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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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基：港金融中心地位堅如磐石
「過去三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各行各業其

實都受到考驗，但憑藉國家大力支持，加上港府與社
會各界大家同心協力，香港得以在復常之路穩步向
前，社會和經濟活動逐步重拾動力。」陳國基稱，憑
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穩固根基，深信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堅如磐石，發展前景非常亮
麗。

他續稱，內地和香港逐步、有序、最後達致全面通
關，將為兩地經貿、人文等領域的交流合作重新注入
動力，隨兩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更加活躍，相信
香港金銀業的發展必定大有所為。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表示，疫情放慢了內地
企業對黃金的需求，加上行業上游自疫情爆發以後，
在運送、交收、來料加工等問題都推高黃金成本，從
而帶動飾金售價上升；惟相信隨內地與香港通關，
香港金市將更為蓬勃。

陳茂波：互換通等上半年陸續推出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稱，自去年底起，內地與香港和

國際恢復聯繫，市場氛圍好轉，在 「一國兩制」之
下，香港是全球唯一匯聚國際和內地的資金和人才之
地，未來港府將與港交所（388）合作，共同 「走出
去」說好香港故事，而港府今年也會舉辦多項大型活
動，吸引和邀請更多國際朋友來香港，讓他們親身來
看看我們這裏的蓬勃發展、競爭力和機會。

陳茂波補充指，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下月率團出訪
中東，認為中東國家具有雄厚資金，相信該等國家考
慮到現時地緣政治因素後，將會非常有興趣分散投
資、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相信這是大家互惠合作的
好機遇。

至於去年宣布推出的惠港金融業措施，陳茂波表
示，利率 「互換通」、將在香港上市的國際公司納入
「南向通」標的範圍，以及就 「南向通」部分股票推

出港幣和人民幣的 「雙櫃台」，預計將於今年上半年
會陸續推出。他又指，短期內本港將推出措施，便利
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同時激活創業板，讓它能發揮更

好的功能，協助初創或中小企業融資。
陳茂波相信，兔年股票市場一定能夠 「吐氣揚眉、

兔躍如飛；跳上新台階、踏上新水平」。他預料，人
氣財氣都更暢旺，今年市道和經濟都較去年好很多，
港交所今年亦將努力提升上市平台競爭優勢。

史美倫：外界對港交所新措反應佳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與 「財爺」出席同一場合時表

示，較早前與港交所團隊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向外介紹香港市場優勢；連同早幾次外訪，她能親身
與投資者及國際企業介紹即將推出的重要新措施，獲
得各界積極反應。她續指，港交所繼去年底在紐約成
立辦事處後，目前正籌備歐洲辦事處，高興見到港交
所於連接內地的 「互聯互通」機制及連接世界發展的
兩大戰略核心，都取得良好進展。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則指，宏觀市況轉好加上市
場對經濟重啟進展更感樂觀下，本港新股市場已見復
蘇象。他透露，由今年初起截至農曆新年前已有10
隻新股上市，目前有約100隻新股等待發行，相信隨
市場情勢轉趨樂觀，今年市況將會好轉。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九九金於癸卯兔
年首個交易日紅盤高開高收，收市報每18150元，
較農曆新年休市前的17890元高出260元。金銀業貿
易場理事長張德熙預期，隨美國聯儲局放慢加息步
伐，加上地緣政治局勢帶動，倘若國際金價今年首兩
季突破每盎司 2000 美元，全年高位或將見 2500 美
元。

昨天，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節後開市，九九金開市價
為每18088 港元成交，較虎年收市價上升 198 港
元；至於人民幣公斤條第一口價，則以每克423.98元
人民幣成交，較虎年收市價480.1元人民幣上升10.38
元人民幣。

張德熙表示，去年金價受到美國加息步伐較急影
響，表現不及預期，但隨今年美國通脹受控，當地
加息步伐應放慢，加上全球多地地緣政局緊張，有助
支持金價，料首季有望挑戰每盎司2000美元水平；若
能突破此阻力，下一個點有望再挑戰2500美元。

32家行員登記參與買賣數碼黃金
金銀業貿易場部署發行數碼黃金多年。對此，張德

熙表示，理解監管機構對虛擬資產作出規管，隨國
家提出要發展數碼經濟，相信監管機構會對數碼黃金
加快審批。他續指，至目前為止，已獲32家行員登記
參與買賣數碼黃金。

另外，張德熙提到將參與南沙黃金白銀珠寶小鎮的
發展，並已就此與南沙海關會面，期望在當地設立保
稅倉、黃金貿易及驗金中心服務。他指，南沙黃金白
銀珠寶小鎮可配合 「一帶一路」倡議及海南省免稅港
的發展。

對於去年 G7 對俄羅斯實施黃金禁運，張德熙認
為，此舉對香港黃金交割未有造成太大影響，惟承認
較早前從俄羅斯輸出黃金來港時，要先行繞路中東才
可運到香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旦旦報道：農曆兔年首個交
易日，國企成分股汽車板塊異軍突起，蔚來(9866)、
理想(2015)、小鵬汽車(9868)及鋰電池相關概念股普
漲。港股大市受汽車股、科網股、金融股等走升刺
激，全日高收 22566 點，單日抽升 522 點或 2.4%，創
近11個月高位；恒生科技指數報4763點，升194點或
4.3%；國指亦升223點或3.0%，報7706點。大市成交
額達1195億元。

當天，恒指高開 341 點，報 22386 點，升幅曾縮至
284點，低見22329點。隨後大市升幅擴大，午後升穿
高位，收市競價時段進一步走高，以全日最高位收
市。

藍籌股方面，金融股受追捧，中國平安(2318)收
64.75元，升4.2%；友邦保險(1299)收90元，漲2.7%；
港交所(388)收 375 元，微漲 1.8%；建行(939)收 5.22
元，微漲1.8%。

科網股騰訊(700)收 406.8 元，升 3.8%；阿里巴巴
(9988)收 117.5 元，升 1%；美團(3690)收 172.4 元，升
2.6%。

電動車概念股炒上
中型股方面，汽車股普遍走強。其中，蔚來抽升

13%，理想汽車漲12.2%，小鵬汽車飆10.5%，比亞迪
股份(1211)漲超 6%兼創 3 月高，吉利汽車(175)漲超

6.8%。小米集團(1810)首款汽車設計圖被指外洩，小
米集團應聲炒高，全日收13.34元，飆12.5%。小米官
方同日亦發出澄清，指二級供應商的設計文件被洩
露，但其為初步設計文件，並非最終設計。

電車相關概念股、鋰電池燃料電池等板塊亦跟漲。
其中，力勁科技(558)飆破 20.2%，贛鋒鋰業(1772)漲
8.3%，億和控股(838)漲6.3%。

隨內地經濟復蘇，個人消費品概念出現反彈，手
機股表現標青，舜宇(2382)升8.5%，丘鈦(1478)搶高近
11%。

至於跌幅榜上，電訊服務、紙及林業產品、博彩股
等 板 塊 個 股 走 弱 。 電 訊 服 務 股 中 國 電 信 (728) 跌
1.34%。濠賭股永利澳門(1128)挫逾半成；澳博控股回
吐1.8%。

短線注意追高風險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指，受假期外圍股

市向好帶動，港股兔年首個交易日伸延試高走勢。恒
指升至22500點水平，創去年3月以來最高。目前，市
場對社會復常持正面預期，加上憧憬環球加息周期到
達頂峰，推動資金積極入市。惟他亦指，現時俄烏衝
突仍未解決，美聯儲已累積加息4.25%，估計恒指這
一波上限水平已至，短線尋頂行情或接近尾聲，操作
上應注意短線追高的風險。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踏入癸卯兔年首個交易日，股市及金市
昨天雙雙 「開門紅」 ，紅盤高開高收。當天，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金銀業
貿易場開市儀式時表示，香港在復常之路穩步向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堅如磐石，發展前景非常亮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港交所開市儀式時
則指，兔年股票市場一定能夠 「吐氣揚眉、兔躍如飛」 ，今年不論市道還是
經濟都會較去年 「好很多」 。

恒指升522點創10個月高位 張德熙料金價上望2500美元

昨日是兔年首個交易日，港
股紅盤高開，金市交投活躍，
新一年香港金融市場果然 「動

若脫兔」 ！展望來年，大家當有樂觀和自信的理
由：香港與內地及國際已基本恢復通關，社會經濟
活動亦逐步重拾動力。誠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所
言，憑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穩固根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如磐石，發展前景非常亮
麗；也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說，預料今年市
道、經濟 「比去年好得多」 ！

過去三年，在世紀疫情衝擊下，全球各行各業普
遍受到嚴峻考驗，去年更因受到俄烏衝突、歐美接
連加息等多重負面因素影響，環球股市表現欠佳，
香港也無法獨善其身，不僅恒生指數表現不濟，連

一向引以為傲的首次公開招股業務都受到影響；可
幸在下半年，特別是最後一季，市況恢復的動力很
強。今年則相當看好，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昨透
露，目前約有100隻新股等待發行。

長期以來，香港憑藉高度國際化、專業化和普通
法制度，為各地投資者提供高效的籌融資平台。更
重要的是，國家一直擔當香港的最強後盾，給予無
限支持。 「十四五」 規劃明言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同時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而在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香港亦獲得深化並擴大與
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重大契機。隨疫情結束
在望，香港和內地加強金融等領域合作、進一步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只會加快，不會減慢。

為強化香港在金融領域的競爭力和吸引力，特區
政府也全力以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
在去年推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的
基礎上，目前正研究為有一定規模、但未必符合一
般盈利和營業額要求的特專科技公司，設立上市機
制；為了幫助中小型或初創公司融資，正加緊研究
進一步激活創業板市場。去年宣布的幾項措施，包
括利率互換通、將在港上市國際公司納入 「南向
通」 標的範圍，以及就 「南向通」 部分股票推出港
幣和人民幣的 「雙櫃台」 等，都有望在今年短期內
推出。可以預計，只要上述 「新招」 逐一落實，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必將更加強大。

當然，除了不斷改革和自我提升，也要對外宣傳
香港優勢，說好香港故事。近幾年香港不斷被某些

外力 「唱衰」 ，這對其國際形象和吸引力造成一定
影響。面對此情況，去年新一屆特區政府上台後，
已有多位官員前赴多個傳統和新興市場，宣傳一個
真實、有活力的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即將率團訪
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乘 「一帶一路」 倡議10
周年的契機，加強香港與中東地區的商貿、投資和
文化交流。這些工作對於落實《施政報告》中的
「搶企業、搶人才」 政策，以及增強香港金融業的

發展動能，自然有莫大裨益。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穩固，只要積極作為，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拓展國際聯繫，繼續發揮自身
優勢，不斷增強發展新動能，開拓新發展空間，前
景一定非常亮麗。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金融中
心必會風光無限！

動若脫兔 港金融中心風光無限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右五）等嘉賓出席慶賀新春開市儀式。

▲金銀業貿易場舉行 「癸卯年新春
開市儀式暨行員團拜」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右二）出席。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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