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滙控
（0005）今日(30日)將公布今年第三季（Q3）
業績，市場高度關注集團管理層屆時給予
的最新營運、派息及股份回購指引，以及
涉及部分內地房企信貸風險敞口及貸款撥
備情況。受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英國基準
利率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同時上升，以及
港股表現與成交波動等多項因素影響，有
投行估計，滙控今年三季度列賬基準除稅
前利潤或下跌5%，摩根士丹利估計滙控
將宣布額外回購20億美元股份。

將宣布額外回購20億美元股份
摩根士丹利及中金分別預期滙控今年第

三季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分別達82.98
億美元及 87.51 億美元，按季分別下跌

5.4%及0.2%。此外，摩根士丹利及中金均
預料滙控2023年第三季每股將派季度股息
0.1美元。當中摩根士丹利更預計滙控將宣
布額外回購20億美元股份。由於滙控今年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17「保險合約」
（IFRS 17）的會計安排，將令去年同期
基數重列，而各券商對重列去年同期基數
的預測不盡相同，因此本文不會提供不同
券商的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按年變幅預
測。
摩根士丹利料滙控第三季淨利息收入
89.61億美元，按年升4%；撥備為12.63億
美元，按年升26%；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為82.98億美元。該行料滙控每股派季度
股息0.1美元。此外，該行料滙控截至9月
底止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維持於

14.7%。該行料滙控的信貸質量將繼續保
持穩定，至於資本回報表現則仍是市場其
中一項關注重點。

中金：與內房相關撥備或增加
中金預計滙控第三季列賬基準除稅前利
潤達87.51億美元；料第三季淨利息收入
93.82億美元，按年升17%，基於加息周期
接近尾聲，該行預計滙控淨利息收入或在
第三季見頂，估計第三季淨息差為1.7%
（較今年第二季收窄2個基點）；該行預
期受高利率影響股市及風險胃納影響，滙
控手續費收入表現環比料無明顯改善，交
易業務按季及按年均有所下行。該行亦預
計滙控季度撥備達10.7億美元，其中對部
分內房企業的敞口或存在評級下調風險，
預計與內房相關撥備或會進一步增加。此
外，考慮到高息環境下銀行盈利能力較長
且規模增長緩慢，該行料滙控可保持較強
資本補充能力，支持進一步股份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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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考驗萬七 聚焦3大因素
外圍跌打擊氣氛 短期難擺脫尋底格局

港ADR上周五於美國表現
股份

滙控(0005)

騰訊(0700)

友邦(1299)

建行(0939)

阿里巴巴(9988)

小米(1810)

美團(3690)

網易(9999)

京東(9618)

比亞迪(1211)

ADR
收(港元)

57.42

288.51

68.02

4.51

80.97

13.22

111.02

167.02

100.30

241.66

較上周五
港股變化(%)

-1.08

-1.46

-0.99

-1.04

-1.74

-2.24

-1.75

-1.35

-1.08

-1.68

據指，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分別在1997年11
月、2002年2月、2007年1月、2012年1

月和 2017 年 7月曾召開，今次召開會是第 6
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屬於最高規格會議，參
會者除了中央領導班子外，也包括相關部門和
機構負責人、地方領導等，會議往往對後續金
融發展改革提出重要部署。回顧港股跟全國金
融工作會議的關係，如果會議前下跌，會議後
一般可以回穩甚至反彈；如果會議前一直造
好，會議後升浪亦可以延續下去。

關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除上述因素

外，市場也憧憬人行在年底前再次「降準」，向
市場釋放更多流動性，相信會進一步刺激股市表
現。走勢上，恒指已跌進價值水平，但目前未能
擺脫尋底格局，以技術走勢而言，港股有望在
15,700至16,700點範圍內覓得底部。但他強調，
目前大市最重要還是看成交量來決定，如果現時
大市能夠出現有效放量成交的話，相信恒指便已
經完成尋底。
至於短線走勢方面，恒指反彈暫受制於10天

和 20 天線，現分別處於 17,394 點和 17,483
點，50天線(17,848點)則是重要阻力位。葉尚
志認為，大市若要真正扭轉頹勢，始終要看內
地有否重大利好政策出台，他觀望全國金融工
作會議結果。若A股出現急升，港股成交也配
合，第四季港股將會重拾升軌。

憧憬「習拜會」觀望美議息
此外，葉尚志稱，美國第三季GDP增長好
過預期，所以本周四凌晨公布的議息結果，將
是後市焦點所在。如果美國不加息，人民幣將
偏強，亦有利中資股的估值。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外長王毅訪美，不排除中美領導人在
APEC峰會上舉行雙邊會議，這同樣是市場所
關注的。事實上，自2017年至今，中美領導
人已5次面對面會議，港股在會面前都巧合上
升，所以若「習拜會」能成功舉行，人民幣也
走強，港股在年底前很大機會回勇。
個股方面，投資者需留意恒大(3333)今日於

高等法院舉行的清盤呈請聆訊。據彭博報道，
若清盤令發出，這家全球負債最重的開發商將
要清盤，法院將任命清盤人，並從主席許家

印、董事和管理層手中，取得恒大的控制權，
以作出重大業務決策。目前內房企業及全球債
權人都密切關注這場聆訊的結果，因為將為其
他內房企業提供案例。雖然恒大仍可就清盤令
提出上訴，但已不能阻止清盤步驟進行。

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美國企業

業績也好壞參半，道指及標普

500均下跌，其中道指更創7個月

收市新低，陷入技術調整區。在

美國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ADR)亦

全線向下，按比例計算，今日恒

指要低開約230點或1.4%，甚至

有機會下試17,100點水平的支持

力度。市場人士認為，即將踏入

的11月，會有3大因素左右港股

走向，包括美國11月1日的議息

結果、美國債息率的走勢、「習

拜會」會否在APEC峰會

上舉行，以及內地將召開

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有

關會議更會直接影響A股

與港股年底至明年初走

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周紹基 恒指上周升22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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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新聞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3年10月30日（星期一）

2023年10月30日（星期一）

B1 ◆責任編輯：樓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國人民銀行近
日發布的今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要聚焦貿易
投資便利化，加快金融市場向制度型開放轉變，同
時提高政策便利性和可操作性，更好滿足經營主體
在跨境貿易投資活動中的人民幣使用需求。將繼續
完善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供給機制，豐富香港等
離岸人民幣市場產品體系，促進人民幣在岸、離岸
市場形成良性循環。報告並指出，將進一步推動
「熊貓債」市場發展，提升國內債券市場的廣度和
深度，繼續穩步有序推動債券市場高水平雙向開
放，不斷優化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政策環境。

截至今年8月底，境外主體在境內累計發行「熊
貓債」434隻，累計發行規模為7,402.2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去年境外主體在境內發行規模為
850.7億元，今年首8個月的境外主體在境內發行規
模為1,060億元，按年增長58.2%。
央行報告指出，境內「熊貓債」市場呈現數個特

點：第一是銀行間市場為主要發行場所，去年銀行
間債券市場發行規模為825億元，佔發行總規模的
97%，今年首8個月該比例為96.9%。第二是非金
融企業發行意願增強，去年，境外發行主體中非金
融企業發行主體佔比為80%。今年首8個月延續了

該趨勢，佔比上升至89.7%。

市場內生動能增強 交易更活躍
報告並指出，近年來，離岸人民幣市場內生動能
進一步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2022
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管局將貨幣互換協
議升級為常備互換安排，為離岸人民幣市場提供更
加穩定、長期限的流動性支持。支持香港金管局、
新加坡金管局常態化使用人民幣互換資金，充實離
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離岸人民幣市場交易更加活
躍。截至2022年末，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餘額

為1.5萬億元，處於歷史高位。
今年2月，中國證監會發布規定支持境內企業境

外發行股票上市使用人民幣分紅派息，香港交易所
推出「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為發行人和投
資者提供港幣和人民幣計價股票選擇。內地與香港
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合作業務正式開通，全球投
資者獲准進入在岸衍生品市場對沖利率風險。
報告還指出，國際清算銀行（BIS）調查顯示，
近三年來人民幣外匯交易在全球市場的份額由4.3%
增長至7%，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五位，成為市
場份額上升速度最快的貨幣，顯示離岸主體更多使
用人民幣進行匯兌和風險管理。人民銀行表示，將
繼續完善離岸市場人民幣流動性供給機制，豐富香
港等離岸人民幣市場產品體系，促進人民幣在岸、
離岸市場形成良性循環。

人行：完善離岸人民幣流動性供給機制

大摩料滙控Q3按季稅前少賺半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競文）由中山
大學香港校友聯合會舉辦的「粵港澳大
灣區論壇」昨日在香港舉行。香港交易
所董事總經理兼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
曙松出席論壇時表示，新經濟公司已
經成為香港交易所上市融資的主導力
量，香港的新股集資總額於14年內7
次全球奪冠，由2018年至 2022年期
間，IPO集資額佔比最高的三大行業分
別為資訊科技佔29%、消費佔22%、
醫療保健佔19%。
他說，多領域的上市制度改革塑造
了香港資本市場的新經濟生態，例如
是與生物科技相關的第18A章節，促使
香港成為全球領先的醫療健康集資中
心，令到其生態圈不斷完善，自第18A
章節生效以來，醫療健康IPO有119
家，總募資超過2,704億元，與18A章
節相關的公司IPO有60家，總募資超
過1,179億元。另外，醫療健康行業新
股集資額以生物技術及藥品為主，分
別佔44%、30%。

上市制度系列改革增吸引
此外，談及近期香港上市制度的改
革時，巴曙松指出，香港在推動新經
濟融資方面作出一系列制度創新措
施。自2014年起，推出互聯互通，允
許內地投資者購買香港合資格股票，

並允許國際投資者購買在內地上市的合資格A
股；自 2018年起進行上市制度改革，其中有
《上市規則》第18A章，以及有吸引高增長、
創新產業公司的第8A章和第19C章。至於近期
的創新措施，自2022年起，完善海外發行人的
上市制度，例如第18B章的SAPC上市制度、第
18C章的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以及近期的港
幣及人民幣雙櫃台等。
他續指，與不同投票權相關的第8A章節，促
進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登陸香港資本市場，以8A
章節完成上市的企業有12家，總募資超過1,742
億元，例如有美團（3690）、快手（102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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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表示，多領域的上市制度改
革塑造了香港資本市場的新經濟生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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