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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4日
創16170點當年低位

2016年2月12日
收報18278點

2018年1月26日
創33154點歷史高位

昨收報18415點

恒指十五年走勢

過去一年多累跌逾四成
市場分析稱，雖然恒指9天相對強弱指數（9RSI）昨低

見9.95，已屬極度超賣，且已現 「消耗式下跌」，惟恒指
踏入3月份以來，連破2020年低位21139點及2016年低位
18278點後，短線已無險可守，有可能下試2011年10月、
即歐洲債務危機期間的低位16170點。而由2021年2月高
位31183點起至昨日低位18235點計，恒指過去13個月累
計跌幅亦已深達41.5%。

同日，國企指數收6123點，跌431點或6.6%；科指再度
暴瀉8.1%，續創歷史新低，收報3472點，跌306點。恒指
及科指低處未算低，逆向ETF逆市狂飆，尤其是高槓桿反
向 ETF 表現突出。其中，XI 二南方恒科(7552)逆市狂飆
16.08% ， 收 報 22.96 元 ； FI 二 南 方 恒 指 (7500) 逆 市 飆
10.88% ， 收 報 8.56 元 ； FI 二 南 方 國 指 (7588) 逆 市 飆
11.44%，收報9.695元。

科技股暴瀉元兇之一，在於摩根大通直指內地科技股已

「不宜投資」，同時狠劈多隻龍頭科技股的目標價，包括
騰 訊 控 股 （700） 、 阿 里 巴 巴 （9988） 、 美 團 點 評
（3690） 、 京 東 集 團 （9618） 、 網 易 （9999） 、 百 度
（9888）及嗶哩嗶哩（9626）等，引發科網股連串股災。
其中，阿里巴巴、京東集團及百度昨再同創上市新低，阿
里巴巴插11.93%，收報71.25元。科網另一指標股，騰訊
控股昨急插10.09%，跌穿300元關口，收報298元；同系
閱文集團(772)暴瀉24.08%，收報23.65元，為跌幅最大科
指成分股。

昨日，網傳 「國家衛健委體制改革司」要求營利性醫療
機構交代上市融資等問題，市場隨即解讀為中央出手打壓
醫療產業，拖累醫療生科技股全線暴插。平安好醫生
（1833）跌13.8%，收報15.74元，續創上市新低；海吉亞
醫 療 （6078） 暴 插 30.1% ， 收 報 20.2 元 ； 康 方 生 物
（9926）插11.47%，收報12.5元。

此外，藍籌股幾近全軍覆沒，友邦保險（1299）挫
6.5%；豐控股（005）走低 0.9%；中國移動（941）挫

4.5%；中國平安（2318）重創 12.6%；金沙中國（1928）
跌12.3%；銀河娛樂（027）瀉11.4%。

連續暴跌下階段性拐點或現
展望後市，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認為，港股

資金流走加上港匯偏弱，昨日市場已現信心危機，雖然短線
有望回穩，但由於俄烏局勢引發油價飆升，勢將損害經濟及
企業盈利，在基本因素轉變下，港股將會在低位整固。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表示，投資者基本上
已轉為採取 「一反彈就沽貨」策略，加上港股走勢已非技
術層面可分析，恒指後市有可能下試16170點，即2011年
歐債危機期間的低位。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則認為，港股持續拋售
下挫尋底，連續兩天跌逾1000點，內外利空多多。惟他亦
指，經過連日拋售暴跌後，港股未來兩三日或現階段性拐
點；美聯儲3月17日凌晨公布議息結果，或是拐點出現的
觸發點。

2022年3月16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 曉辰 美編 曹俊蘋

頭條商報

新冠口服藥初評效果好
專家籲市民打針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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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幅提高核酸檢測採樣點密集度
民生物資「日監測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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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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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第二日狂瀉千餘點

港股破萬九迫十年新低
【香港商報訊】記者

鄺偉軒報道：俄烏衝突
持續，內地疫情升溫，
中概股拋售不斷，美聯
儲即將加息，資金外流
壓力陡增……眾多利空
因素夾擊下，恒指昨天
連續第二日下跌逾千
點，更一度跌穿 2016
年 2月低位18278點，
低見18235點，亦創下
2012年6月上旬以來近
十年新低。當天，恒指
收 市 大 瀉 1116 點 或
5.72%，跌幅冠絕亞太
區股市，收報於18415
點，成交放大至 2861
億元。綜合市場分析，
經歷多日跌市後，投資
者已出現信心危機，失
控式大跌下後市難言樂
觀。

北向資金流出 滬指失守3100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投資者關注的 A

股整數關口，昨日被輕鬆攻破。相較上一交易日，A
股三大指數昨日跌幅擴大，滬指收跌 4.95%，失守
3100點；創業板指跌2.55%，退守2500點；深成指亦
大跌4.36%。滬深兩市超4400隻股票下跌，上漲不足
300隻，超百股跌停板。

「內憂外患」加劇恐慌
當天，北向資金再度單邊淨賣出 160.24 億元，單

日淨賣出額位居歷史第三位。這已是自今年3月7日
開始，北上資金連續第7個交易日大幅流出。3月份
以來，北向資金累計淨賣出額超645億元，開啟了史
上第六次大額流出。此前的月度歷史紀錄為2020年3
月創造的678.7億元。

興業證券分析師張啟堯指，北向資金大幅流出，
一方面可歸因於海外市場波動加劇，滯脹風險導致
美聯儲持續鷹派；另一方面，近期俄烏衝突之下，
地緣政治風險及大國對抗、博弈加劇，這或是外資

以及海外 「長錢」大幅流出的根本原因。
華夏基金分析，除了地緣政治是 「外患」，新冠疫

情爆發倒春寒成 「內憂」，長三角、珠三角部分頂尖
城市出現停擺，加之降息預期落空，均令市場對經濟
前景更加謹慎，導致總體風險偏好大幅收縮。此外，
海外市場中概股持續暴跌，加重了短期恐慌情緒。從
歷史經驗看，情緒化主導市場邏輯的階段，短期資金
面結構往往較脆弱，指數也會恐慌性超調。而恰恰是
此時，往往指數處於波段底部附近。

中概股企穩很關鍵
觀察A股大市，資金出逃比較明顯，僅午後半小

時，北向資金就出逃超百億。特別是上證綜指跌破
3150點之後，不少止損盤也加入殺跌，帶動大盤指

數快速下跌。業內人士稱，中概股未來能否跌穩，
短期內將影響A股企穩態勢。

前海開源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接受本報採訪時
指，與中概股走勢相比，A股走勢相對還是比較頑強
的。國家統計局昨天發布1至2月主要經濟指標運行
情況。從公布數字來看，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
資、房地產開發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均好
於市場預期。由此，他表示，這一輪A股的急速下
跌並不是因經濟面出現大幅下滑，或者是資本市場
投資邏輯發生改變，而更多還是短期的一些因素，
包括內地經濟增速放緩的擔憂、新一波疫情的衝
擊。楊德龍認為，疫情總是會控制住的，未來疫情
管控也會更加適度合理，減少對於中國經濟的影
響。這些利空因素最終都能通過眾志成城、齊心協

力來克服。通過短痛來避免長痛，通過犧牲短期的
經濟增長來換取未來可以安心的工作、生活。從長
期來看，中國經濟活力依然有可能會激發出來。尤
其是對於優質資產、優質龍頭股，一定要堅定信
心，耐心等待市場回暖。

AH股價差越拉越大
與港股恒指相比，今次下跌浪潮下，A股表現出了一

定的抗跌性。正因如此，目前恒生指數市盈率（TTM）
僅9.9倍，市淨率低至0.99倍，處於歷史極低位置。從
A/H股溢價角度看，今年以來亦呈現了V型走勢。

有機構認為，在A股大幅下跌的同時，港股反而
拉大了落差。當下，A/H股不均衡性仍在擴大，A/
H股價差亦在拉大。

跌幅最大藍籌股TOP5

股份

龍湖集團(960)

碧桂園服務(6098)

中國平安(2318)

金沙中國(1928)

銀河娛樂(027)

跌幅最大科指成分股TOP5

股份

閱文集團(772)

萬國數據(9698)

理想汽車(2015)

平安好醫生(1833)

阿里健康(241)

昨收市價

28.3元

25.5元

46.35元

13.64元

34.55元

昨收市價

23.65元

19.08元

69.1元

15.74元

3.3元

變幅

-15.4%

-12.82%

-12.63%

-12.34%

-11.41%

變幅

-24.08%

-20.33%

-17.84%

-13.8%

-12.23%

第五波疫情勢兇夾狼，幸而
有國家堅強後盾，香港有求中
央必應，首批75名內地醫護今

日起將開展工作，隨後一批約300人的團隊也將抵
港，而社署向內地直接聘用的合約照顧員，至今已
有180人來港，本周將有約120人在各社區暫託中心
投入服務。祖國派員援港，乃支持香港抗疫的又一
重大舉措，亦是履行 「減死亡、減重症、減感染」
策略的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必須珍惜這支團隊，一
起攜手戰勝疫情大敵。

必先釐清，內地醫療團援港是非常重要的，也是
非常必要的，可以大大補充本地醫療人員不足問
題，此乃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的迫切需求。香港醫
護人手供應本已十分緊張，截至2020年底每千名人

口只有 2 個醫生，比新加坡的 2.5 名、美國的 2.6
名、英國的3名等等都要少；現在疫情忽然襲來，
更令供求矛盾倍加尖銳。要解決 「十個煲七個蓋」
問題，特別是確保患者 「病有所醫」 ，香港根本無
理由拒絕內地對港伸出援手。

今日醫護除了須要留在醫院治療重症患者，還要
抽調到方艙醫院、社區治療設施、社區隔離設施等
「分層分級」 照顧其他輕症病人，此外檢測採樣、

接種疫苗以至外展打針等等，凡此種種都要求大量
及額外的醫療人員，亦須因應不同情況來編配不同
人手。首批75名內地醫護，來自廣東多間最高級別
的 「三甲醫院」 ，多數擁有援助武漢抗疫經驗，好
大程度能聽、能講廣東話，並以協同模式安排到亞
博館與本地醫護人力照顧輕症長者，相信可以火速

融入香港醫療體系，為病人提供急切需要的服務。
本港法例亦為內地醫療團來港工作提供了堅實的

法律基礎，包括醫護資格認可方面，以及豁免檢疫
要求等等。本來，任何醫護人員必須在港註冊才可
提供醫療服務；不過，《緊急法》既容許了非常時
期的非常手段，《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7條亦
賦權食衛局局長委任任何其他人權力、責任及職
能，其中《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亦可
豁免符合香港公眾利益的人士進入香港。抗疫作為
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減省繁文縟節以便動員更多
人力，絕對是救急扶危的應有大義。

不巧內地同時爆發疫情，最新多了約3500宗本土
病例，單計廣東亦新增了 48 宗，其中 39 宗來自深
圳，深圳已全城 「慢行」 一周；即使如此，中央依

然騰出力量援港抗疫，這無疑體現了祖國對港的關
心關懷，以及兩地人民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同胞
之情。尤其考慮到，廣東疫情多少是從香港輸入，
內地醫護還是不辭勞苦、不計前嫌來港支援，香港
各界誠宜好好珍惜、好好配合。

遺憾的是，有見香港疫情稍稍見頂，即使新增確
診只是高位橫行，部分市民已經鬆懈不堪，在過去
的周六日共有386人違反限聚令被票控，漁護署昨
天亦在郊野公園票控了490人，更離譜是不少人在
海灘無口罩戲水嬉玩……一邊廂醫護忙得要死、許
多長者不幸離世，也莫說深圳人要禁足抗疫，另邊
廂有人卻樂不思疫、無視播毒風險；抗疫必須上下
同心，還望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共同做好防疫，如
此香港才可戰勝疫情。

珍惜援港團隊 攜手戰勝疫情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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