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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大力度支持民間投資
發改委發布21條舉措 鼓勵平台企業加快發展

為擴投資穩增長，提振民間投資信

心，中國國家發改委7日發布文件出台

支持民間投資21條舉措，支持民間投

資參與「十四五」規劃102項重大工

程、國家重大戰略等重點建設任務，並

鼓勵民間投資以多種方式盤活國有存量

資產，加強民間投資融資支持。文件還

提到支持平台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

鼓勵平台企業加快人工智能、雲計算、

區塊鏈、操作系統、處理器等領域重點

項目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該份題為《關於進一步完善政策環境
加大力度支持民間投資發展的意

見》的文件，旨在進一步完善政策環
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間投資發展，共提
出六大方面21條意見。

基建招標 對民企一視同仁
今年以來投資穩增長力度加大，基建
投資加速回升，但民間投資持續疲弱，
市場信心不足，1-9月民間投資增速僅
2%，明顯低於整體投資增長5.9%的水
平。文件提出，當前民間投資佔全社會
投資一半以上，堅持「兩個毫不動
搖」，加大政策支持，用市場辦法、改
革舉措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有利於調動
各方投資積極性、穩定市場預期、增加

就業崗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十四五』規劃 102項重大工

程、國家重大戰略中，選擇具備一定收
益水平、條件相對成熟的項目，多種方
式吸引民間資本參與。」文件強調，在
招投標中對民間投資一視同仁。支持民
營企業參與鐵路、高速公路、港口碼頭
及相關站場、服務設施建設。另外，在
安排各類政府性投資資金時，對民營企
業一視同仁，積極利用投資補助、貸款
貼息等方式，支持符合條件的民間投資
項目建設。
發改委在文件中表示，鼓勵民間資本

積極參與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技術
創新中心、國家能源研發創新平台、國
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企業技術中心等

創新平台建設，支持民營企業承擔國家
重大科技戰略任務。

支持加大製造業轉型升級
文件提出對民間投資的鼓勵方向，支

持加大製造業轉型升級；鼓勵民間投資
依靠創新驅動發展，鼓勵民間資本參與
5G應用、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工業
軟件等新型基礎設施及相關領域投資建
設和運營，發展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
的數字經濟；引導民間投資積極參與鄉
村振興，包括現代種養業、農業與文化
體育、健康養老等業態融合、鄉村旅遊
產業等；鼓勵民間投資開展投資項目環
境、社會和治理（ESG）評價。
文件還對民間投資的融資提出多個支

持措施，推動金融機構按市場化原則積
極採用續貸、貸款展期、調整還款安排
等方式對民間投資項目予以支持，避免
因抽貸、斷貸影響項目正常建設。完善
民企債券融資支持機制，加大對民企發
債融資的支持力度，降低對民營企業貸
款利率水平和與融資相關的費用支出。
文件特別提到，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

權和企業家權益，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推出一批
「綠燈」投資案例，同時防止出台影響
民間投資積極性的政策措施。談及平台
經濟時，文件表示，支持平台經濟規範
健康持續發展，鼓勵平台企業加快人工
智能、雲計算、區塊鏈、操作系統、處
理器等領域重點項目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匯持續偏軟，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將
跌破千億大關。惟港股在「北水」
流入下，連升兩日已累升1,256點。
恒指7日一度低開129點後，曾失守
16,000 點，在資金支撐下港股轉
升，曾升過 660 點，全日收報
16,595點，仍升434點，成交1,485
億元（港元，下同）。專家認為，
資金正在回流，港股在短期內有望
持續反彈。
事實上，資金仍有繼續流入的跡
象，除了「北水」淨流入有49億
元，美銀全球研究最新的周報顯示
在截至上周三的7天內，有621億美
元流入到全球的現金基金，速度創
2020年新冠疫情最嚴重時期以來最
快的紀錄，單是股票基金便吸引了

63億美元，當中流到新興市場基金
的規模便有43億美元，是連續兩周
有資金流入。

資金回流 成交近1500億
香港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

尚志表示，恒生指數再升逾 430
點，上試至16,600點水平，是三周
來新高。大市成交額接近1,500億
元，顯示港股在確認階段性見底
後，資金有繼續回流市場的傾向，
有利「大漲小回」格局的延續。
中國光大證券國際產品開發及零

售研究部董事兼主管陳政生認為，
恒生指數過去一周反彈，技術形態
上得到改善，令港股的反彈在短期
內可以持續，樂觀估計反彈目標是
20,000點。 但他指出，若從基本面

分析，港股仍然面對主流金融市場
壓力，包括加息、通脹、增長動力
放緩和中美競爭等因素，這些因素
相信在短期內不易出現較大轉變。
在基本因素偏弱的情況下，相信投
資者以防守性為主，避免激進。

基本因素沒改善 需審慎
東亞銀行股票策略師陳偉聰表

示，近日港股的成交額較10月大幅
回升，除「北水」流入外，還可能
有沽空機構趁大市反彈平空倉，以
及有外資重新入場所致。恒指連升
兩日，已累升1,256點。他預期，港
股上升趨勢短期內延續，可上望
17,000 點之上水平。但他同時提
醒，由於其他的基本因素並無改
善，中國10月的外貿數據甚至遠遜

預期，故投資者在今次反彈浪中，
仍要時刻審慎。
中國10月外貿數據遠遜預期，是

逾2年來再次錄得負增長，主要因
美國持續加息，在強勢美元計價
下，中國的出口增長便由正轉負，
跌幅為0.3%，是2020年5月以來首
次錄得負增長，進口同樣由正轉負
0.7%，是2020年8月以來低位，兩
個數字都遠差市場預期。
科指升4.1%報3,396點，國指亦
升2.8%報5,636點。金融、科技、
內房等股份是大市上升動力，重磅
金融股中，滙控升3.7%，友邦升
3.3%，港交所也升5.4%。重磅科技
股中，騰訊升2.9%，京東升3.1%，
小米更升5.2%，惟獨阿里巴巴反覆
跌0.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香
港證監會有意進一步加強期貨買賣
活動的風險管理，並提議若有客戶
屢欠「保證金」，應立即強制平
倉。據媒體報道，證監會最快在今
年內諮詢市場，明年向業界提供相
關指引，屆時將設有過渡期。證監
會的有關指引，涉及多個期貨交易
的風險監控範疇，當中建議券商不
得向在屢欠「保證金」的客戶給予
寬免追繳保證金通知，而在提供優
惠保證金時，須慎選合資格客戶，
並需每周作壓力測試。
報道又指出，證監會同時提議，

若期貨客戶曾在30日內，兩次未能
按時清繳追繳保證金，期貨商便應
立刻強制平倉。證監會將為領有「2
號牌」（期貨合約交易）的持牌法

團，提供風險管理指引，料適用於
包括非交易所參與者在內，全部持
「2號牌」的法團，並涵蓋香港及海
外市場的金融和商品期貨產品。
證監會發言人回應表示，現正就

此與業界磋商，並將在今年底諮
詢。發言人並表示，證監會認為現
在是向期貨經紀商提供更詳細風險
管理指引的好時機。由於在最近兩
年，金融和商品期貨市場曾出現過
極端的市場波動，在跟進中注意
到，有部分客戶拖欠保證金。使某
些情況下，期貨經紀受到了重大影
響，需要尋求緊急資金或財務援
助，以防止其義務違約或確保遵守
監管資本要求，反映部分期貨經紀
在極端市況期間，或無足夠的風險
控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國家
外匯管理局7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0
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524億美元，較9月
末上升 235億美元，略高於市場預期，升幅為
0.77%，結束此前連續三個月下降的態勢。
國家外匯局分析外儲規模上升的原因指出，受主

要國家貨幣政策預期、宏觀經濟數據等因素影響，
10月份美元指數小幅下跌，全球金融資產價格漲跌
互現。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
當月外匯儲備規模上升。

美元指數高位回落
10月美元指數高位回落，一度跌破110，整月微
幅下跌0.5%，非美貨幣歐元、英鎊則自低位反
彈，當月歐元上漲0.8%、英鎊漲2.7%、日圓下跌
2.7%；主要國家金融資產價格漲跌互現，以美元標
價的已對沖全球債券指數下跌0.3%，標普500股票
指數上漲8%，歐元區斯托克50指數上漲9%，日
經225指數上漲6.4%。
「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產生
正估值效應，是10月外匯儲備規模增長的主要原
因。」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分析還指，10
月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851億美元，持續保持高
位，經常賬戶和直接投資等國際收支基礎性順差繼
續在跨境資金流動中發揮穩定性作用，有利於支持
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外匯局：外儲規模續穩定
展望未來，國家外匯局表示，中國經濟韌性強、

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
變，將繼續支持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以來，美元指數持續上漲，人民幣貶值壓力

增大，外匯儲備從今年初3.25萬億美元呈下降趨
勢，到6月跌破3.1萬億美元，9月降至2019年以來
新低，10月略有回升。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鄭後
成分析認為，展望明年，美國宏觀經濟承壓下行，
美聯儲大概率放緩加息步伐，或啟動降息進程，歷
史經驗看將壓低10年期美債到期收益率，推升10
年期美債的價格，美元指數亦有望高位回落，將利
多中國外匯儲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儘管10月進出口
增速低於預期，但因近期機構積極看好股市，仍支持A股繼
續震盪攀升。7日滬深指數早盤小幅低開，最終均頑強收
紅，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77點，漲7點或0.23%；深成指
報11,207點，漲20點或0.18%；創業板指報2,454點，漲3
點或0.14%。兩市共成交10,061億元（人民幣，下同），北
向資金全天淨流出40億元。

原材料價回落 企業利潤料回升
瑞銀證券中國股票策略分析師孟磊指，三季度是今年盈利
的低點，隨着盈利基數的降低，未來一段時間內，A股的盈
利情況會呈緩步復甦態勢。考慮到部分材料價格有所回落，
下游行業的利潤率有望在四季度企穩回升，預計全部A股的
全年盈利增速將回升至約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香港政府支持港交所修改主板上
市規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表示，政府支持研究在
「港股通」內，增設人民幣股票
交易櫃枱，目標明年第二季推
出。許正宇7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指出，為配合有關措施，港交所
正準備推出雙幣股票市場莊家機
制，政府亦會豁免市場莊家特定
交易的股票印花稅，以提高人民
幣計價股票的流通量，此舉有助
改善價格效益，政府將於年內，
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
他又表示，考慮到科技企業的

獨特營運模式和融資需求，政府
支持港交所修改主板上市規則，
以便利有規模但未有盈利或業績

支持的「特專科技企業」來港上
市融資，港交所已開始諮詢市場
意見，目標於明年上半年實施相
關修訂。
香港財庫局亦支持港交所構思

活化GEM，為中小型及初創企業
提供更有效的融資平台，相信港
交所會在充分了解市場需求和考
慮相關風險後，提出具體建議，
並進一步諮詢市場意見。
中證監9月宣布一系列進一步

擴展中國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的舉措，包括推動符合條件在
香港主要上市的海外企業證券，
納入港股通合資格證券範圍；支
持研究允許在港股通增加人民幣
股票交易櫃枱，以及研究在港推
出國債期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若溪深圳
報道） 華為全鏈接大會7日舉行，
集團輪值董事長胡厚崑在會上提出了
助力客戶釋放數字生產力的三大舉
措。華為並面向中國市場發布了十大
場景化解決方案和超過十五項創新的
雲服務。
胡厚崑提出了三大舉措：「讓技術

不難選不難用，讓企業『上好雲、用
好雲』，讓數字人才供給源源不斷，

助力千行百業釋放數字生產力。」首
先，深入場景，讓技術不難選不難
用。華為打造了易部署、易運維、高
性能的產品組合，今年已推出了40
多個面向行業的產品組合和70多個
針對中小企業的「小而美」方案，讓
客戶獲取技術更便捷。面向煤礦、港
口、電力等多個行業成立了軍團組
織，並攜手1,800多家解決方案合作
夥伴，為客戶打造適配場景的產品和

解決方案。
其次，從「上好雲」到「用好

雲」，構建企業數字化雲底座。華為
將AI、軟件開發、數據治理和數字內
容生產等最新技術，及自身的數字化
轉型經驗和全球夥伴在各行各業的優
秀實踐放在雲上，讓企業隨取隨用，
實現從「上好雲」到「用好雲」的跨
越發展。
最後，加速人才培養，讓數字人才

供給源源不斷。據預測，到2025年
ICT人才缺口將超過2,000萬人。華
為攜手院校、政府及企業，為社會培
養大量ICT人才，如華為與教育部聯
合發起的「智能基座」項目，與內地
72所高校合作，預計5年培養出300
萬計算人才。此外，華為數字化人才
發展服務已覆蓋企業客戶 1,200多
家，累計為企業培養數字化人才近5
萬人。

發改委支持民間投資
部分新措施

◆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鐵路、高速公路、港口碼
頭及相關站場、服務設施建設

◆鼓勵招標人對民營企業投標人免除投標擔保

◆在發行基礎設施REITs時，對各類所有制企
業一視同仁，加快推出民間投資具體項目，
形成示範效應

◆鼓勵民間資本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PPP）等方式參與盤活國有存量資產

◆鼓勵中央企業、行業龍頭企業加強對民營企
業新產品、新技術的應用

◆推動金融機構按市場化原則積極採用續貸、
貸款展期、調整還款安排等方式對民間投資
項目予以支持

◆督促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
能免盡免

◆引導民營企業正確看待國內外經濟形勢，準
確理解國家政策意圖

◆引導民營企業量力而行，自覺強化信用管
理，合理控制債務融資規模和比例，避免超
出自身能力的高槓桿投資

◆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
燈」，推出一批「綠燈」投資案例，規範和
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做好擬出台政策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
估，防止出台影響民間投資積極性的政策措
施

製表：記者 海巖

◆ 發改委
文件稱，支
持民營企業
參與鐵路、
高速公路、
港口碼頭及
相關站場、
服務設施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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