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比亞迪（1211）昨發布全
新智能車身控制系統「雲輦」
技術，當中分為三個分支，包
括智能阻尼車身控制系統（雲
輦-C）、智能空氣車身控制系
統（雲輦-A）和智能液壓車身
控制系統（雲輦-P）。 比亞迪
董事長王傳福表示，雲輦是首
個新能源專屬智能車身控制系
統，垂直方向上系統化解決車
身控制問題，料將進一步鞏固
比亞迪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根據介紹，雲輦為系統化的

車身控制系統，將確保車輛在
大多數駕駛場景下都能靈活有
效地兼容，在高速轉彎、全油
門加速或緊急制動時最大限度
地降低車輛側翻風險，減少乘
客移位。另外雲輦系統可在雪
地、泥濘、水域等多種路況下
保護車輛免受劃傷和損壞。

三個輪子仍可平穩行駛
參考比亞迪官方發布的實車

演示視頻，比亞迪實現系統級
深度集成雲輦智能車身控制系

統，包括只用三個輪子仍可平
穩行駛。另外在發布會上，比
亞迪亦展示了雲輦X超快的姿
態控制能力，甚至還可以讓車
輛做到跳舞和原地起跳，以至
實現「0」側傾、「0」俯仰等
高階功能。
雲輦系統將在比亞迪王朝系

列、比亞迪海洋系列、DENZA
騰勢、揚王以及此次發布的新
品牌旗下多款車型上搭載。雲
輦-P將率先搭載在揚勢U8上，
雲輦-A則搭載在DENZA騰勢
N7上。多款具有硬件可用性的
比亞迪漢、比亞迪唐和騰勢車
型將能夠通過無線（OTA）升
級來裝備雲輦-C。
另外，「股神」巴菲特旗下
投資旗艦巴郡連月頻頻減持比
亞迪，巴郡最新披露，於3月
31日當日場內沽248.05萬股比
亞迪 H 股，平均每股作價
217.67元，單日套現約5.4億
元。巴郡的比亞迪H股股權比
例由11.13%降至10.9%，相當
於 1.19 億股。比亞迪昨收報
227.8元，升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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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去年受疫情及加息因素影響，新盤銷量不足1
萬伙，為自2013年一手新例實施以來的全年銷售新

低，樓價亦下跌逾15%。不少計劃去年推售的新盤都要順
延至今年才能推售，加上積存的貨尾單位，以及外圍經濟
環境仍多變數，即使今年受通關消息帶動令首季二手樓價
指數CCL升7.39%，可是今年以來各大發展商都要紛紛劈
價一兩成來促銷新盤及貨尾盤，包括愛海頌、KOKO
ROSSO、NOVO LAND第2B期、Baker Circle Euston、
傲寓等，反映發展商去貨心切。

3月份僅兩個項目申預售
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綜合地政總署資料顯
示，3月份共有兩個項目新申請，包括遠東發展夥新世界
合作的啟德承景街2號第1期（291伙）及萬科（香港）旗
下大埔馬窩路第1期（404伙），涉及695伙單位，較2月
大升約64.7%；不過，由於1月及2月份分別僅得45伙及
422伙，因此即使3月數字顯著上升，但今年第一季合共
仍僅錄1,162伙，較去年第四季5,459伙大跌約78.7%，並
創逾9年新低。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雖然首
季新申請單位數目減少，但目前已批出預
售樓花但尚未發售的新盤單位總數仍積存
超過1.3萬伙，預期次季多個新盤魚貫登
場，樓市焦點集中一手市場。
與此同時，3月共有3個住宅項目獲批預售樓
花，提供1,482伙，按月上升90.2%。當中包括華懋及港
鐵合作的何文田站瑜一第IC期（214伙）、中國海外發展
的啟德維港．雙鑽（702伙），以及由6大發展商包括恒
基、會德豐地產、華懋、新世界、中國海外、帝國集團合
作發展的啟德天瀧，提供566伙。其中瑜一第IC期已開
售、維港．雙鑽及天瀧預計於本月接力登場。
地政總署資料亦顯示，長實位於油塘東源街8號已命名為
The Coast Line，第一期設有228伙；雅居樂副主席陳卓賢
私人持有的大嶼山長沙嶼南道項目命名為珀曜，提供25伙。

KOKO MARE周六推售98伙
另外，復活節長假後，新盤再起動。會德豐地產旗下藍
田KOKO MARE落實本周六進行次輪銷售98伙，會德
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表示，今批發售98伙，
實用面積310至529方呎，包括39伙一房（開放式廚房）
單位、23伙兩房（開放式廚房）單位及36伙兩房梗廚單
位，若選用「120天現金優惠付款計劃」，折實價589.8
萬至1,109.7萬元，折實呎價17,708至23,965元，折實平
均呎價19,495元，其中95個（97%）單位折實價低於
1,000萬元。
星星地產主席及首席執行官陳文輝表示，元朗雨後迄今
累售145伙單位，當中約50%為一房（開放式廚房）單
位，約37%為兩房（開放式廚房）單位，約10%為開放式
單位，約3%為其他單位，而約83%的買家選擇建築期付款
計劃。項目已售的145伙單位共為集團套現超過9億元。

內地加強監管 兩地AI股反應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章蘿

蘭）港匯持續偏弱，再度觸及7.85的
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在本月第二度
出手接錢，在紐約時段承接38.07億港
元沽盤，令今日本港銀行體系結餘進
一步降至662.5億元。港股方面，恒指
在復活節長假後反覆造好，升幅曾一
度擴大至近420點，但高位缺乏承接，
全日僅升154點，收報20,485點，成
交1,270億元。內地傳出加強對人工智
能行業監管，但兩地AI股反應各異。
大市盤中回軟，主要與內地公布3月

份CPI及PPI等數據有關，內地最新通

脹按年升0.7%，創近1年半新低，按
月則跌0.3%，市場認為內地通脹偏
低，反映經濟仍欠動力，影響到投資
意慾。獨立股評人連敬涵表示，內地
通脹下降是中性消息，後市還需觀察
美國的相關數據，因為美國的通脹實
際上左右全球股市走勢。整體而言，
相信港股會繼續維持上落市格局，高
位可留意50天線，即近20,500點水
平，到底可否確認能突破及站穩。

恒指或回試20000點水平
輝立證券董事及資產管理基金經理

黃瑋傑則相信，港股近期連續兩次試
穿21,000點不果，料好友會暫時撤
離，淡友主攻下，恒指50天線應該難
守住，他個人估計，恒指將調頭向
下，回試2萬點，甚至 19,800 點支
持。
昨午傳出內地就生成式AI服務管

理徵求意見，加上美國也要求加強
對AI的監管，市場相信未來發展AI
的環境將會改變，AI的競爭也會加
劇。AI 概念股有沽盤出現，百度
（9888）跌 5.4%，美圖（1357）跌
5.8%。剛宣布推出AI軟件的阿里巴

巴（9988），升幅收窄至1.6%，失
守「紅底股」。

A股人工智能板塊反彈
不過，在A股方面，數字閱讀、數
據確權、虛擬數字人、ChatGPT等人
工智能概念昨日則全線回暖，ChatG-
PT概念整體漲近4%。
A股大盤昨日呈震盪整理態勢，滬

深三大股指漲跌互現，但板塊行情活
躍，文化傳媒、遊戲板塊逆市暴漲，
人工智能板塊勁彈。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3,313點，跌1點或0.05%；深成
指報11,877點，漲5點或0.04%；創
業板指報2,439點，跌4點或0.17%。
兩市共成交10,832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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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累疫情及加息致使過去3年新盤去貨緩慢，

新盤積壓嚴重，統計顯示，目前已批出但未發售

的新盤總數逾1.3萬伙，加上逾1.7萬伙貨尾，即

是有逾3萬伙單位可以隨時推售。早前有新盤為

求去貨已較對上一期開價低一至兩成的情況，

為讓樓市平穩發展，發展商亦放慢新盤供應。地

政總署最新資料顯示，今年首季共有1,162個單

位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按季大跌78.7%，為9

年來的按季新低。而截至3月共有42個住宅項目

待批預售樓花，涉及單位數目共有18,699伙，

按月下跌4%，連跌3個月，並刷新一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新盤積壓發展商放慢申預售
首季樓花申請1162伙 按季急跌78%

內地上月新增貸款3.89萬億勝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在需求回升、降準落地等因素支
持下，內地信貸和社會融資增長再超
預期。人民銀行昨日發布的統計數據
顯示，3月人民幣貸款增加3.89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多增7,497
億元，好於市場預期的3.16萬億元，
並創歷史同期最高紀錄。

居民信貸擴張仍乏力
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0.6萬億

元，同比多增2.27萬億元，同樣刷新
歷史同期新高，其中，住戶貸款增加
1.71萬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
加8.99萬億元。今年一季度，居民中
長期貸款僅增加9,442億元，低於去年
同期，顯示居民信貸擴張仍乏力。央
行數據還顯示，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
加15.39萬億元，同比多增4.54萬億

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9.9萬億元。
居民貸款在3月有所回暖。住戶貸

款增加12,447億元，同比多增4,900
餘億元，也大幅高於 1月、2月的
2,572億元和2,081億元。這是居民新
增信貸自2021年 3月以來首次重回
「萬億規模」。其中，短期貸款增加
6,094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6,348億
元。
企業信貸延續此前高增長勢頭，3

月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2.7萬億
元，同比多增2,200億元。其中，短
期貸款增加10,815億元，中長期貸款
增加20,700億元，分別同比多增約
2,720億元和7,250億元；票據融資延
續縮減趨勢，3月減少了4,687億元。

新增社融規模創新高
在信貸高增長的支撐下，一季度和3

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均創下歷史同期
新高：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
為14.53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2.47萬
億元；其中，3月社會融資增量為5.38
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7,079億元。3
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
3.95萬億元，同比多增7,211億元，是
社融的最主要支撐，但企業債券和政
府債券淨融資均不及2月。
3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12.7%，增速比2月末低0.2個百分
點，但比上年同期高3個百分點，仍延
續高位且好於市場預期；狹義貨幣
（M1）餘額同比增長5.1%，增速比2
月末低0.7個百分點，遜於市場預期。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指出，

一季度信貸投放保持了較快節奏，企
業貸款尤其是企業中長期貸款仍為信
貸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債券融資總體

旺盛，有助提振信心、加快寬信用進
程。在宏觀經濟景氣度提升、消費場
景和需求恢復、零售貸款價格下行的
拉動下，居民消費類信貸擴張以及經
營貸有所增加，居民按揭貸款也呈現
回暖跡象。
不過，專家分析，由於貨幣傳導機

制不暢等原因，企業信貸需求較旺，
居民加槓桿意願不強，尤其是3月中
下旬二手房成交明顯回落，市場對後
續開始觀望。一季度經濟恢復實現開
門紅，展現經濟韌性的同時也有隱
憂，包括外需下滑、房地產市場復甦
分化、居民收入預期不明等。由於當
前仍處於疫後經濟復甦的觀察期，政
策或還不必急於加力，預計信貸投放
將延續在高位趨緩，政策利率可能短
期保持穩定，為下半年政策調整預留
空間。

中銀香港：第二季宜續採防守性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3月銀行板塊發生個別風險事

件，但在美聯儲及瑞士央行果斷措施下阻止了
風險擴散，市場氣氛再度回穩，金融市場穩定
下來，美聯儲及其他央行繼續加息。然而，中
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產品部資深財富策略師高
耀豪認為，市場情況不會因此而徹底改變，因
為牛市並非因個別風險事件得以解決而出現，
應該是伴隨着經濟改善、通脹真正下行等的因
素才再現。
他指出，信貸市場緊張是加息周期中必然發
生的事情。因為緊縮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是透過
增加借貸成本從而降低經濟需求，借貸成本上
升最終會引起或多或少的信貸問題。於加息周
期末段，市場對壞消息的反應往往更敏感，3
月發生的個別風險事件令市場的風險情緒瞬間
上漲，便證明了這個情況。因此，投資者應繼
續採取防守性及低波幅投資策略。

債券牛市料於年內出現
踏入第二季，高耀豪認為，投資者應該關注
首先見頂及見底的美國國債類資產。由於債券
是利率相關資產，一旦開始加息會使債券價格
受壓進入熊市；相反，開始減息則會推高債券
價格而進入牛市。未來市場最大的關注點是衰

退風險，進一步加息將增加衰退風險，從而
提高對提早減息的預期，因此在這預期下，
債息難以大幅提升並且有下調壓力。
今年債券市場與去年有三個主要不同之

處：首先，債券利率遠高於加息周期之前，
債息已提供一定收益；其次，即使今年不開
始減息，也將是加息周期完結的一年；最
後，美國衰退風險隨着個別事件出現而增
加，減息的預期將支持債券價格的表現。
因此，在投資策略方面，高耀豪認為，去年

因通脹急升導致股債雙跌的情況應會改變，預
期債券牛市將先於股市牛市出現。投資者應該
逐步增持美國國債類資產，採取靈活配置長短
期債券策略可以受惠於今年的市場環境，並可
對沖股票投資組合風險，從而降低波幅。

A股有望受惠盈利上調
股票投資風格方面，高耀豪認為應藉債息反

彈時增加增長型板塊比例，預期當衰退風險上
升導致債息下行時，增長型板塊表現將優於價
值型板塊。投資市場不確定性仍然較高，投資
者應注意今年復甦中的中國經濟與正在收縮並
面對衰退的歐美地區，它們正處於不同的投資
時鐘階段，因此內地股市應受惠而表現優於成

熟市場。高耀豪預期今年在政
策帶動下，A股盈利在4月上
調的機會仍然較高。假設市場
其他因素不變下，A股表現將
會受惠於盈利上調。惟需注意盈
利並非影響股價的唯一因素，市場
氣氛與流動性均同樣重要。
商品方面，隨着美國經濟出現危機及衰退風

險上升，黃金的避險功能更為重要。以往黃金
通常在減息及衰退開始前上升，進入減息期及
衰退期後就會回落。因此，打算以黃金對沖風
險的投資者可多注意此節奏。至於油價將受到
經濟增長下行對需求的影響，以及OPEC＋減
產因素的影響，因此比較適合高沽低買的交易
策略，而非趨勢式長線持有策略。
外匯方面，高耀豪預期美元於季內將維持

偏弱的方向。主因是市場聚焦於美國衰退風
險上升帶來加息即將見頂及可能年中需要開
始減息的預期。然而，美元偏弱的趨勢應較
能反映於歐元、英鎊、瑞士法郎及日圓之
上，因為這些貨幣仍有進一步加息的空間，
存在息差優勢。至於日圓則需要視乎新行長
是否有意更改部分貨幣政策而定，但美國衰
退風險對日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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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述項目包括私人及資助出售房屋
資料來源：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綜合地政總署資料

◆◆劉嘉輝劉嘉輝

◆地政總署資料顯示，首季共有1,162個單位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按季大跌78.7%。

◆◆高耀豪高耀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