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港通7周年累計交投64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地半導體
企業紫光集團債務重整，有望獲得由阿里巴
巴組成的財團成為白武士接手。外電17日引
述知情人士稱，阿里財團已接近獲得內地政
府批准成為紫光集團重整的戰略投資者，但
談判仍在進行中，交易有望最快12月完成，
惟最終的交易規模、時間表、買家仍存在變
數。

出價逾500億元人民幣
據知情人士透露，紫光集團引入戰投一事

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目前內地政府傾向於選
擇阿里巴巴和浙江國資組成的財團，該財團
有望以超過500億元人民幣的對價，整體接手
紫光集團的運營。由於阿里巴巴的雄厚財
力，以及合併後在雲計算和半導體業務上潛
在的協同效應，使其受到青睞。財團同時亦

獲得了浙江國資背景的資金支持，也有助於
在諸多競爭者中勝出。
另一位知情人士稱，任何財團進駐紫光集

團，均涉及處理逾1,000億元人民幣的境內外
債務重組。此外，有傳有7間公司參與今次競
投，另外入圍競投的還包括，北京智路與建
廣資產組成的財團，以及無錫產業發展集
團、北京電子控股等。
事實上，紫光集團的前身為清華大學科技

開發總公司，由清華大學於1988年成立，至
今已有33年的歷史，於2005年正式改名紫光
集團。紫光集團2017年發行的13億元規模私
募債券「17紫光PPN005」於去年11月16日
首爆違約，其後該公司發行的多期境內債券
和境外美元債亦相繼出現系列違約。有評級
公司連續調降紫光集團主體和債項信用等
級，也加劇了該集團的債務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中國經濟
持續增長，但市場上有意見指中央加強對企
業的監管，可能會削弱投資者對中國經濟與股
市的信心。富蘭克林鄧普頓新興市場股票團隊
首席投資官Manraj Sekhon17日認為，雖然中國
收緊行業監管政策，但相信中央不會貿然大力打
壓民營企業，中國的經濟增長表現仍然穩健，並
有可能在未來10至15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政策背後為維持社會穩定
Manraj Sekhon續指，雖然中國於過去一段時間出

台的一系列的行業監管措施，令市場注意到相關風險，
不過他認為大家需要了解政策出台背後的原因。他表示
中國是一個強勁的經濟體，隨着更多民眾進入中產階層，
中國政府需要維持社會穩定，故需要確保一些受益於經濟

發展而快速增長的企業，與其他較落後企業之間的差距，
不會進一步擴大。
他續指，中國政策的不確定性較多，在行業監管政策出

台後，市場可能會過度解讀政策，對相關行業的股價造成
衝擊。不過他認為投資者如果看好中國的長遠發展前景，
那麼市場下跌時，反而是一個良好的入市機會。板塊方
面，他表示中國一直強調經濟綠色轉型，以及減少依賴石
化燃料，因此他建議投資者應關注包括太陽能，以及其他
替代能源行業的長期投資機會。
富蘭克林股票團隊副總裁兼基金經理Francyne Mu17日

則表示，在考慮投資哪些股票時，投資者不應只關注它是
增長股還是價值股，反而應着眼於公司是否長期受惠於市
場發展趨勢。她認為電商、網絡安全與自動駕駛等行業都
具有長期增長潛力，長遠而言相關行業能夠為投資者提供
理想的投資機遇。

傳潤地獲批發行20億ABS 阿里財團料成紫光集團白武士

作為世界首創的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模式，滬港通17日迎
來七周年。2014年11月17日，連接香港和上海股票市

場的滬港通機制啟動。2016年12月5日，連接香港和深圳股
票市場的深港通機制啟動。滬深港通的開通，讓兩地投資者首
次在不改變本地市場交易習慣的原則下，方便快捷地直接參與
對方市場，開啟了中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新時代。

南向通成交額按年升87%
據港交所統計，截至今年11月10日，今年北向的「滬股通」

和「深股通」的日均成交額已達1,222.6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
期漲35%。而南向的「港股通」今年的日均成交額亦達到440.6
億元，較去年同期漲87%。滬股通和深股通7年來的累計交投更
達到64萬億元人民幣，累計有1.5萬億元人民幣淨流入到了內地
股市。數據顯示，全球資金在過去7年來，大幅增加了中資股的
投資配置，由2014年底的865億元人民幣，已經增至今年11月
10日的2.6萬億元人民幣，激增2,905.78%。
與此同時，南向的港股通7年來累計成交額為23.1萬億元，有

累計2.1萬億元的內地資金淨流入到了港股。而內地投資者透過港
股通持有港股的總額也持續攀升，由2014年底的131億元，暴增
至今年11月10日的2.2萬億元，增長高達驚人的168倍，支撐起港
股市場這些年來的發展。

互聯互通機制持續擴容
事實上，互聯互通機制仍在不斷擴容。在港交所與滬深交易所達

成共識下，首批在港上市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於去年12月
28日成功獲納入港股通。今年2月1日，在上海科創板上市的合資
格A股，以及其對應的H股亦已獲納入滬港通。港交所發言人表
示，未來將繼續與內地合作夥伴、監管機構、廣大的用戶及市場各
方合作，不斷完善互聯互通機制，為兩地市場創造更多機遇，連接
中國與世界。

港股6連升斷纜 科指回吐
大市方面，17日透過港股通淨流入港股的內地資金，仍然有1.55億

元，惟港股卻要回調。恒指在連升6日並累漲950點後，17日出現技
術回吐，最多曾跌近200點，但在20天線(25,408點)有支持，全日僅
跌63點，收報25,650點。科技股回軟拖低大市，科指要回吐0.6%，
收報6,672點，國指亦跌0.4%報9,193點，成交額縮減至1,099億元。
分析師稱，中美元首視像會面所帶來的利好刺激已消減，後市還需看
企業季績及疫情等因素，而主板股份中，有2,521隻股份無起跌，上升
的股份808隻，下跌亦有887隻，反映大市悶局並靜待突破。
科技股普遍疲軟，美團跌1.6%，阿里巴巴跌0.2%，網易季績符預

期，股價亦要回吐3.6%。舜宇沽壓增加，全日跌4.4%，是表現最差藍
籌。
美國晶片股高通股價創新高，刺激本港晶片股表現，中芯升2%，華

虹升3.3%。汽車股獲大行唱好，吉利升1.7%，理想升7.3%，廣汽升
7.1%，五菱升4.9%，東風升3.8%，小鵬升3.3%，長汽亦升2.7%。敏實
獲大摩唱好，全日急升1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隨着跨境理財通、債券通南向通等
項目相繼推出，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加速，對金融人才需
求亦持續上升。香港銀行學會17日發布《銀行業人才培訓和發展調查
2021》，調查顯示逾八成受訪者認為推動跨境專業資格互認有助鼓勵銀
行從業員到大灣區發展事業，逾六成受訪者視其為拓展大灣區人才庫的
有效舉措。
為本地銀行及金融服務業提供專業資格認證及培訓課程的香港銀行學

會，在今年5月底至7月底以網上形式進行了《銀行業人才培訓和發展調
查》，旨在進一步探討香港本地銀行業對人才發展和專業培訓的需求，收集
了近850名受訪者的意見，當中以香港本地銀行和金融服務業從業員為主。

61%受訪者有意投身金融科技
調查發現61%受訪者將有意於未來2至3年內投身金融科技領域，當中有53%

認為此行業和事業前景較佳。而在企業方面，有95%受訪高級管理人員均表示所
屬銀行計劃於2022年前加大於人才發展方面的資源投放，有近九成受訪者視提升僱
員能力以應對業務發展需求轉變，為最有效解決行業技能缺口的方法。

八成指大灣區工作經驗是優勢
至於在銀行業新知識及技能方面，受訪者視監管和合規和大灣區及跨境市場知識，為

本地從業員最需要提升的兩大能力，分別佔66%及61%，有52%受訪者有意在未來2至3
年於大灣區就業，其中有63%認為大灣區將提供較佳事業發展前景。有83%受訪者認為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累積工作經驗，將有利他們日後於香港銀行業的發展。
香港銀行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表示，是次調查結果反映促進跨境金融人才流動及建立大

灣區人才庫已成為香港銀行及金融服務界的重點策略之一，香港銀行學會未來將繼續協助本
地從業員取得內地認可的專業資格，從而協助銀行加強及共享大灣區金融人才資源配置。
梁嘉麗又指，銀行業對金融科技和知識技能的需求殷切，學會將繼續協助於銀行專業資歷

架構下新增金融科技單元，進一步為從業員提供具認證的專業培訓課程，讓銀行業有更清晰及
認可的事業發展階梯，並且加強《銀行專業會士》課程內容，制定通用並透明的能力標準，以
增加整體報讀課程的人數，期望未來能夠填補銀行因業務創新及轉型而引致的人才短缺。

中資股吸資大增29倍 2.1萬億北水買港股
「滬港通」17日迎來 7周年，港交所宣

布，經過7年來的平穩運行，滬、深港通的

成交持續活躍，已成為中外投資者跨境資

產配置的主要渠道。滬股通和深股通7年

來的累計交投達64萬億元人民幣，累

計有1.5萬億元人民幣淨流入到了內地

股市。數據還顯示，全球資金在過去

7年來，大幅增加了中資股的投資

配置，由2014年底的865億元人

民幣，激增逾29倍至今年11月

10日的2.6萬億元人民幣，同

期亦有2.1萬億元的內地資金

淨流入港股，成績卓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 2014年11月17日，滬港通機制正式敲鑼啟動。 資料圖片

富蘭克林：內地行業監管無礙經濟發展

8成金融人促加快
大灣區專業資格互認

●●香港銀行香港銀行
學會行政總學會行政總
裁 梁 嘉 麗裁 梁 嘉 麗
指指，，調查結調查結
果反映促進果反映促進
跨境金融人跨境金融人
才流動成為才流動成為
香港金融服香港金融服
務界的重點務界的重點
策略策略。。

南向港股通

7年累計成交額
23.1萬億港元

股市互聯互通7周年數據

累計淨流入
2.1萬億港元

持股總額
2.2萬億港元

北向滬股通及深股通

7年累計成交額
64萬億元人民幣

累計淨流入累計淨流入
11..55萬億元人民幣萬億元人民幣

持股總額持股總額
22..66萬億元人民幣萬億元人民幣

註：數據截至
今年11月10日
資料來源：港交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房
企資金緊絀難以融資的情況或出現鬆
動。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華潤置地
旗下公司北京銘海置業獲批本周發行購
房尾款資產證券化(ABS)，是首批獲開
閘的以購房尾款為底層資產的ABS項
目。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稱，海通華泰—
海淀幸福里1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獲批
本周啟動發行，該ABS儲架規模20億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1期規模
5.2億元，優先級5億元。

多家國企近日獲批發債
近日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允許保

利發展、招商蛇口等房企註冊發行債務
融資工具。據克而瑞研究中心不完全統
計，11月10日以來有25家房企及城投

企業宣布在銀行間市場融資，涉287.8
億元，數額及發行企業數量相對較高，
且本輪房企融資審批速度相對較快。不
過業內認為，目前境內發債主角是國有
房企，民營房企融資情況或仍面臨較大
挑戰。
另一邊廂，再有內房企被降級。中國奧

園17日遭評級機構標普連降三級，長期
發行人信用評級由「B」下調至
「CCC」，展望為「負面」。標普認為
其短期流動性壓力巨大，未來或面臨違約
風險。

奧園遭標普連降三級
標普指奧園可能無法利用現有現金

餘額償還債務，若公司的融資計劃未
能及時實行，將面臨高度未償還風

險。
在此情況下，需要額外資金去償還

明年1月到期的5億美元優先票據，亦
有另外1.88億美元的364日優先票據於
相若時間到期，總額相當於約45億元
人民幣。標普又稱奧園10月銷售按年
下跌50%，預料未來6至12個月銷售
將維持減弱，合約銷售於今明兩年有
3%至5%的跌幅，進一步降低其現金流
動性，減弱還款能力。

雅居樂贖回1.9億美元票據
此外，雅居樂公布已於11月18日全

數贖回未償還的本金額為1.90億美元
的優先票據，資金相當於未償還本金額
連同累計至到期日的利息。公司認為贖
回將不會對其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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