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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黃金周乏驚喜「銀十」開局平穩
期待後續政策放鬆 釋放市場剛性需求

中秋國慶假期(9月29日至10月6日)一線城市新房成交
城市

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
數據來源：中指研究院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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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外部地
緣衝突拖累風險情緒，美聯儲貨幣政策偏鷹派，內
地消費數據遜市場預期，多重因素下A股在四季度
首個交易日表現未盡人意，滬深三大指數均小幅下
探。滬綜指收市跌破3,100點關口，報3,096點，跌
13 點或 0.44%；深成指報 10,106 點，跌 2 點或

0.03%；創業板指報1,998點，跌5點或0.26%。兩
市共成交7,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
淨流出約75億元。

華為汽車概念股狂飆
隨着長假收官，「假期概念」板塊跌幅居前。海

口海關數據顯示，2023年中秋國慶8天假期期間，
海口海關共監管離島免稅銷售金額13.3億元。花旗
報告中稱，8天的日均銷售額較 2021 年國慶低
21%，一定程度上反映消費情緒疲軟。旅遊酒店重
挫6%、航空機場跌超過2%，中國中免A股收低
5.3%。金價連連下挫，珠寶首飾板塊跌超過3%。
房地產產業鏈低迷，房地產開發、房地產服務、裝
修建材、水泥建材等均收綠。
雖然大市低收，但明星板塊仍受到投資者強烈追
捧。華為問界新M7一躍成為汽車市場的爆款，訂
單量迭創新高，10月6日問界新M7單日大訂突破
7,000輛，上市25天（9月12日至10月6日）大訂超
過5萬輛，刺激華為汽車概念板塊整體高開逾2%，
之後一路上行，至收市板塊大漲5.3%。個股掀漲停
潮，其中美利信、英可瑞、博俊科技等華為汽車概
念股頂格升20%。整個汽車產業鏈亦受利好帶動，
汽車零部件板塊拉升3%，汽車整車板塊升近2%，
均跑贏大市。中國銀河證券分析，隨着華為自選車
模式得到市場認可，華為汽車產業鏈投資機會有望
不斷湧現，華為智艙、智駕領域將充分受益。
工信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文提出到2025年，智

能算力佔比達到35%，打造一批算力新業務、新模
式、新業態，工業、金融等領域算力滲透率顯著提
升，算力概念午後拉升。

多重利淡 滬A節後失守3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面臨債務危機的
碧桂園（2007），有內地傳媒報道指，該集團正考
慮近日公布境外債重組計劃。此外，有傳碧桂園下
周一（16日）將面臨兩筆合共6,680萬美元的境外
美元債利息到期，支付寬限期為30日，兩筆債券
分別於明年4月及2026年4月到期。碧桂園昨日收
報0.84港元，跌6.7%。
另外，碧桂園在其微信公眾號公布，截至今年9

月底，已累計交付房屋約42萬套，累計交付面積
約5,112萬平方米，交付項目涉及31個省份、235
個城市，部分項目提前交付。當中，安徽的羅馬世

紀城林語閣二期692套房屋正式交付；另外，固鎮
碧桂園今年第2批1樓180套房屋可交付，較合約
的交付期提前近一個月。

債權人要求恒大澄清監管形勢
同樣面臨債務危機的恒大（3333），上月取消債

務重組計劃的會議後，外電報道指，恒大債券持有
人特設小組已要求恒大澄清監管形勢和下一步行動
計劃，持有超過60億美元離岸公開發行票據的投
資者發聲明，批評恒大將持債人蒙在鼓裏，而且對
於境外債務重組計劃未能滿足監管要求，令境外債

持有人感到「驚訝」，並要求恒大與中證監和發改
委解決監管問題。恒大昨日跌12.7%，收報0.275
港元。
恒大境外債權人團體的聲明指，已多次提出要
求，惟恒大並未向債權人提供任何文件，而且恒大
在9月22日和9月24日的信息披露，非但沒能回答
問題，反而引發更多疑問。根據目前情況推算，預
期恒大將會在10月30日舉行的清盤呈請聆訊上被
清算。不過聲明同時指，債權人及其顧問「仍然願
意保持建設性」，並與恒大合作尋求一切方式解決
當前問題。

碧桂園美元債下周到期付息

◆滙豐中國收購花旗中國涵蓋內地11個城市
的個人財富管理業務。 資料圖片

滙豐購花旗內地
個人財富管理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滙控（0005）
旗下滙豐中國宣布，收購花旗中國的內地個
人財富管理業務，涵蓋在內地11個城市個人
財富管理客戶的投資理財資產及個人存款，
資產規模約36億美元，預計交易將於2024年
上半年完成。交易完成後，收購業務將融入
滙豐中國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並計劃
邀請花旗中國該業務相關員工加入滙豐的內
地團隊。滙豐中國行長兼行政總裁王雲峰
指，今次收購將提升該行的財富管理業務規
模，為進一步增長提供新動力。

資產規模約36億美元
王雲峰續指，內地是集團重要的戰略市場，
集團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有信心，集團將
透過深度參與市場開放、持續投入業務布局，
支持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滙豐中國作
為內地資產規模最大的外資銀行，累計獲批的
QDII境外投資額度在銀行同業中長期保持領
先，其私人銀行服務已拓展至6個主要城市。
花旗早在2021年4月宣布一項全球戰略調

整，退出包括內地在內的十餘個市場的個人
銀行業務。2022年12月，花旗宣布將逐步關
閉其內地的個人銀行業務，但不涉及其市場
領先的對公業務。
現時，在花旗已宣布將退出個人銀行業務
的亞洲、歐洲、中東和墨西哥的全球14個市
場中，花旗已完成了在澳洲、巴林、印度、
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泰國和越南8個市
場的個人銀行業務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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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華為問界新M7一躍成為汽車市場的爆款，刺激華為汽車概念
板塊大漲。 官網圖片

◆今年超級黃金
周，內地樓市交
易熱度不及預
期。圖為羅湖蓮
塘口岸一樓盤銷
售中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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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底以來，內地各大城市樓市刺激

政策疊出，業界普遍期待樓市再現「金九銀

十」。然而，從中秋國慶假期的交易數據來

看，市場並未大幅回暖，熱度不及預期，且

市場分化加劇；但從趨勢上看，新房、二手

房交易正持續修復。專家認為，新政刺激效

應逐步顯現，後續樓市政策仍存放鬆空間，

以進一步降低購房者負擔，促進剛需及改善

需求的釋放。

多家機構數據顯示，今年雙節超長「黃金周」
（9月29日至10月6日）期間，全國樓市成

交面積同比下降，且分化加劇，僅核心城市或成熟
區域熱度較高。中指研究院數據指，雙節假期全國
35個代表城市日均成交面積較2022年及2019年國
慶假期下降兩成左右；根據諸葛數據研究中心監
測，全國重點10城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612套，
較去年「十一」假期日均成交量上漲43.8%，但仍
處於近七年次低位水平。二手房方面，貝殼研究院
稱，重點50城日均成交量同比2022年國慶期間增
長3%，帶看量同比增長13%，二手房市場交易持
續修復。

穗滬新房交投明顯回升
廣州是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中調控放鬆力度最
大的城市，其黃金周表現較為突出。中指研究院統
計，在2023年國慶超長「黃金周」期間（9月29日
至10月6日），廣州新房成交面積為15.7萬平方
米，日均成交面積較2022年「黃金周」（10月1日
至7日）上漲129%。市場活躍度有明顯回升，但
同時市場分化趨勢明顯：限購政策放開後的番禺等
區域，市場成交要好於外圍區域，中心區域核心板
塊的熱度也將延續，但增城、從化、花都等外圍區
域市場成交仍維持較冷趨勢。
上海表現也不俗，在雙節假期實現新房成交12.3
萬平方米，日均成交面積較2022年「黃金周」上
漲159%。
北京是四大一線城市中最遲宣布「認房不認貸」

的城市。從北京住建委官方披露的數據來看，9月
29日至10月6日小長假期間，北京新房網簽套數共

計92套，二手房網簽數量為512套，比去年略高。
而根據中指研究院的統計，北京新房節假日簽約
116套、1.8萬平方米，日均簽約量較去年假期分別
下降48.2%和31.4。由於網簽數據相對滯後，從認
購情況來看，國慶期間北京新房認購654套、6.91
萬平方米，日均認購量同比分別下降 4.0%和
7.3%，表現相對平穩。

業界料政策仍具優化空間
業內普遍認為，7月底以來各地持續出台針對需

求端的樓市利好政策，從政策效果來看，市場並未
大幅回暖，熱度不及預期，一是由於今年國慶期間
強烈的出遊意願影響到各地購房需求釋放，二是後
續樓市政策仍存放鬆空間。中原地產市場高級研究
經理盧文曦稱，政策的利好雖然沒有剛落地時反應

那麼大，市場恢復平淡心態，但不可否認，政策對
需求釋放有作用。
中指研究院市場研究總監陳文靜指出，短期來

看，未來需求端與供應端政策均有優化空間，需求
端如核心城市降低首付比例、放鬆限購、優化普宅
標準等，供應端如支持房企盤活存量資產、支持盤
活存量閒置地塊、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等。而後續房地產市場恢復有賴於經濟復甦及居民
信心的恢復。
據香港文匯報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基本已全面

執行首套房「認房不認貸」政策。此外，多地明確
下調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房貸利
率，優化限購政策，不過當前仍有十餘個城市執行
限購等樓市限制性措施。整體來看，當前的政策力
度仍不及2014年的樓市寬鬆政策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節日期間大量市民外出旅遊，
加上買家對市場持觀望態度，今年中
秋和國慶8天超級黃金周，深圳新房
成交創出歷史新低。中指研究院日前
發布的數據顯示，9月29日至10月6
日的黃金周假期，深圳新房成交僅
336套，日均42套，日均成交面積較
去年黃金周期間同比下降了46%。與
此同時，9月份深圳新房庫存總面積
近500萬平方米、超過5萬套，創出歷
史新高。

「黃金周」日均成交42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中秋國慶期間採
訪多個樓盤獲悉，儘管多家開發商打
出備案價八成、八五成甚至送一成首
付等策略，但是效果仍欠理想。在蓮
塘口岸附近京基御景天巒府現場看
到，儘管其打出八五折優惠，115平
方米三房還送一成首付，但前來看樓
的客戶仍是稀稀落落。以往黃金周過
後一些優惠會被取消，但是該樓盤目
前仍保持相應的優惠。美聯物業全國
研究中心總監何倩茹表示，今年黃金
周深圳樓市承接了9月下半月以來的
弱市，加上大量市民外遊，成交不理
想是預料之中。
儘管深圳8月底出台了「認房不認

貸」新政，但樓市仍然是低迷。樂有
家研究中心數據顯示，9月深圳新房
市場全市網簽成交2,076套一手住宅，
環比下跌6%。由於銷售不暢推高了新

房庫存，9月深圳庫存總面積接近500萬平方
米、超過5萬套，創出新房庫存歷史新高。未來
如果沒有更多有效措施刺激市民購買慾望，深圳
的新房去化周期很可能從當前的17個月上升到
20個月以上，甚至更高的水平，這將帶來更大
的市場壓力。
何倩茹表示，國慶節前夕，深圳分別下調了首
套房及二套房的房貸利率，相信會給市場帶來實
際性的利好，而且相關部門也會根據市場的變化
繼續出台寬鬆政策。因此對於10月份，她個人
仍然對市場保持比較樂觀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