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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規劃全省試點數字人民幣

海南提出未來五年在數字人民幣和
碳金融方面的試點計劃。包括要

在全島全域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探索
具有海南自由貿易港特色的數字人民幣
應用場景，打造數字人民幣生態體系。

推動跨境貨物及服務貿易
《規劃》提出開展數字人民幣跨境

支付試點，探索提升海南自由貿易港
跨境支付效率。探索利用央行數字人
民幣促進綠色消費的試點經驗。同
時，發展碳金融市場，鼓勵綠色金融
創新業務在海南省先行先試。
作為內地第一個自由貿易港，海南
省在規劃中建設離岸人民幣市場和離
岸貿易中心的目標。《規劃》提出，
穩步探索開展離岸金融業務，逐步培
育海南自由貿易港離岸人民幣市場；
推動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新型

國際貿易結算便利化，加快打造區域
性離岸新型國際貿易中心。目標是到
2025 年初步建立與高水平自由貿易港
相適應的金融體系。其中，積極發展
貿易金融、消費金融、科技金融、綠
色金融、涉海金融等特色金融業務。

積極發展特色金融業務
此外，加快落實海南自由貿易港法關
於海南自由貿易港內經批准的金融機構
可通過指定賬戶或者在特定區域經營離

岸金融業務的規定。允許已獲離岸銀行
業務資格的中資商業銀行總行授權海南
自由貿易港內分行開展離岸銀行業務。

支持境外機構設合資銀行
《規劃》指出，海南當地金融市場
主體和規模明顯不足，未來五年吸引
境內外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金
融機構以及非銀機構、中介機構落
地，鼓勵境外金融機構落戶海南，支
持設立中外合資銀行。

培育自貿港離岸人幣市場 聚焦跨境金融創新

海南省人民政府23日發布

《海南省金融業「十四五」發展

規劃》（以下簡稱《規劃》），

提出在全島全域開展數字人民幣

試點，進行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

試點，培育海南自由貿易港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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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增加值要達到1,000億元

人民幣，金融行業佔GDP比重達

到10%。《規劃》同時謀劃多方

面措施探索跨境金融創新，鼓勵

創新面向國際市場的人民幣金融

產品及業務，擴大境外人民幣投

資海南金融產品的範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內地短視頻平台快手23日公布截至9
月底止第三季業績。期內收入為
204.93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
33.4%；虧損收窄至70.87億元，去年
同期則約為292.8億元；非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計下經調整虧損淨額按年擴大
逾4.01倍至48.22億元。快手23日公布
業績前收報94.75港元，升1.17%。

平均日活躍用戶增近18%
公司於業績公告上表示，2021年第
三季度，應用的平均日活躍用戶及平
均月活躍用戶分別達到 3.204 億及
5.729億，按年增速由2021年第二季度
的 11.9%及 6.7%，提升至 17.9%及
19.5%。這些增長得益於公司的用戶獲

取效率及留存率得到進一步優化。此
外，於2021年第三季度，快手應用的
每位日活躍用戶日均使用時長，為
119.1分鐘，按年增長35%。
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的線上營銷
服務收入達到 109 億元，按年增長
76.5%。2021年第三季度直播服務收入
77億元，環比增長7.4%。第三季度，
直播平均月付費用戶增長至4,610萬，
環比增長3.6%。每月直播付費用戶平
均收入至55.9元，按年增長8.8%。

電商交易總額增逾86%
公司的其他服務收入19億元，按年
增長53%，主要受電商業務推動。電
商交易總額達到1,758億元，按年增長
86.1%。

快手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兼首
席產品官程一笑表示，快手應用平均
月活躍用戶、平均日活躍用戶以及每
位日活躍用戶日均使用時長均創下歷
史新高。 隨着公域和私域流量的持續
增長，公司的商業化能力在本季度得
到進一步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碳減排、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和
製造業有望獲得金融信貸的重點支
持。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23
日在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表示，下一
步將推動碳減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潔
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有效落地，引導
金融機構及時滿足符合條件的煤電煤
炭企業合理融資需求，為具有顯著碳
減排效應的重點項目提供優惠利率融
資，發揮好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
項再貸款作用。

引導地方銀行增信貸投放
鄒瀾還提到，針對近期中小微企業
面臨的諸多困難，下一階段人民銀行
將着重用好新增的3,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支小再貸款額度，引導地方
法人銀行增加信貸投放，將優惠利率
傳導至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運用
好碳減排支持工具、2,000億元煤炭清
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推動中小微
企業綠色低碳轉型。與此同時，統籌
做好政策工具到期後的政策支持和資
金接續，同時重點關注延期貸款、信
用貸款的質量情況，有效防控信貸風
險。
央行數據稱，2020年至今年10月，
銀行累計對14.4萬億元貸款延期還本
付息，其中支持中小微企業延期還本
付息11.8萬億元，累計發放普惠小微
信用貸款9.1萬億元。另外，到今年
10月末，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整
體獲貸率超過七成，戶均貸款餘額為
7,52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 23日滬深大市相對平淡，截至
收市，滬綜指報3,589點，漲7點或
0.2%；深成指報14,905點，跌55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3,492點，跌12點
或 0.37%。兩市共成交 12,284 億元
（人民幣，下同）。當日北向資金淨
流入 52.23 億元，淨買入寧德時代
10.57億元、貴州茅台9.91億元，淨賣
出伊利股份6.72億元、包鋼股份4.52
億元。
工信部、市場監管總局印發《電機

能效提升計劃（2021-2023年）》的通
知，提出到2023年，高效節能電機年
產量達到1.7億千瓦，實現年節約電量
490億千瓦時，相當於年節約標準煤
1,500 萬噸，減排二氧化碳 2,800 萬
噸，並加快淘汰不符合現行國家能效
標準要求的落後低效電機。電機板塊
亦整體暴漲4%。

消息利好 電子煙股升3%
另外，全國標準信息服務公共平台
顯示，電子煙國標狀態變更正在起

草。國元證券指出，此前市場擔心內
地新型煙草存在被「一刀切」的取締
風險，但目前推斷被取締的風險大概
率已不存在。
電子煙概念股23日大幅拉升3%，集
友股份、愛施德、東風股份、潤都股
份、勁嘉股份漲停。
船舶製造、鋼鐵、包裝材料、造紙
印刷、石油、煤炭等行業同樣跑贏大
市。風電設備、能源金屬、光伏設
備、電信運營、農牧飼漁等板塊則充
當殺跌主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上海
市政府23日介紹《關於加快發展本市保障性租賃
住房的實施意見》相關情況，會上表示，保障性租
賃住房申請對象不限戶籍、不設收入線，基本准入
條件是在上海市合法就業且住房困難。另外，將從
嚴控制租金漲幅，計劃保障性租賃住房租金年漲幅
不得超過5%。

租金年漲幅不得超過5%
據介紹，上海對保障性租賃住房房租的管控主要

包括初次定價和動態調價兩個環節。初次定價環
節，對出租單位制定的租金是否處在同地段同品質
市場租賃住房租金的九折以下進行監管。動態調價
環節，從嚴控制租金漲幅，目前計劃租金年漲幅最
高不得超過5%。
為滿足快遞小哥、環衞工人等租房問題，上海還

提供一張床、一間房形態的公租房，一張床的租金
控制在每月人民幣500元至800元左右，自2020年
截至目前，累計供應床位8,000餘張。

政策提振 A股電機板塊飆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全
球核心零部件供應短缺，影響小米營
收。公司23日公布第三季度業績，期
內總收入同比增長8.2%達780.6億元
（人民幣，下同），但較上季的878億
元明顯下滑。
三季度純利按年跌83.8%至7.92億
元，惟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經調整
利潤同比增長25.4%至51.8億元，好過
市場預期。小米總裁王翔於電話會議指
出，全球芯片短缺問題持續，料今年全
年手機出貨量約為1.9億部。

經調整純利52億元 勝預期
供應鏈問題令小米期內智能手機銷
售收入環比減少19.1%至478億元，出
貨量環比縮水17%至4,390萬部。王翔
解釋，供應不足加上全球運力問題，拖
累公司首三季整體出貨量約1,000萬至
2,000萬部，下一季度也會受此影響。

他坦言，在種種困難下，需保證全球
100多個地區的出貨量並非易事，料明
年上半年的芯片供應仍面臨壓力，相信
下半年能有明顯改善。

IoT與生活消費品收入增逾15%
此外，小米第三季IoT與生活消費產
品業務收入達 209 億元，同比增長
15.5%。AIoT平台規模繼續擴大，截
至9月30日，AIoT平台已連接的IoT
設備（不包括智能手機、平板及筆記本
電腦）數首次突破4億，擁有5件及以
上連接至小米AIoT平台的設備（不包
括智能手機、平板及筆記本電腦）的用
戶數超過800萬。
小米亦積極拓展線下渠道，現時在內
地的零售店總數已突破10,000家。王翔
認為，達成這一目標是小米的重要里程碑
之一，但未來不會只關注擴大線下覆蓋
率，也會維持線上表現，也要提高每一

間店的質素，達成銷售及服務一體化。

汽車團隊核心骨架搭建完成
至於小米汽車進展，王翔透露，汽
車團隊組建的進度超過預期，團隊人數
有500人，當中包括不少高管，而汽車
團隊核心骨架亦基本搭建完成。

此外小米亦在財報中披露，至9月
底，總共投資逾360家公司，總賬面價
值591億元，同比增長49.8%，若以權
益法公允值計價，投資總價值則達685
億元。
小米績前股價平穩，收報20.7元，
跌0.96%，全日成交13.87億港元。

小米料芯片供應仍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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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虧損收窄 上季蝕逾70億

● 快手應用上季度平均日活躍用戶按
年增速提升至17.9%。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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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支持香港
提升國際航運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渣
打發表最新調查報告，指受惠內地強勁
出口增長，香港料將繼續成為全球主要
貿易樞紐，出口平均每年增長料達
5.7%，至2030年超過9,390億美元，同
期內地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長亦超過
7%。
報告又預期，機械及電子、金屬及礦
物、精密設備等行業，將會主導香港至
2030年的出口，年複合增長率3.7%至
4.9%不等。
報告預計，中國將是全球出口貿易增
長的最大動力，預計出口平均每年增長
超過7%，至2030年超過5萬億美元。
而內地亦將是香港主要的出口貿易走
廊，其中香港至內地出口貨值增長預測
將由2020年的3,049億美元，增至2030
年的5,513億美元，預計出口平均每年
增長達6.1%。

港力拓創科 發展優勢領域
報告指出，香港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
置、多項自由貿易協定、有利營商環境
和強大物流業，而被定位為全球商品轉
口樞紐，而為了加強其物流領導地位，
香港正在投資人才發展和技術，以提高
運營效率，同時減少排放。香港已投入
500億港元推動創新和科技，並確定了4
個發展優勢領域，包括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
而在眾多行業中，報告預測至2030
年，機械及電子將繼續成為香港主要出
口產品，其次是金屬及礦物以及精密設
備出口，在2020年至2030年的複合年
均增長率分別達到 4.9%、 4.1%、
3.7%，至於出口佔比方面，料屆時機械

及電子出口佔比將達到71%，至於金屬
及礦物、精密設備出口佔比則料分別為
5%及4%。

機械電子出口佔比將達71%
報告指出，香港大量出口電子元件和
產品，例如集成電路 (IC)、廣播設備和
消費電子產品，其中零部件約佔香港電
子產品出口的四分之三，當中大部分轉
口至內地。至於金屬及礦物方面，因應
中產階級人口不斷增加和千禧一代的消
費能力增強，料全球需求反彈將推動未
來出口，尤其在出口鑽石和寶石，因為
本地珠寶業能供應不同的中高價產品。
是次報告由渣打委託新加坡PwC編
制，分析過往的貿易數據並對未來直至
2030年作出預測，同時訪問了超過500
位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和領袖。報告
亦預測，全球出口貿易將於未來10年
幾乎翻倍，由17.4萬億美元增加至29.7
萬億美元，並揭示了13個大力推動有
關增長的市場，而至2030年出口預測
最高的首三位，分別是中國內地、韓國
及香港。

內地香港出口將居前三位
渣打大中華及北亞地區金融交易業務
部貿易及流動資金融資主管陳翠珊表
示，報告預測全球貿易將翻倍增長，同
時未來貿易走廊仍然會跨越洲際，其中
香港將繼續是全球主要貿易樞紐， 並
受惠於中國內地強勁的出口增長，而在
此背景之下，該行將繼續致力令全球化
惠及更多市場和企業， 推動更可持續
和更普及化的全球貿易模式，包括擴大
可持續金融方案，協助企業客戶為其供
應鏈全面推展可持續發展和公平貿易準
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