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全力拚經濟、謀發展，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目標包括繼續吸引更多海外

內企業落戶香港或擴展香港業務；積極發展「總部經濟」，吸引企業到港設立總部或分部業務，把海外企

業引進來、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投資推廣署署理署長蔣學禮表示，今年前10個月，投資推廣署已協助

333家來自內地及全球企業落戶香港，同比增長30%以上。全球知名的中國工程機械製造商徐工集團，以

及內地知名餐飲品牌和府餐飲，近期已在港投資落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昨日在江蘇南通舉行的「蘇港合作—利用香港開拓海
外新商機」研討會上，徐工香港財資管理公司總經

理顧世英透露，今年9月底，集團已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
（CTC），集中管理集團在全球各地關聯公司的資金、
融資、匯兌、投資等業務，以提升集團整體財務、運作
效益並管理金融市場風險。

徐工設置財資中心管理資金
徐工集團是全球知名工廠機械企業，目前位居國內行
業第1位、全球行業第3位，旗下擁有40多家海外子公
司，產品銷售網絡覆蓋190多個國家及地區，年出口突破
20億美元。顧世英表示，香港擁有背靠內地和「一國兩
制」的獨特優勢，徐工集團選擇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
就是希望以香港為「跳板」，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進一步拓展全球業務。

和府首家餐飲門店下月開張
此外，江蘇和府餐飲管理公司董事長李學林亦稱，公
司已在香港組建團隊，12月將開設第一家餐飲門店，隨
後將在港大規模擴張，並希望以香港為節點，進一步布

局東南亞市場。同時，公司也已啟動在港上市計劃。
「我們前期調研後，對香港市場很有信心。」
和府餐飲是內地快速崛起的餐飲品牌，旗下「和府撈

麵」至今已在60多座城市開設400多家門店，擁有超
1,000萬會員。除餐飲外，公司還涉及農副產品、零售等
業務。李學林說，香港是國際投融資中心，和府餐飲希望
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在港建成管理中心、結算中心和供
應鏈中心，並利用香港投融資平台進行海外投資併購。

蔣學禮稱30重點企業擬投資
投資推廣署署理署長蔣學禮指出，截至去年底，共有

2,114家內地母公司在香港設立公司（地區總部，地區辦事
處等）。今年通關復常後，內地及海外企業赴港投資布局
的意願大幅上升，目前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已接觸超過200
間重點企業，當中30間正計劃落戶香港或在港擴充業務。
南通市副市長李玲表示，希望借助香港巨大創造力和

發展活力，幫助更多南通企業走進香港、走向全球。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經濟部貿易處署理負責人陳佳蓉表
示，希望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更加充分了解香港的營商
環境與融資政策，加快「走出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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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戶香港企業首10月勁增三成
投推署助333企進駐 徐工和府餐飲南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預計香港今年經
濟增長超過3%，較政府年初預測增
長範圍3.5%至5.5%，及於8月修訂至
增長4%至5%都要低。渣打銀行（香
港）昨亦調低今年香港經濟全年增長
預測，由4.3%下調至3.3%。至於明
年增長預測亦由3.6%降至2.9%。不
過，最新的今年第四季「渣打香港中
小企領先營商指數」調查顯示，儘管
本港經濟受外圍環境挑戰，但中小企
業對本季度香港經濟仍持較樂觀的態
度。
渣打銀行（香港）大中華區高級經
濟師劉健恒昨指出，受外圍經濟不明
朗因素拖累，加上港人前往內地與海
外消費增加，削弱本地消費增長動
力。由於息口高企及外部因素繼續不
明朗，加上內部經濟亦表現參差，今
年第三季香港經濟增長只有4.1%，而
本港首三季GDP增長更只有2.8%，
若果本港全年經濟要達至該行早前預
測的4.3%目標，意味第四季經濟要升
逾 7%才可以達標，但在目前環境
下，要達成相關增長率相當困難。

上季零售表現呈最大落差
劉健恒續指，本港第三季經濟增長

遜預期，主要體現在投資、出口及消
費三方面。由於市場憂慮內地經濟復
甦步伐較預期慢，故在投資方面較
弱。至於第三季香港出口表現亦是相
當疲軟，但最大落差是零售表現，由
於不少港人到內地或海外消費，加上
香港樓價及股市下跌，導致出現負財
富效應，因此令本港整體內需消費表
現較預期差。

劉健恒：港經濟仍在復甦之中
不過，劉健恒同時強調，雖然該行
調低今明兩年香港GDP增長預測，但
香港經濟仍在復甦之中，未有改變。
另一邊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創
新總監張梓昌昨表示，政府在剛發表的
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刺激香港經濟增長
的措施，包括成立電子商貿發展專責小
組、在電商平台舉辦「香港購物節」
等，協助香港中小企拓展內地電商業
務，有助提升香港品牌的知名度、拓展

內銷市場，為營商環境提供支持。
此外，該局昨公布今年第四季「渣
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調查顯
示，最新綜合營商指數微升 0.9 至
47.6，但仍低於50的中性水平線。其
中，「環球經濟」分項指數自今年第
二季起持續下跌，最新跌至34.6，累
計錄得13.7的跌幅，反映企業繼續受
外圍環境挑戰；「盈利表現」「營業
狀況」和「招聘意向」分項指數則有
不同程度上升，顯示企業對本季度生
意情況仍有期望。

92%企業維持或增加投資
綜合營商行業指數方面，11個主要

行業中，多數行業指數有不同程度上
升，其中「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升
幅最高。而「地產業」「建造業」和
「零售業」錄得較大的跌幅，「零售
業」指數更下跌至今年第一季水平。整
體投資趨勢方面，92%受訪企業表示會
在本季度維持或增加投資，與上季度
持平。
張梓昌指出，經歷上季回落後，本季
指數錄得輕微升幅，反映香港中小企業
整體營商氣氛有所改善。行業方面，多
數行業指數錄得上升，顯示香港中小企
業對業務前景保持樂觀。而「零售業」
指數持續下跌至今年第一季水平，反映
香港居民的消費意願並未相應增強。
此外，調查期間還進行香港中小企
業明年部署及發展方向的專項調查。
結果顯示，「經濟環境較預期差」將
會是香港中小企業在明年面對的首要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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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促進局張梓昌(左)與渣打劉
健恒公布「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
指數」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上市公司的
質量對投資氣氛與市場表現有重大影響。致同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針對香港上市公司面對
欺詐指控及停牌的研究結果顯示，本港長期停
牌公司數目有下降趨勢。截至今年8月底止一
年，本港停牌逾3個月的上市公司按年下跌約
兩成至100間，較去年的123間及前年的112
間有所減少。另外，今年復牌公司數目按年上
升77%至55間。

遭指控涉欺詐個案比例倍增
致同中國法證調查服務主管合夥人湯飈昨表

示，上市公司五大避免停牌的法則，包括委任
經驗豐富及具良好往績的專業人士、處理核數
師的關注問題以發出審計報告、進行適當的外
部及內部調查、進行適當的內部監控調查及解
決管理誠信問題。

惟另一方面，該行表示今年上市公司被監管
機構指控欺詐的個案比例由去年的15%大增逾
一倍至今年的31%，有關公司亦多為市值少於
10億元的小型上市公司。湯飈昨表示，個案比
例大升，估計監管機構近年大力打擊「唱高散
貨」騙局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監管機構對上市
公司的關注點包括董事行為不當、挪用資產及
資產負債表外的爭議。
此外，根據致同報告，今年被核數師指控欺
詐的個案比例由去年的58%大幅下跌至37%，
但核數師的挑戰仍是公司停牌的最主要觸發點，
比例高達56%。湯飈指出，核數師今年最為關
注的問題是交易的商業理據，包括收購合同、買
賣固定資產、支付按金及減值等等。在其他持份
者揭露公司欺詐的個案方面，被股東或管理層指
控公司欺詐的個案今年佔27%，按年上升6個百
分點，而由股東或管理層觸發停牌的個案比例更

大幅上升14個百分點至35%，其主要關注點為
董事行為不當及未披露交易，當中多涉及告密者
的線索。
另外，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最近亦促請上市公
司的審計委員會考慮委任法證調查會計師，以
解決管理層與核數師之間的分歧。

港長期停牌公司減少兩成

◆致同湯飈(左)指，核數師今年最為關注的問
題是交易的商業理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受美
國國債孳息率上升與美元強勢所拖
累，港股在連續3個交易日上升後，
於昨日表現回軟。恒指昨早低開116
點後持續下跌，最多曾跌307點，低
見 17,658 點，再次回落至 50 天線
（17,762點）以下，最終收報17,670
點，跌296點或1.65%。大市成交縮減
至896億元。至於國指收報6,087點，
跌94點或1.54%。恒生科技指數收報
4,055點，跌42點或1.04%。

新經濟股疲軟 京東跌2.24%
多隻新經濟股昨日表現疲軟。阿里
巴巴（9988）收報83.15元，跌2%。
騰 訊 （0700） 收 報 308.6 元 ， 跌

1.28%。美團（3690）收報115.5元，
跌 1.45%。京東集團（9618）收報
104.6 元，跌 2.24%。不過，小米
（1810）逆市升1.8%，收報15.82元。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

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恒指
短短數天內曾經急升逾千點（以11月
1日盤中低位16,979點，以及11月6日
盤中高位18,037點計算），因此昨現
調整實屬正常現象。
展望後市，他預料若恒指短期內能

夠重上及企穩於50天線（17,762點）
以上，後續表現仍會較為良好。不過
他同時指，現時恒指基本面仍較疲
弱，建議現時有意入市的投資者不要
盲目大舉入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經過周一升市
後，滬深A股昨日回調。上證綜指早盤曾跌0.5%，10月進
口同比增速大幅超出預期，指數隨之有所企穩。截至收
市，滬指報3,057點，跌1點或0.04%；深圳成指報10,056
點，跌 15 點或 0.15%；創業板指報 2,022 點，跌 9 點或
0.47%。兩市共成交9,930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淨流出46億元。
有市場消息稱，因算力需求旺盛、供給緊張，阿里雲官
網已經暫停A100服務器出租業務。算力概念股整體飆近
4%，新易盛、中貝通信、高新發展、鴻博股份等多股衝至
漲停，東數西算概念跟漲3%。人工智能板塊領漲，中證人
工智能主題指數收升1.8%。
大金融板塊走勢分化，證券股續升，但保險、銀行股均
飄綠，保險股領跌兩市，重挫2%。

A股回調
算力概念股飆

美債息升拖累 港股跌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外匯儲備規模
連續三個月下降。國家外匯管理局昨日發布數據顯示，受匯
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影響，10月中國外匯儲備延續
下行趨勢，較9月末減少138.46億美元至31,012.24億美元，
為今年以來最低。外匯局表示，10月受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
預期、宏觀經濟數據、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上
漲，全球金融資產價格總體下跌。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
等因素綜合作用，當月外匯儲備規模下降。

美匯上漲 折算成賬面損失
10月美元指數漲0.3%，主要非美貨幣中僅盧布、瑞郎等上

漲，其餘普遍下跌。外匯專家趙慶明指出，10月外匯儲備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匯率折算造成的賬面損失，當月美元匯率整
體上漲，日圓、歐元、英鎊等主要貨幣對美元都有所下跌；
同時，全球債券價格10月有所下跌，反映到外匯儲備的賬面
上體現為賬面損失。總體看，中國外匯儲備仍穩定在3.1萬億
美元。
外匯局強調，中國經濟保持恢復向好態勢，經濟發展的基
本面沒有改變，有利於外匯儲備規模繼續保持基本穩定。
在人民幣匯率方面，美元指數高位震盪，國內主要經濟數
據呈向好態勢，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呈窄區間波動，當月微貶
0.2%左右。展望年底人民幣匯率走勢，建行金融市場部指
出，前期國內穩增長政策密集出台，今年有望完成5%全年經
濟增長目標，預計經濟增長動能持續回升，為人民幣匯率提
供有力支撐。隨美聯儲此輪加息步入尾聲，美債收益率有
望逐步衝高回落，人民幣匯率外部壓力將邊際改善，匯率保
持穩定有堅實基礎。

連續12個月增加黃金儲備
同日公布的黃金儲備數據則顯示，中國連續第12個月增加
黃金儲備，10月末黃金儲備為7,120萬安士，較9月末增加74
萬安士。過去12個月，中國央行黃金儲備累計增持規模達
856萬安士。今年以來，中國央行累計增持黃金約608萬安
士，為全球最大黃金買家。
仲量聯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龐溟表示，黃金具有避險、
抗通脹、長期保值增值等屬性，在國際儲備組合配置中增加
黃金儲備，有利於動態平衡國際儲備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
益性。

◆參加「蘇港合作—利用香港開拓海外新商機」研討會嘉賓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中國外匯儲備三連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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