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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致辭表示，香港廣州婦聯總會的成
立，不僅增強了婦女的凝聚力，也為推動

社會的進步與和諧作出了重要貢獻。祝願新一屆
會董會能繼續集結女性力量，與各界攜手並進，
共同推動婦女發展和參與社區活動，攜手共創美
好明天。
龔紅在致辭中指，廣州市婦聯積極發揮地緣優
勢，不斷深化灣區城市群婦女組織和社會公益組
織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期待新一届會董會充分發
揮愛國愛港婦女社團力量，廣泛團結全港各界婦
女，在更多的領域、更廣的範圍、更深的層次融
入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為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國家貢獻巾幗力量。
香港廣州婦聯總會會長黃少玉致辭表示，香港
廣州婦聯總會是由廣州市愛國、 愛港、愛穗的
婦女精英組成，宗旨為擁護「一國兩制」 和
「港人治港」，支持香港基本法及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壯大愛國愛港力量；總會致力於團結廣大
婦女，廣泛聯絡穗港澳台及海內外各界婦女，增
進愛國婦女之間的友誼。未來，總會將積極把握
時代脈搏，牢記使命，帶領廣大婦女姐妹投身於
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各項社會事務，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廣州婦聯總會執行會長顏寶雲致謝辭，感
謝社會各界及總會成員的支持參與，讓婦總能夠
充分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為推動穗港兩地婦女兒
童發展工作貢獻力量。她堅信在新一屆會董會攜
手努力下，總會必將繼續團結引領穗港各界婦女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香港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譜寫穗港兩地高質量發展
新篇章。
典禮上，主禮嘉賓們先後向會長、執行會長、

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常務副會長等架構成員頒
發了委任狀。

今年是嶺南藝壇奇人鄧芬誕辰130周年，逝世60周
年的日子。集古齋聯袂鍾氏藝術將所藏鄧芬畫作及其
省港澳師友作品一同籌集展出，以作紀念。展覽於10月
21日開幕，假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中商大廈集古齋舉行。
鄧芬字誦先，號曇殊，祖籍南海，幼承庭訓，聰慧

異常，詩詞歌賦過目不忘；天才橫溢，擅書畫外，更
精於詩文、曲藝及雕刻，對中國傳統藝術有極大貢
獻，為近現代廣東畫壇之代表人物之一。此次展覧精
選畫家早中晚各時期作品，展示畫家一生創作的歷
程。當中展品《江鷗圖》《殘荷翠羽》是畫家早年作
品，《江鷗圖》曾於1929年上海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
會中展出，而《殘荷翠羽》則曾於30年代遠赴巴黎參
展，此次同場展出，尤為難得。
1923年，鄧芬與趙浩公、盧振寰等於廣州創立「癸

亥合作社」，成為廣東傳統國畫
派的核心，對省港澳國畫壇影響
深遠。這次展覽除收集了鄧芬畫
壇師友如易大廠、葉恭綽等之作
品外，也有不少癸亥合作社成員
的作品，如趙浩公、羅艮齋、盧
振寰、張谷雛、盧子樞等。另外
尚有鄧爾疋、簡琴齋、羅叔重、
沈仲强、區季謀、李鳳公、張祥
凝、李研山、司徒奇、劉秉衡、
伍彝生等，皆為畫家師友。弟子張韶石、陳丙光等之
作品也同時展出，以饗眾愛好。此外，展覽試圖以幾
位藏家為軸，展示出畫家之間有關連的朋友圈，如馬
賓甫、吳偉佳和張君華等。

建湖旅港同鄉會成立儀式暨第一
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日前（10月 19
日）在深圳隆重舉行。鹽城市委統
戰部副部長王峻松，市港澳辦四級
調研員劉國中，建湖縣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王茜，縣政協副主席、文
廣旅局局長徐守忠等領導；全國政
協委員、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姚
茂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上海浦
東聯誼會會長樊敏華，前香港立法
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永遠
榮譽會長楊耀中，江蘇省駐深圳辦
副主任蔣凱淵，鹽城市政府駐深圳
辦事處主任薛友祥，江蘇省駐香港
經貿代表袁明等嘉賓，與旅港鄉親
120餘人出席了慶典。鹽城市政協
委員、粵港澳大灣區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喬澎當選首屆會長。
王茜在致辭中，向與會嘉賓介紹
建湖的歷史人文、發展情況，希望
建湖旅港同鄉會成立以後，始終堅
持將「愛國愛港愛鄉、搭建橋樑、
聯誼鄉親、服務鄉梓、回饋家鄉」
作為工作宗旨，持續為維護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深化湖港兩地交流合
作、助力建湖高質量發展作出新的
更大貢獻。
喬澎致辭表示，該會同仁將始終
旗幟鮮明愛國愛港，始終胸懷「國
之大者」、厚植家國情懷，大力弘
揚愛國愛港精神，廣泛凝聚各界愛
國愛港人士，不斷擴大團結面，壯
大愛國愛港陣營，為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行穩致遠發揮積極作用。
隨後，劉國中宣讀了市港澳辦賀

信。姚茂龍及王峻松分別在致辭
中，希望建湖旅港同鄉會發揮價值
與作用，積極牽線搭橋，為促進湖
港兩地的互聯互通多作貢獻；期盼
建湖旅港同鄉會進一步團結引導廣
大鄉親和香港各界人士，堅決維護
「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繁榮穩
定，全力推進兩地交流合作與和諧
發展。

建湖旅港同鄉會深圳正式成立

●王峻松（右）為喬澎（左）頒發
會長聘書。

●鄧芬作品之一：
《仕女圖》。

鄧芬及其師友紀念展於集古齋舉辦

香港廣州婦聯總會日前
（10 月 21 日）假尖沙咀
Hotel ICON唯港薈隆重舉辦
「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5周年暨香港廣州婦聯
總會第二届會董會就職典
禮」，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
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廣
州市婦女聯合會主席龔紅，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協調部副部長李玲，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一級巡視員劉國
強，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曼琪，全國政協委員顏寳玲、蔡黃玲玲，香港廣州
社團總會主席張廣軍，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等應邀出席並主禮，場面溫馨熱鬧。

香港廣州婦聯總會第二屆會董會就職典禮圓滿舉行

●主禮嘉賓與新屆會董會成員大合照，場面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發布的「人民幣追蹤月度報告和
數據統計」顯示，若以支付金額計，9月人
民幣國際支付比例較上月下跌1.08個百分點
至3.61%，結束連續10個月人民幣國際支付
比例處於4%以上的勢頭。

全球排第5 下跌1名
在基於金額統計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中，
人民幣於國際貨幣中支付比例排名下跌1名至
全球第五大最活躍貨幣的位置。至於美元佔
47.01%，按月雖跌2.06個百分點，但仍排第
一位；排第二的歐元佔22.56%，增0.98個百
分點；英鎊佔7.41%，增0.91個百分點，排第
三；日圓增0.29個百分點至4.27%，排第四。
與8月相比，人民幣支付金額總體減少
23.55% ，而同時所有貨幣支付金額總體減
少0.67%。若撇除歐元區的國際支付，人民
幣國際支持比例則以2.57%排全球第六，僅
次於加拿大元（3.04%）、英鎊（5.24%）、日
圓（6.02% ）、 歐 元（12.96% ）及 美 元
（57.91%）。
若以全球貿易融資貨幣而言，人民幣9月

排名下跌1名至第3位，市佔率按月跌0.29
個百分點至5.66%，分別低過歐元的5.7%及
美元的83.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10月官方製造業PMI錄得50.1，升至景氣區
間，滬深股市昨日逾3,500股飄紅，三大指
數齊升。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宏觀高級研究
員羅奐劼分析，隨着一攬子刺激政策的出台
和實行，官方製造業PMI時隔半年重回擴張
區間，為第四季經濟加快增長開了個好頭。

教育及光伏設備股漲4%
昨日收市，上證綜指報3,279點，漲13點
或0.42%；深圳成指報10,591點，漲60點或
0.57%；創業板指報 2,164 點，漲 12 點或
0.6%。兩市共成交22,173億元人民幣，較前
一交易日放大兩成。盤面上，多元金融股漲
超6%，教育、光伏設備股漲4%，半導體、
房地產開發、房地產服務、風電設備股漲超
3%，均位居升幅榜前列。
整個10月計，滬指累計下跌1.7%，深指
月漲0.58%，創業板指月跌0.49%。

業界憧憬利好政策出台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指，當
前大盤正處於第二波行情蓄勢階段，市場關
注將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召開之後
可能會推出的國債發行規模，料將成為推動
第二波行情啟動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為，作為經濟的「晴雨表」，股市往
往能夠提前反映經濟的變化，因此市場對經
濟回升的預期，足以引發第二波行情。「在
當前市場出現震盪調整的時候，建議大家保
持信心和耐心，堅信將有更多利好政策出
台，直到經濟數據出現改善。」

國際支付佔比
人民幣回落至3.61%

PMI回復景氣
A股見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本周一(28日)官宣公開
市場買斷式逆回購操作工具後，昨日公告10月作出首
次操作，規模為5,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期限
六個月（182天），但未公布操作利率。人行公告指
出，上述操作意在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以
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方式開展。
繼推出臨時正/逆回購、國債買賣等工具後，人行進

一步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10月28日宣布即日起啟用公

開市場買斷式逆回購操作工具；相比之前以國債和政策
性金融債為主的質押回購標的，此次回購標的涵蓋信用
債，有望緩解質押品凍結對機構流動性監管指標構成的
壓力。日前分析人士認為，央行此舉定位為流動性投放
工具，豐富流動性管理工具箱的同時，將有效對沖年底
中期借貸便利（MLF）的集中到期；而人行操作工具的
多元化，亦將帶動全市場買斷式回購業務發展。
買斷式逆回購與現有的質押式回購工具的不同有兩

點：債券的所有權不同，以及招標方式不同。質押式
回購中，債券的所有權不會轉移；買斷式逆回購中，
債券的所有權出現轉移，逆回購方可以出售債券。招
標方式不同，買斷式逆回購採用固定數量、利率招
標、多重價位中標，機構根據自身情況可以選擇不同
利率投標，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依次中標，機構的中
標利率就是自己的投標利率；而現有的MLF和逆回購
利率則都由央行主導。

人行買斷式逆回購「首秀」5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工行、農
行、中國銀行、建行、交行、郵儲行六大商業銀行昨
日發布公告，11月1日起陸續對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
利率實行新的定價機制，借款人可與銀行自主協商、
動態調整存量房貸利率。此舉是為落實央行之前發布
的完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定價機制的公告。分

析稱，新規對房貸利率調整更靈活，但需明白利率波
動也會導致貸款的上漲。
根據多家銀行公告，此次調整適用於浮動利率定價

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主要從加點幅度調整和重定
價周期調整兩個方面進行優化完善。加點幅度方面，
存量房貸利率加點值高於上季度全國新發放房貸利率
平均加點值加30BP時，客戶可申請調整利率加點值。
重新約定的加點值不低於上季度全國新發放房貸利率
平均加點值加30BP，且不低於重新約定時所在城市房
貸利率加點下限，具體加點值根據市場供求、客戶資
信情況、貸款擔保變化等因素確定。

僅可調整一次重定價周期
調整周期方面，選擇按3個月、6個月、12個月重定

價。存量房貸調整重定價周期後，原貸款合同每年1月
1日重定價的，以調整後重定價周期確定的對應月份的
1日為重定價日；以貸款發放日對月對日重定價的，以
調整後重定價周期和貸款發放日期確定的對應日期為
重定價日。貸款存續期內僅可調整一次重定價周期。
昨起，央行官網「利率水平」板塊下增設新欄目

「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加權平均利率」。該欄目公
布，第三季全國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加權平均
利率為3.33%。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認為新規對房
貸利率調整更靈活：「如果全國購房的房貸利率大體
下行，那麼類似3個月一調是有好處的。但反過來，
如果哪天全國購房的房貸利率上行，亦會加大月供負
擔。購房者需要理解這一點。」

內地存量房貸利率今起允協商

中指研究院發布《2024年1—10月中國房地產企業
銷售業績排行榜》顯示，今年首10月，TOP100

房企銷售總額為34,599.95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下降34.7%，降幅較上月縮窄4.08個百分點。單以
10月計，百強房企銷售額同比增長10.53%，環比增長
67.45%，勢態明顯出現扭轉。

7房企今年銷售已超千億
同日，克而瑞地產研究發布，10月TOP100房企實
現銷售操盤金額4,354.9億元，環比增73%，業績規模
達到年內次高；同比增長7.1%，為年內首次實現單月
業績同比正增長。累計業績30,693.1億元，同比降低
32.7%，但降幅較9月收窄3.9個百分點。
據中指研究院榜單，保利發展、中海地產、綠城中

國、華潤置地、萬科前五名的1月至10月銷售額准入
門檻為2,000億元；招商蛇口、建發房產銷售額也已
經突破1,000億元。整體看，1月至10月銷售總額超千
億房企7家。

中指院：「以價換量」仍是主流
中指研究院指出，從市場表現來看，在「一攬子」

政策推動下，房地產市場預期及購房者信心有所恢
復，核心城市市場活躍度大幅提升，新房及二手房銷
售明顯放量。10月，重點城市新房銷售面積環比增長
超30%，同比基本持平，市場銷售改善明顯。二手房
市場活躍度持續，重點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數環比由降
轉增，同比增幅明顯擴大。房價方面，目前「以價換
量」仍是市場主流，但一線及熱點二線城市二手房價

格跌幅正在快速收窄。
克而瑞表示，10月的銷售表現得益於新政利好和房
企大折扣力度促銷積極「自救」，10月新房供應回落
四成，而成交延續U型走勢達到年內次高。此外，4個
一線環比上升45%，同比上升9%，較三季度月均增長
34%。除上海外，北京、廣州及深圳三個一線城市環比
均有不同程度回升，主要源於新政刺激使得短期欲購
房的存量客戶加速入市。二三線城市成交環比增幅不
及一線，同比持降，累計同比降幅顯著高於一線。
克而瑞認為，10月因核心一二線城市利好新政持續
發酵，整體成交回歸年內高位。11月隨着新政利好效
應遞減，疊加季節性因素，市場增長動能放緩預期小
幅回落。中指研究院預計短期核心城市銷售回穩態勢
有望延續。

●內地六大商業銀行從今日起，陸續對商業性個人住
房貸款利率實行新的定價機制。 資料圖片

●中指研究院數據顯
示，10月計，百強
房企銷售額同比增長
10.53%，環比增長
67.45%。圖為廣州
某一樓盤售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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