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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收19,898點
12月26日 內地宣布取消入境隔離，自1月8日起對疫情實施「乙類
乙管」總體方案
12月28日 香港宣布取消檢疫令、「疫苗通行證」、「限聚令」和入
境強制核酸檢測，以及對密接者進行甄別等

9月23日
收17,933點
香港宣布抵港入境檢疫措施
由「3+4」改為「0+3」

10月31日
曾低見14,597點

11月14日 收17,619點
11月12日內地公布進一步優化防
控工作「二十條措施」

12月7日
收18,814點
內地公布進一步
落實疫情防控十
條優化措施（即
「新十條」）

4日收20,793點
+3.22％

恒指較去年10月
低位升逾六千點

12月16日 收19,450點
澳門宣布入境澳門檢疫安排由「5天酒
店集中隔離及3天居家隔離」，改為「5
天居家監察+3天離境限制」

12月14日
收19,673點
香港宣布所有場所不
用再掃描安心出行

港股重越牛熊線 直撲21000
通關概念炒不停 恒指兩月狂飆逾四成

市場繼續炒作通關概念，港股連升第三

日，4日再急升647點或3.2%，收報20,793

點，科指更大升4.6%，大市成交也回升至近1,500

億元（港元，下同）。隨着內地與香港持續推出優化

防疫措施，恒指由去年10月底的低位14,597點，至

今僅兩個月時間已大幅上升6,196點或42.5%，反彈

力度相當驚人，恒指終於重上250天牛熊分界線，是

近一年半以來首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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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4日連升3日，累計升1,051點，收
市見5個月高位。內房及科網板塊推

升大市，包括有消息傳內地將發布優質房
企支持計劃，推升內房股；而螞蟻消費金
融也獲准增資引新股東，消息使阿里巴巴
彈升8.7%；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於港股交
易時段回落，一度低見3.67厘水平，也刺
激一眾科網股齊升，科指大升4.6%跑贏大
市。

美債息回落利好 科指漲4.6%
就大市近一年半以來首次重越牛熊分界
線，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
表示，內地經濟有條件在今年上半年慢慢
復甦，中央更可能在首季再有動作刺激經
濟，促使資金傾向再加碼增加中資股的配
置與投入，令指數一舉收復「牛熊線」，
相信若恒指後市能夠站穩250天線的話，
有機會再挑戰21,000點至21,500點阻力，
主要視乎市場信心可否維持。

待A股進升浪 大市將續推進
國信證券的報告則表示，從基本面來

看，市場對2022年第四季企業業績下行，
已有普遍共識與承受力，而該行預期，中
國經濟的復甦將在今年1月之後到來。雖
然一些正面的信號已顯現，但大部分股份
的估值重估，仍需要較長時間來顯現，特
別是A股近期走勢相對較弱，亦顯示A股
的基本面尚未到達拐點。該行認為，一旦
A股進入回升浪，將有利港股共同推進。
據報阿里巴巴關連公司螞蟻集團，已獲
得內地監管部門批准為旗下的消費金融業
務增加資本引入股東，有投行分析認為，
這反映螞蟻已完成整改工作，有機會重啟
上市計劃，阿里巴巴大升8.7%，獨力貢獻
恒指約136點升幅，同系的阿里健康更急
升11.3%。

送美團股份除淨 騰訊受捧
騰訊5日除淨，早前公布每1股送10股
美團股份，使騰訊升4.6%，而美團也先跌
後倒升2.6%。
京東更大升7.2%，百度升8.2%，顯示資
金繼續進入內地網絡平台股。不過，手機
股受壓，舜宇急挫10.1%，比亞迪電子跌

4.1%。
另一傳來好消息的板塊，包括內房股。
中指研究院公布，內地在元旦假期間，各
主要城市的新樓成交面積按年升逾兩成，
預期房地產市道持續復甦。
此外，人行廣州分行亦表示，近期指導
轄內金融機構為省內優質房企辦理內保外
貸業務，融資規模超過28億元人民幣，用
於歸還房企到期的境外貸款，緩解企業境
外融資壓力，接下來將推動內保外貸業務
進一步擴容。內地也繼續傳出，要求對具
系統重要性房企給予更多支持。

「內保外貸」刺激 內房股勁升
以上的消息都推動了內房及物管股造
好，其中獲內保外貸的碧桂園大升7.4%，
旗下物管股碧桂園服務更抽高11.7%。多
隻內房股升幅凌厲，龍湖大升11.8%，旭
輝更升13.2%。
另外，在預期內地樓市將逐步復甦
下，分析師認為將利好水泥的需求，水
泥股跟隨造好，中建材升4.3%，海螺升
3.2%。

螞蟻消金傳獲准增資
▲港股連升3
日 ， 累 漲
1,051 點， 4
日成交回升至
近1,500億港
元。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據
外電消息，中國監管機構已批准螞
蟻集團為其消費金融部門的註冊資
本，由80億元（人民幣，下同 )大幅
增加至185億元。這標誌着內地對這
家金融科技公司進行的整改，已取
得了很大進展。
消息刺激同系阿里巴巴股價4日急

漲8.7%，連帶其他科網股亦受鼓
舞，帶動科指4日大升4.58%，3日
累升7.8%。

科網股受鼓舞 阿里升近9%
去年12月30日，重慶銀保監局批
准螞蟻消費金融業務，將註冊資本
增加至185億元。
今次增資的105億元中，出資52.5

億元的螞蟻集團在交易完成後將控
制其一半股份，杭州市旗下一家公
司將持有10%的股份，成為第二大
股東。
分析認為，重慶銀保監局此舉解

決了螞蟻的一個關鍵障礙，2020年

螞蟻的IPO胎死腹中，後來螞蟻為
滿足監管機構的要求，一直接受內
地的整改，務求完善財政要求。
事實上，中國內地監管機構過
去幾年一直加強影子銀行的監
管，目的為了在近年全球動盪的
經濟大環境下，降低內地所面臨
的經濟風險。螞蟻目前仍然需等
待取得金融控股牌照，之後便會
像一家銀行一樣，受到銀保監等機
構監管。

市場料網企整改告一段落
市場人士指出，今次有關批准，
是內地對其龐大的互聯網行業完成
整改的跡象，而有關增資的消息出
台後，螞蟻母公司阿里巴巴股價急
漲8.7%，收報96.4港元。
大華資本市場分析團隊在一份報

告中表示，螞蟻的監管整改將告一
段落，一旦螞蟻的融資完成，消費
金融部門將能夠處理1.1萬億元的貸
款額度。

內地金融機構擬推房企白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中國

內地救樓市政策頻出，隨着今年首季一
批債務到期，內房再面臨沉重還債壓
力。有消息指，內地要求證券業和銀行
業監管機構對具系統重要性的優質房企
增強支持力度，制定優質房企白名單並
對其在債權及股權融資等有更多支持，
以渡過流動性危機。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國務院金融
穩定發展委員會上周指導證券業和銀行
業監管機構，協助優質內房企業增強資
產負債表。優質房企的界定標準包括：
要連續三年獲得審計師對公司財報出具
「無保留意見」、沒有包括公開市場違
約在內的重大不良紀錄以及屬於系統重
要性房企等。

「三標準」界定優質房企
報道指，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可根據
監管指引和自身合規要求，制定新的優
質房企白名單，入圍房企有望在債權及
股權融資等多方面獲得支持。消息傳出
後，4日港股A股掛牌的內房股均大幅反
彈，境外美元債也走強。
惟監管部門一般不會公開披露入圍優
質發展商的具體名單。據彭博統計，目
前有超過100家市值至少10億美元的上
市房地產發展商，在最近一期經審計財

報獲出具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

上月百城新盤均價六連跌
上述舉措凸顯目前在樓市低迷和嚴峻
的資金壓力下，內地決策層對房地產領
域政策的調整。金融監管部門自去年11
月來已經出台包括16條金融舉措等一系
列政策支持。不過市場暫未有太大起
色，據中指院數據，2022年12月，百城
新建住宅均價環比下跌0.08%，已連續6
個月環比下跌；12月12月百城二手住宅
價格環比下跌0.22%，連續8個月環比下
跌。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上月曾表示，房地
產業是中國經濟的支柱，正在考慮新的
舉措努力改善行業的資產負債狀況，引
導市場預期和信心回暖。

聯合國際：內房還債壓力極高
中資信用評級機構聯合國際4日在香
港投資基金公會舉行的記者會上指出，
未來兩年內到期的境外債以金融及央
企、國企為主，房地產發行人會在2023
年首季面臨極高的還債壓力，而地方投
資發展公司（LIDCs）境外債每季度到
期規模保持一定水平，再融資亦會是境
外債發行其中一個原因；並預計房地產
銷售情況、融資渠道放寬及各地方政府

經濟財政表現，將成為今年中資企業整
體信用的關鍵影響因素。
中誠信亞太副總裁楊珺皓表示，內地

經濟及消費需求復甦力度疲弱，信用債
需求減弱，發債企業營運面對較大挑
戰，去年境內一級債市共發行13.5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信用債，按年跌
8%，淨融資規模按年大跌一半至1.1萬
億元。不過隨內地放寬房地產融資政
策，以及調整防疫措施，內地信用債收
益率已回升；另外受惠地方政府推出防
範風險措施，以及企業緩解債務風險，
去年新增違約額約343億元，按年大跌

82%，屬近5年最低水平，惟房地產行
業仍存在違約事件，從信用評級下調可
以反映。

融創160億境內債展期成功
另據華爾街見聞報道，融創中國旗下
融創房地產集團的160億元境內債券整
體展期方案，已獲債券持有人會議表決
通過，料可緩解未來3至4年的流動性壓
力。
方案共涉及10筆存續的公司債券及供
應鏈ABS（資產支持證券），加權平均
展期期限3.51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據
中國內地《證券日報》消息，地方兩
會陸續召開，多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提出202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期目
標，最低為6.5%左右，最高為15%左
右；同時也制定了重點項目投資計
劃。中國財政學會績效管理專委會副
主任委員張依群預計，2023年一季度
基建投資將保持兩位數高增長。
張依群指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

方法之一，今年投資政策會繼續保持
穩定，政府投資規模力度與去年相比基本
一致，形成投資的連續和連帶效應；隨着
經濟增長，不斷激發社會投資熱情，設備
更新、新技術應用等投資會不斷放大。
多地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標較高，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分析，
設定相對較高預期目標有助增強今年
經濟回升的確定性，穩定市場信心，
鼓勵民間投資，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
加大對投資領域中長期信貸投放。

首季基建投資料雙位數增長
王青預計，在 2023年目標財政赤

字率有望上調、新增專項債額度或將
達到4萬億元人民幣左右，以及上年
新開工項目續建會帶動銀行貸款較大
規模流入等因素支持下，2023年基
建投資還會保持高於常態水平的較快
增長，其中一季度將保持兩位數高增
長。2023年製造業投資增速有望保
持在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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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珺皓（右二）稱，受惠地方政府推出防範風險措施，去年新增違約額屬近5
年最低水平，惟房地產行業仍存在違約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