分析，今年下半年起樓價向下調
整速度加快，6月起與樓按相關的
銀行同業拆息明顯逐步上升，以
致7月份H按息觸及封頂息率後續
升，加息陰霾下業主減價個案增
多逐步推跌樓價，第三季樓價平
均跌幅達6%，較上半年平均約
2%跌幅明顯擴大，導致第三季跌
入負資產的個案增多。

借9成按揭易變負資產
王美鳳指，今年樓價平均累跌

約9%，而當中不同屋苑樓價估值
跌幅介乎3%至跌穿10%不等，對

於樓價已跌穿10%的單位，新造
九成按揭業主便會跌入負資產行
列。值得留意的是，雖然負資產
數字上升，但仍屬於低水平，加
上銀行並無錄得任何拖欠3個月以
上的負資產住宅按揭紀錄，反映
目前實質按揭信貸風險仍低。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

明亦指出，第三季樓市受加息陰
霾影響，買家入市持觀望態度。
而新施政報告雖推出放寬合資格
外來人才在港置業的印花稅，但
屬中長期措施，同時香港與內地
仍未能正常通關，加上加息陰霾
下，相信短期內樓市仍會回調，
未來負資產個案料將繼續上升。
曹德明補充，除銀行職員的住

屋按揭貸款以及按揭保險計劃的
貸款，購買資助房屋以及使用發
展商按揭計劃的人士亦有機會跌
入負資產行列，然而負資產未對
用家帶來即時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顯示，香
港住宅價格今年以來已累計下跌
9.7%，惟跌勢仍有機會加劇。評
級機構穆迪昨發表報告，預計未
來六個月香港住宅價格將下跌5至
10%，原因包括香港宏觀經濟復
甦緩慢、利率上升及資本市場表
現疲軟等因素。
穆迪又指出，雖然樓價下跌將

影響地產公司的銷售和現金流，
但其資本結構將保持不變，多元
化的業務構成可抵消房地產行業
盈利能力下降的影響。

需求疲弱 內房續看淡
至於內地樓市方面，穆迪高級

副總裁曾啟賢表示，雖然9月政府
放鬆措施促進銷售，在市場對經
濟增長與項目完工風險存在顧慮

的情況下，需求疲弱將導致房地
產銷售繼續下滑。此外融資環境
仍將緊張，因而會限制開發商的
融資渠道。穆迪預料未來12個月
全國合約銷售額會繼續下降，但
因基數較低，降幅將逐步縮窄。
另外，穆迪續指，由於部分開
發商持續面臨信貸困境，導致投
資者信心削弱，因此10月境內債
券發行疲弱。截至10月26日，10
月僅有一家開發商發行了10億元
人民幣的境內債券，而9月有7家
開發商共發行了148億元人民幣的
境內債券。穆迪針對受評高收益
債券內房的亞洲流動性壓力子指
標從 8 月的 63.2%升至 9 月的
65.8%。受評開發商未來12個月
的再融資需求依然較高，自2022
年11月1日起的12個月內分別將
有約194億美元等值的境內債券和
221億美元的境外債券到期或可回
售。

負資產大升9倍 近6年最高

恒指10月累跌逾2500點

9
月
人
民
幣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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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穆迪：未來六個月樓價
或再跌10%

◆本港經濟料連跌三季，來季表現亦不容樂觀。資料圖片

受累固定資產投資及出口按季跌幅加劇，本港第三季經濟進一步受壓，最新公布
的預估數字按年下跌4.5%，遜於市場預期下跌0.8%，為連續三季下跌，且跌幅擴
大。經濟師對本港第四季GDP表現亦不敢樂觀，認為受歐美經濟放緩影響，環球
貿易活動減弱，會繼續打擊本港的出口，而息口趨升也影響企業投資意慾，固定資
產投資難於恢復，經濟下行風險加大，未來具體經濟表現也要視乎外圍環境及主要
央行政策的變化，全年最壞情況或負增長3%。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