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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行業是時候「還」

傳中證監漏夜召投行開會維穩
緩解市場擔憂 港股半日升近700點
受到內地加強對多個行業的

監管影響，近期港股及A股大

幅震盪，相關股份慘跌，市場

哀鴻遍野。外資感嘆內地的整

改過急過快，認為投資中國的

風險正在增加。彭博28日晚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稱，中國證券監

管機構當晚召集主要投資銀行的高管召開虛擬會議，試圖緩解

市場對政府整頓民營教育行業的擔憂。香港恒生指數29日高開

747點，重返26,000點以上，指數其後升幅收窄，中午收市報

26,172點，升698點，升幅2.74%，半日主板成交額近1,447

億元（港元，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 監管風暴續捲，中
國工信部28日發布關於APP開屏彈
窗信息騷擾用戶問題「回頭看」的通
報，包括騰訊旗下的QQ閱讀等14款
APP未嚴格落實整改要求，要求上述
APP應在8月3日前完成徹底整改工
作。對逾期不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
的，將依法依規組織開展相關處置工
作。
通告稱，針對用戶反映強烈投訴

較多的開屏彈窗信息騷擾用戶等違
規行為進行了集中整治，督促企業
重視用戶訴求，解決好在開屏信息

頁面中存在利用文字、整屏圖片、
視頻等方式欺騙誤導用戶跳轉等問
題。
工信部指，在對該問題「回頭

看」中，依然發現部分企業「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存在問題整改
不徹底、將整改過的問題改回原
樣、採取技術手段對抗針對不同地
區差異化整改的情況。
這14款APP還包括樂視網信息技

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樂視視
頻、深圳市愛剪輯科技有限公司的
愛剪輯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阿里巴巴
涉嫌壟斷，早前被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罰款逾182億元人民幣，阿里旗下的螞蟻集
團也需進行系列整改。阿里巴巴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張勇28日在公司年報中表示，平台
經濟是全世界面臨的嶄新課題；過去一年，
公司對平台經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體會，今
年4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罰單的經歷讓公司
認真思考，在更廣闊的宏觀環境下，如何與
社會各界、合作夥伴和諧共處。
他在致股東的信中表示，「這些經歷讓

我們認真思考，像阿里巴巴這樣一家立志
成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平台企業，在更
廣闊的宏觀環境下，如何與社會各界、合
作夥伴和諧共處，如何和利益相關者形成
良性互動，如何讓我們的平台跟社會發展
更加同頻共振。」

涉壟斷曾被處天價罰款
今年4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阿里

巴巴在中國境內網售壟斷行為開出182.28億
元人民幣的「天價」罰單。公司隨後回應稱
「誠懇接受，堅決服從」，並將強化依法經

營。張勇指出，平台型企業帶有天

然的社會公共屬性，
應該更多深入思考的
是企業能創造多少社
會價值，參與解決多
少核心科技的問題，
如何更好地支持鄉村
振興的發展，如何變
得更綠色和可持續，
「從而以平台之心，
聚八方之力，做一家真正意義上有擔當、負
責任的好公司。」
在新的財年，張勇表示，阿里巴巴希望

最終能夠成為一家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
網結合得更好的公司，「這是公司走向未
來非常重要的定位和方向。」

張勇：阿里要學與社會和諧共處

●●張勇張勇

工信部限令14款APP落實整改

麥樸思撐加強監管 利中小公司

彭博28日晚報道指，知情人士透
露，此次緊急安排的會議由中

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主持，與會者
包括來自幾家大型國際銀行的人士。
知情人士稱，一些銀行家從會上得到
的信息是，整頓教育行業的政策是有
針對性的，無意傷及其他行業的公
司。

整頓教育行業是有針對性
報道說，這是在中國股市暴跌、基

準股指 28日早間逼近熊市邊緣之
後，內地當局對市場的最新反應。
28日，中國四大證券報已經發布

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市場大跌過頭，
一些分析師猜測政府相關基金已經開
始救市。
近日包括港股在內，股市暴跌源於

內地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盈利、向外
國投資者融資或上市。這是內地迄今
為止針對那些加劇不平等、造成金融
風險上升、社會大眾所詬病的領域，
所採取的嚴厲措施。近日的舉措令兩
地股市暴跌，其中港股周一及周二連
續兩日慘跌，累跌逾2,200點，市值
蒸發5.11萬億元，相當於1.9個2020
年的香港GDP，風眼的教育股，部
分由今年高位下跌98%。

近日股市大幅震盪影響大
在28日的反彈之前，中國股市亦

連續三天大跌，市值蒸發近8,000億
美元，並波及到其他市場，周二一度
人民幣匯率、標普500指數乃至美國
國債都受到影響。
在內地加強監管的陰霾下，近日

有外資正重新評估對中國的投資前

景。有基金經理認為，中國經濟增
長以至監管環境等不可預測性比之
前高，亦有外資抱怨內地對個別行
業整改過急，憂慮投資中國的風險
增加。澳新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ich-
ard Yetsenga認為，中國加強對行業
的監管，或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
響，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或會放
緩，加上近期針對一些增長最快的
企業的一系列監管舉措，動搖了全
球投資者的信心，引發了本周股市
的劇烈下跌。但他也強調，目前從
疫情中快速復甦的中國經濟已開始
企穩，市場猜測中國央行下半年可
能會提供更多貨幣政策支持，將重
點關注未來召開的中共最高領導層
會議。

外資嘆整治過急投資風險增
安聯環球投資的產品專家股票主管

William Russell也認為，內地監管部
門的舉措讓投資者措手不及。不過，
亦有分析認為投資者對中國科技公司
「整改」反應過度。BCA Research
Inc.駐加拿大的策略師Roukaya Ibra-
him認為，在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穩固
下，目前投資者面臨的問題是，是次
股市大跌是否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
撈底良機？但他預計，監管壓力會進
一步加大，在未來6至12個月或將繼
續拖累中國股票。
Legal ＆ General跨資產基金經理

John Roe則看好中國債券，他認為
市場真正需要迴避的是恐慌性拋售，
而鑒於已經有了這麼多負面因素，希
望下一步行動不被新聞和資金流向所
左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受內地監
管風暴影響，港股之前連跌 3日，累跌
2,600多點，大市28日回穩，收升387點或
1.54%，報 25,473 點，成交達 2,813 億元
（港元，下同）。過去半月，中資概念股
成為投資者清倉的對象，但有「新興市場
之父」之稱麥樸思（Mark Mobius）開腔力
撐，指中國對支配各行各業的大型企業進

行整頓是「好事」，對中
小公司有利，並為市
場提供「撈底」機
會；亦有分析
指，市場對是
次整改的反應
過度。香港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
28日亦回應指，
港股受外圍政策影

響，只是略有回調，近
期場外場內運作有序，香港金融

市場經得起考驗。
「新興市場之父」麥樸思28日在彭博電

視的訪問中形容，中國內地收緊對大型企
業監管是一件好事，「中國政府是在打擊
那些排斥小企業、掌握了各個行業的大公
司，對於中小企業來說，甚至可藉此迎來
發展機會。因此從長遠來看，監管部門的
整頓可能對中國市場是有利的。」他看好
監管力度加大之下，內地的科技、教育和
醫療行業的中小企業未來或會享受更好的

增長前景。
監管風暴下，阿里巴巴和騰訊等龍頭企

業置身於風眼之中。麥樸思亦預期，大市
後續可能還會有5%至10%的下跌幅度，阿
里和騰訊等或會受影響，不過投資者也會
意識到，不是所有公司都必然會受到影
響，他相信外資不會放棄繼續投資中國企
業，中國市場有數千家上市公司，任何一
個國際投資者都沒有理由忽視：「中國是
一個巨大的經濟體，除非美國政府徹底禁
止對華通商，但這是極不可能的，否則任
何國際投資者都不可能無視中國。」

投資者不可能無視中國
麥樸思又透露，中國是其僅次於印度的

第二大資產配置國，更認為股市下挫反而
為科技行業的中小公司和醫療股提供了
「撈底」機會。他指，在整頓一些行業龍
頭時，對於行業內其他中小企反而有利，
有望加快它們的成長，因此他不認為內地
加強監管將成為一個很大的負面因素，雖
然在短期內或有更多整頓上不確定性，不
過從長遠而言仍是一件好事。

陳茂波：香港經得起考驗
對於近日港股大跌，陳茂波28日回應

稱，留意到市場的震盪，認為只是受外圍
政策影響，市場略有回調，與香港市場自
身無關。歷史上香港金融市場經歷多次大
幅上落，但始終都能做到進出自如、運作

有序，證監會提交的報告也表明近期場外
場內仍有序運作，這對投資者而言是很重
要的保障。
陳茂波強調，不要對短時間內的走資作

過分解讀。他指2018年4月曾總共流出約
1,500億元，但之後市場依舊平穩運作，香
港去年共有500億美元流入港元體系，匯率
保持穩定波幅，銀行維持充裕的結餘和低
利率，IPO依舊暢旺，種種跡象都表明，市
場短期波動對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營商環
境無甚影響。

券商指資金候入市時機
另外，中信證券發表報告，預期恒指向

下空間有限。該行指，人行降準後，料內
地下半年整體貨幣環境寬鬆，面對可能出
現的信用風險或將針對具體風險定向進行
紓困，加上預計美聯儲將於明年開啟縮減
購債計劃，料整體全球流動性仍較寬鬆，
強調目前正等待入場時機。
花旗則認為，市場憂慮中國對互聯網行

業監管趨嚴，拖累相關個股的股價大跌，
不過該行認為在股價大跌之後，若大型互
聯網公司宣布新的股票回購計劃，或增加
現有回購規模，將會凸顯管理層對基本面
的信心，並有助安撫投資者對利潤增長前
景的信心。招銀國際則認為，下半年監管
將成為市場主要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同時
亦擔心監管機構的打壓會不會擴大至其他
行業。

在美國電影《挑戰
者 1 號 》 （Ready
Player One）中，網絡
虛擬空間成為人類的
第一世界，當大家進

入虛擬世界後，兩側充斥着密集的廣告
片、彈窗誘惑，只有付費的「人民幣玩
家」才能得到清爽的網絡環境。對此景
象，只要瀏覽過內地網站的網民，可能已
經見識過，見怪不怪，甚至習已為常。

互聯網滲透全國各個層面
過去十多年，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從跟

隨、發展，演化到超越、引領。今年上
半年，內地互聯網用戶規模達到11.64
億，再創新高。阿里巴巴、騰訊、美
團、抖音等一眾互聯網公司或依賴互聯
網技術的公司崛起，成為世界級巨企，
也是現代中國的名片。

大數據使用場景、無現金化程度領先
全球，更讓國人自豪。互聯網、大數
據、人臉識別等，已經滲入到全國各個
層面，對社會、經濟及民生有着巨大的
影響。

然而，就是在這些重要的環節，內地
互聯網行業的「流氓」行徑卻隨處可

見。那些關不掉的彈窗、卸不掉的軟
件、誇大其詞的廣告和處處隱藏的付費
按鍵，就像是互聯網城市中的「牛皮
癬」，處處都是。多數情況下，用戶根
本不知道自己的隱私數據被出賣，當一
個App跳出彈窗，不註冊就無法使用；
當瀏覽器發出提示，不下載新App就無
法繼續觀看……大家在網上衝浪被比喻
成是一場「裸奔」，這些應用似乎變得
比你自己更懂你。

「中國人願以隱私換便利」
2018 年，一位互聯網大佬曾公開表

示，「中國人多數情況下願意用隱私換
便利」。

正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吳鎮宇
說：「出得嚟行，預咗要還」。過去大
半年來，繼反壟斷監管政策和處罰案例
密集發布後，監管部門的專項行動如期
而至。股市上，互聯網公司股價腰斬，
部分教育股更慘跌98%，投資者的反思
語錄在社交圈流傳。再遲鈍的人也意識
到，互聯網行業是時候「還了」。

須回歸「水電煤」初心
互聯網巨頭早年曾喊出「移動互聯網

是基礎設施」、「要做電子商務『水電
煤』」的口號，現在是時候回歸到「水
電煤」的初心了，監管措施為日益膨脹
混亂的市場退燒，才能讓互聯網更好服
務民眾，真正助力社會民生。

正如阿里巴巴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
28日在公司年報中所言，「過去一年，
公司對平台經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體
會，今年4月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罰
單的經歷讓公司認真思考，在更廣闊的
宏觀環境下，如何與社會各界、合作夥
伴和諧共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麥樸思麥樸思

●● 外電報道外電報道，，中證監中證監2828日晚緊急召開會議日晚緊急召開會議，，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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