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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昨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
專題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資本市場問題。會議由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金融委主任劉鶴主
持，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加會議。

會議指出，在當前複雜形勢下，最關鍵的是堅持發展是
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堅持 「兩
個毫不動搖」，切實保護產權，全力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精神和全國 「兩會」部署，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資本市場平穩運行。

中美監管機構溝通良好獲積極進展
會議研究了相關問題：
──關於宏觀經濟運行，一定要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切實振作一季度經濟，貨幣政策要主動應對，新增貸款要
保持適度增長。

──關於房地產企業，要及時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
範化解風險應對方案，提出向新發展模式轉型的配套措
施。

──關於中概股，目前中美雙方監管機構保持了良好溝
通，已取得積極進展，正在致力於形成具體合作方案。中
國政府繼續支持各類企業到境外上市。

──關於平台經濟治理，有關部門要按照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的方針完善既定方案，堅持穩中求進，通過規
範、透明、可預期的監管，穩妥推進並盡快完成大型平台

公司整改工作，紅燈、綠燈都要設置好，促進平台經濟平
穩健康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

──關於香港金融市場穩定問題，內地與香港兩地監管
機構要加強溝通協作。

積極出台利好政策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
會議強調，有關部門要切實承擔起自身職責，積極出台

對市場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對市場關注的
熱點問題要及時回應。凡是對資本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政
策，應事先與金融管理部門協調，保持政策預期的穩定和
一致性。國務院金融委將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加
大協調和溝通力度，必要時進行問責。金融機構必須從大
局出發，堅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歡迎長期機構投資者增
加持股比例。各方面必須深刻認識 「兩個確立」的重大意
義，堅決做到 「兩個維護」，保持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長
期態勢，共同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表示，這一輪股市下
跌背景非常複雜，核心原因並非中國上市公司股價估值過
高、蘊含較大調整風險，而是遭遇到外部地緣政治衝擊、
中美博弈與國際投資者惡意做空的共同打擊。在這種情況
下，中國政府適當介入，維持股市基本穩定，避免股市繼
續持續下跌，就具有很強的合理性。

一行兩會：加強與香港市場溝通協作
當天，國務院金融委專題會議後，人民銀行、銀保監

會、中證監分別召開會議傳達學習會議精神，研究部署貫
徹落實工作。

人民銀行指出，堅決提高政治站位，落實金融委工作要
求，積極擔當作為，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全國兩會
部署落到實處。進一步加強政策協調，及時回應市場關注
的熱點問題，穩定預期，提振信心，保持中國經濟平穩健
康發展，共同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發展。

銀保監會強調，要全力支持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促進經
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要指導銀行保險機構從大局出發，堅
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會議還提到，要加強與香港金融監
管部門的溝通協作，支持香港金融市場健康發展。會議要
求，要積極支持資本市場平穩運行。積極出台對市場有利
的政策。要大力支持直接融資，促進融資結構優化。引導
信託、理財和保險公司等機構樹立長期投資理念，開展真
正的專業投資、價值投資，成為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維護
資本市場穩定的中堅力量，等等。

中證監表示，切實提高政治站位，進一步深化、細化各
項舉措，務求落地見效，全力維護資本市場平穩運行。據
悉，中證監提出多項具體措施，包括扎實推進全面實行股
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完善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機制，鼓
勵上市公司加大增持回購力度、引導基金公司自購份額，
加大對公募基金等各類機構投資者的培育、鼓勵長期和價
值投資，加強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的務實合作、共同維護
香港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繼續加強與美監管機構溝通、爭
取盡快就中美審計監管合作達成協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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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國務院金融委專題會議研究當前形勢
保持資本市場平穩運行

金融委暖風勁吹 港股現大奇日

恒指升1672點重上兩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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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連續兩個交易日大跌之後，A股昨
日迎來大反彈。當日早間三大指數高開低走，寬幅震
蕩；午後，國務院金融委召開專題會議，研究當前經
濟形勢和資本市場問題，市場聞訊大幅反彈。截至收
盤 ， 滬 指 報 3170.71 點 ， 漲 3.48% ； 深 證 成 指 報
12000.96 點，漲 4.02%；創業板指報 2635.08 點，漲
5.20%。

盤面上，行業板塊幾乎全線上漲，旅遊、酒店、機
場航運、證券、鋰電等漲幅居前，滬深兩市超4300隻
股票上漲，137隻漲停，成交額近1.2萬億元人民幣。

北向資金方面，全天淨流入超41億元，其中滬股通
流入超19億元，深股通流入超22億元。

前海開源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分析指，在中國資本
市場關鍵時刻，國務院金融委召開會議成為股市重要
的轉折點。會議對當前市場關切的房地產、中概股、

一季度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等進行了具體部署，大幅
提振了市場信心，A股市場應聲而起，一掃過去幾日
下跌的陰霾。他說，中國經濟整體上處於穩定復蘇階
段，能夠在複雜形勢下採取各種措施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此次會議
提出的多項舉措有利於資本市場穩定，A股市場也有
望扭轉之前跌勢，重回上升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
1至2月工業生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
增速均有好轉。惟長江證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于
博也提醒投資者，3月份以來經濟面臨困難增多，如
本土疫情形勢嚴峻，有所轉暖的消費或受抑制；俄烏
衝突導致國際大宗價格漲勢迅猛，或對製造業企業形
成新的壓力等，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穩增長政策仍需
再發力。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昨日，國務院金
融委召開專題會議，對市場關心的中概股、平台經
濟治理、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等問題作出了明確表
述。受此利好刺激，當天港股、A股均走出波瀾壯
闊的反彈行情，尤其是恒生科指創出有紀錄以來的
單日漲幅新高。

幣策寬鬆程度料強於去年
專題會議要求，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資本市場平穩運
行。人行昨表示，貨幣政策要主動應對，新增貸款
要保持適度增長，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堅定支援
實體經濟發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爾後，
銀保監會、中證監等均作出表態。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鄭後成向記者表示，今次會
議從宏觀經濟而言，重點在於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
理區間」，即 「穩增長」必須維持一定力度。會議

指出，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 「全力落實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全國兩會部署」，講求執行穩
增長政策的連續性。在1-2月宏觀經濟取得開門紅
的背景下，市場後期 「穩增長」的預期邊際下降，
會議明確指出 「要切實振作一季度經濟」，這意味
在新一波疫情衝擊下，後期 「穩增長」力度大概
率不會變弱。同時，會議指出， 「貨幣政策要主動
應對，新增貸款要保持適度增長」。這意味寬信
用與寬貨幣還將繼續推進，2022年貨幣政策寬鬆程
度大概率高於2021年。

方正證券分析師亦表示，穩增長新舉措將為港股
大跌後的反彈提供政策面和基本面支撐。

A股有望迎來修復窗口
專題會議強調，要積極出台對市場有利的政策，

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對市場關注的熱點問題要及
時回應。凡是對資本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應

事先與金融管理部門協調，保持政策預期的穩定和
一致性。金融委將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加
大協調和溝通力度，必要時進行問責。

會後，除人行外，中證監、銀保監會、外匯局等
都紛紛表態，共同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發展。一位深
圳私募基金經理向記者表示，與之前各自為戰不
同，監管層各方護盤，為市場注入信心的步調幾乎
一致，強調共同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發展。據此，他
認為A股正在構築政策底。

前海開源基金分析師亦認為，整體來看，當前內
外市場風險正逐步緩和，周邊地緣緊張情緒亦在釋
放，美聯儲加息乃至縮表計劃靴子落地在即，加之
內地頭兩月經濟數字好於預期，前期穩增長措施已
經逐步起效。未來一個月，A 股有望迎來修復窗
口。

至於房地產業，會議提出要及時研究和提出有力
有效的防範化解風險應對方案，推出向新發展模式

轉型的配套措施。

房地產業或有重磅利好出台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表示，從長

線看，國家鼓勵房企和行業走新發展模式；從短線
看，要強化併購貸款業務加快不良資產出清，有效
化解房地產企業風險。他預計，後續在發債、債務
處置、鼓勵機構投資者持股等方面，會形成更多支
持性政策。而財政部明確，今年內不具備擴大房地
產稅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嚴躍進指，一些領域改
革速度可能適當放緩。

嚴躍進認為，今次會議室繼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人行金融機構座談會後，多部委首次集體發
聲，對房地產業構成明顯利好，預計最快本月內就
會有各類新扶持政策出台，利好出台節奏更快、扶
持力度更大值得期待。對於股市，此前房地產股遭
遇持續性看空和下行，今次會後隨政策效應釋放，
將為3月份乃至上半年的房地產業發展提供積極支
援，後續包括地產股及房地產市場行情、預期、秩
序等，都會朝着健康方向發展。

A股大反彈 成交破萬億

專題會構築股市政策底

昨早，恒指隨外圍市場高開540點後，升幅一度收
窄。中午，國務院金融委召開專題會議，會議強調加
強與香港金融監管部門溝通協作、支持香港金融市場
健康發展等。如此暖風勁吹下，午後恒指升勢加速，
一口氣收復20000點關口，最高曾見20120點。連日暴
跌的科指更是狂飆突進770點或22.2%，收報4243點。

技術走勢方面，恒指經嚴重超賣後，9天相對強弱指
數反彈至37.38。以昨收市報20087點計，距離10天線
（20630點）僅有543點。有分析人士稱，港股重上10
天線之上，方能確定周二低位18235點為短線低位。

在港上市中概股絕地大反彈
藍籌股方面，一度失守 300 元大關的騰訊控股

（700），昨現報復反彈，收市飆23.15%，報367元；
港交所（388）受惠大市反彈兼成交急增，收彈
11.79% ， 報 360.4 元 。 其 他 藍 籌 方 面 ， 藥 明 生 物
（2269）彈 15.39%，報 47.25 元；美團點評（3690）
彈 32.08%，報 140 元；往日拋壓最重的阿里巴巴
（9988）升 27.3%，報 90.7 元。受累疫情升溫的海底
撈（6862），昨亦彈21.23%，報12.22元。

券商及中資金融股明顯受惠中央力挺股市而反彈。
中金（3908）彈11.91%，報16.54元。汽車股 「電動車
三寶」的小鵬汽車（9868）、理想汽車（2015）及蔚來
汽車(9866)升幅介乎 29%至 35%，其中理想汽車收升
34.59%，報 23.9 元。至於內房物管股，龍光集團
（3380）飆 23.31%，報 1.64 元；中海物業(2669)飆
23%，報7.7元。

此外，正向ETF昨全線暴漲，尤其是槓桿ETF升幅

最凌厲。XL二南方恒科（7226）狂飆44.28%，報1.59
元；FL二南方國指（7288）狂升24.48%，報2.97元；
FL二GX恒指（7231）亦漲16.83%，報5.15元。

值得注意的還有，金融委專題會議高度關注中概股
問題，亦刺激連日暴跌的在港上市中概股絕地反彈。
其中，昨日升幅最大的3隻科指成分股全屬中概股，
包括萬國數據（9698）、嗶哩嗶哩（9626）以及京東
集團（9618）。萬國數據狂升48.32%，收報28.3元；
嗶 哩 嗶 哩 升 40.83% ， 收 報 179.7 元 ； 京 東 集 團 漲
35.64%，收報219.6元。

此外，昨夜美股開市繼續上行，受中國政府支持資
本市場利好刺激，中概股紛紛大漲，阿里、京東、百
度漲幅介乎20%至30%。

後市短線由投資者情緒主導
展望後市，光大證券國際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表

示，港股早前已極度超賣，昨重上20000點大關後，
料仍有最多800點水位。惟美聯儲局今天凌晨議息會
後聲明、鮑威爾議息後記者會言論以及聯儲局稍後加
息與 「縮表」步伐，仍將為環球股市帶來波動。他認
為，港股短線仍由投資者情緒主導，料高 「啤打」
（Beta）股短線會跑贏大市。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分析指，昨日港
股暴漲源於利空出盡，加上利好觸發，就導致超跌
反彈。他認為，港股階段性拐點有出現機會，對於
後市反彈能否延續、能否彈得更高，觀察重點包括
俄烏局勢、美國加息、疫情變化及通脹情況等宏觀
基本面。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昨日，國務院金融委召開專題會議
要求保持資本市場平穩運行：關於香港金融市場穩定，內地與香港兩地
監管機構要加強溝通協作；關於中概股，中美雙方監管機構保持良好溝
通，並取得積極進展，正致力於形成具體合作方案；中國政府繼續支持
各類企業到境外上市。金融委發出超強音，引發市場對中央救市的憧
憬。經連日暴瀉後，港股昨日終於從近10年低位展開報復式大反彈，重
上20000點，升1672點或9.08%，收報20087點，成交3097億元；科指更
是狂飆770點，大漲22.2%！市場分析稱，港股短線低位已現，惟美國聯
儲局議息等仍將為後市帶來變數。

科指狂漲逾22%創歷史
恒生指數近恒生指數近55日走勢日走勢

33月月1515日日
創創1823518235點新低點新低

昨收報昨收報
2008720087點點

恒指近日暴跌後昨日飆升1672點，
漲幅逾9%。 中通社

3月11日 3月14日 3月15日 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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