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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銀行正準備
年結資金，港元拆息持續高企，當中反映銀行資
金成本的3個月拆息16日升1.35點子至5.22厘，
為9月29日後最高。銀根緊張下，多家港銀掀起
定存加息潮搶客，繼滙豐上周五將港元3個月定
存息上調0.2厘至最高4.5厘，中銀香港16日跟加
至相同水平，入場僅1萬元（港元，下同）。
中長期定存息方面，中銀香港及滙豐6個月定
存息仍維持在4.5厘，渣打則維持在4.3厘。中銀
香港的1年期定存息與渣打同維持在3.4厘。短期
息方面，恒生及渣打的3個月定存息仍維持在4.3
厘及4.1厘。另外，恒生亦有推出4個月定存，年
息4.4厘。
中小型銀行方面，創興銀行將3個月定存息加
至5厘，起存額為50萬元，為目前全港同存期最

高定存息，但客戶需符指定要求如全新客戶、開
立網上銀行或信用卡等。若以起存額50萬元承造
3個月定存，以5厘息計，即完成後可穩賺6,250
元。工銀亞洲3個月定存息亦有4.9厘，存款額為
10萬元至80萬元，屬於全新客戶分行新資金優
惠。

一個月拆息升至逾4.93厘
港元拆息16日個別發展，其中短期拆息方面，

隔夜拆息跌至4.64441厘，為10月4日後最低，1
星期及2星期拆息分別升至4.86107厘及4.87548
厘。與樓按相關的一個月拆息16日終止2連跌，
升至4.93542厘，為10月11日後最高。中長線拆
息方面，半年期拆息跌至5.32036厘，一年期拆
息跌至5.47625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中國
人民銀行深圳市分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深圳市分
局16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人民銀行深圳市分行法
律事務處（金融消費權益保護處）李彬在會上透
露，在港人開戶投資方面，深圳市辦理香港居民
代理見證開戶量突破30萬戶，累計交易超過158
億元（人民幣，下同），約佔大灣區香港居民代
理見證開戶總數、交易金額的九成。

累計交易額158億佔大灣區九成
李彬稱，截至2023年9月末，落地數字人民幣

App外卡「先充後用」功能，港人申請的數字人
民幣硬錢包2.3 萬張。隨着內地與港澳恢復通
關，跨境消費持續升溫。截至2023年9月末，微
信香港錢包和港澳版「雲閃付」累計交易金額超
38億元。
為支持河套合作區發展建設，解決非企業科研

機構境外匯入科研資金無法可依等難題，河套
「科匯通」試點於月前啟動。人行深圳市分行資
本項目管理處朱松濤表示，目前香港已有部分高
校在申請，因為轉往河套的跨境資金需要校董會
批准，現在正在走流程。此舉將可以助力香港一
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全生命周期、全鏈條管理優
化，為深港兩地科技創新要素流動和科技產業協
作提供有力支撐。

5企藉「前海港企貸」共融資2千萬
8月9日，外匯局深圳分局印發《「前海港企

貸」業務操作指引》，符合條件的前海港資小微
企業可在500萬元的限額內從境外銀行獲得人民幣
貸款，便利因淨資產不足、不滿足借用外債條件
的企業牽手境外資金，助力港企港人在前海創業
創新。截至9月末，已有5家企業辦理「港企貸」
業務，融資金額合計2,000萬元。

中國金管局在聯匯「出生」並有效運作40年
的今天，再次強調聯匯是個好制度，是香港

貨幣和金融穩定的根基。1980年代初，中英在談
判香港前途問題，不明朗因素令市場恐慌情緒大
增，引發港元大瀉。當時的香港政府遂於1983年
10月15日，宣布將港元與美元掛鈎，匯率設定為
7.8港元兌一美元，聯匯機制亦於同年的10月17
日生效至今。
自聯匯實施以來，為香港經濟社會的持續發

展提供了所需的穩定貨幣環境，期間更應對了
大大小小的地區和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香港面
對的各種嚴峻挑戰，充分突顯聯匯制度穩健可
靠。余偉文在文章中認為，聯匯制度成功的關

鍵之一，是多年來逐步建立的公信力，該制度
也符合市場規律的嚴謹設計、高度透明化和制
度化的操作，還包括充裕的外匯儲備、穩健的
政府財政，和具活力的經濟等因素。

近20年觸發321次強方保證
余偉文提到，特別是2005年的聯匯優化措
施，明確了1美元兌7.75至7.85港元的活動空
間，又訂下金管局的強方和弱方兌換保證承
諾。至今近20年，聯匯強方保證曾經觸發321
次，金管局承接了相當於近14,500億港元的美
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而弱方保證亦觸發84
次，相當於有近4,200億港元的美元資金從港元
體系流出。而一切恰如預期，精準運作。
香港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衝擊、近幾年香港
所承受的嚴峻挑戰，以及由此對金融體系造成
的巨大壓力，再疊加各種有意、無意甚或惡意
的市場謠言，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信心測試，而
聯匯卻一次又一次地履險如夷。信心，就是這
樣經年累月、點點滴滴積累起來。余偉文強
調，匯率制度茲事體大，絕不會輕言轉變。
有「聯匯之父」之稱的著名基金經理祈連活
近日表示，過去40年歷史證明，聯匯制度幾乎

無可能被炒家攻破。他表示，因為中國仍維持
一定程度的外匯及資本管制，港元匯率及港元
市場，仍然成為中國與世界接軌中「最有價值
的安全門及防震器」。

「聯匯之父」：不被炒家攻破
祈連活認為，只要香港繼續扮演中國與世界
連接的大門，持續實施固定匯率制度，才是最
能吸收龐大資金進出，並可維繫穩定的最佳機
制，這將確保香港繼續有效發揮國際金融中心
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章蘿蘭）港股
16日反覆下挫，最多曾跌211點，到接近17,600
點才喘定。尾市A股跌幅收窄，恒指全日跌幅也
減至173點報17,640點，成交再萎縮至734億元
（港元，下同）。恒指連跌第二日，累跌近600
點。科指跌1.8%，收報3,811點跑輸大市。中證監
上周六宣布限制A股沽空，把保證金比率由50%
上調到最高100%，並禁止上市公司管理層透過沽
空「變相減持」，有關措施令A股16日偏軟。市
場人士指出，內地推出的穩市措施，對投資信心
提振的作用有限，投資者目前更為關注巴以衝突
的最新發展。

港股兩連跌 冀內地推強力政策
招銀國際股票部執行董事蘇沛豐稱，市場更希
望見到內地一些實質的支持經濟復甦舉措，或者
推出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的政策，但未有強力政
策推出前，相信港股仍只會在低位震盪徘徊。由
於地緣政局不穩，令恒指在50天線（18,159點）
形成相當大的阻力，要再向上突破，相信需要內
地的政策配合，或者地緣政局有所緩和，否則大
市短期較難突破。

阿里京東「雙十一」促銷提前
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

萃才稱，內地的一系列措施，無論是降低
股票印花稅，或者限制股票沽空，都希望
穩定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使他們重新入
市，繼而帶動股市發展。內地今次推出限
制沽空的措施，利用減少沽空活動，以降
低市場貨源供應，料未必能將A股激活，惟
應可以穩定到A股表現。不過，他強調，A
股能否真正踏入升軌，非常視乎實體經濟
表現，相信只要經濟數據有改善，A股的投
資情緒將可回復。
ATMJ全日低收，騰訊收報301.2元，跌

1.8%。阿里巴巴宣布將於下周二晚開始
「雙十一」活動。內地媒體報道，集團會

以「全網最低價」定為核心目標。而京東今年的
「雙十一」優惠更早在下周一晚上開始，阿里集
團還要早一天。惟阿里巴巴16日跌1.6%，京東亦
反覆挫0.5%，再創收市新低。
《香港01》母企南海控股16日公告，10月13日

接獲聯交所發出函件，告知上市委員會根據上市
規則規定決定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股票
上市的最後一天為10月30日，其股票上市地位將
於10月31日上午9時起取消，公司決定不會就上
市委員會作出的取消上市地位決定申請覆核。該
股自2022年4 月1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停牌
前報0.035元，公司市值24.03億元。

北向資金淨流出A股近65億
A股方面，因巴以衝突有持續惡化的可能，亞太
股市全線殺跌，滬深三大指數周一悉數收綠，創
業板指下探2%，為年內新低。截至收市，滬綜指
報 3,073 點，跌 14 點或 0.46%；深成指報 9,924
點，跌143點或1.42%；創業板指報1,956點，跌
39點或2%。兩市共成交8,129億元人民幣，北向
資金淨流出近65億元人民幣。採掘板塊漲6%，石
油、貴金屬板塊升3%。通源石油、准油股份、和
順石油、泰山石油、貝肯能源、博邁科、中曼石
油、仁智股份、四川黃金漲停。中國石油升
1.69%，中國石化漲0.17%。

《香港01》母企南海控股將被除牌 銀行加定存息搶錢 創興高至5厘

深圳為港人代理見證開戶突破30萬

精準運作40年聯匯制無需改變

◆港股兩日累跌近600點，16日成交縮至734億港元。 中新社

香港實施聯繫匯率機制到17日迎來40周年，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17日

在網誌《匯思》中指出，過去40年香港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衝擊，聯匯一次

又一次地履險如夷；而近20年來，聯匯強方保證曾經觸發321次，金管局承

接了相當於近14,500億港元的美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弱方保證亦被觸發

84次，相當於有近4,200億港元的美元資金從港元體系流出，他說，「一切

恰如預期，精準運作。我們無意、亦無需改變聯匯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香港金管局：應對全球危機 是香港貨幣金融穩定根基

◆余偉文表示，過去40年香港經歷多
次金融危機的衝擊，聯匯一次又一次
地履險如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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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能被炒家攻破。他表示，因為中國仍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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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際
大鱷曾狙擊港元，政府動
用大量儲備投入股市護
盤，最終擊退國際炒家，
成功捍衛聯匯

推出三項優化聯匯措施，
明確了1美元兌7.75-7.85
港元的活動空間。運作至
今近20年，強方保證觸發
321次，弱方保證觸發84
次

國際金融海嘯發生，香港
推出5項臨時流動資金支
持措施等，鞏固銀行體系
的信心，香港平穩渡過，
聯匯穩如磐石

國際對沖基金再次大舉沽
空港元，港元未見異常波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於聯匯
制度下，由於港元與美元直接掛鈎，故
社會上不時有聲音指「香港把貨幣政策
交予美聯儲」，正因為港美經濟結構及
經濟周期不同，有時會令香港經濟受到
不利影響。余偉文直言，世上沒有完美
的匯率制度，每個經濟體都會按自身情
況和歷史因素，選擇最適合的貨幣制度
安排。最近一段時間，隨着美息高企、
美元走強，在聯匯制度下，港匯與港息
同樣向上，對經濟民生產生一些影響。
經常有說法指港元強了，市民出外旅

遊消費便宜了，外來旅客在港消費謹慎
了。但余偉文認為，這其實也有周期性
和結構性因素，例如喜愛外遊的港人在
疫情解封後，「報復」式旅遊探親；又
例如相當一部分訪港旅客，更傾向於非
純消費式的「深度遊」。

強港元助減入口成本 紓緩通脹
另方面，對於生活、生產高度依賴入

口商品的香港而言，強港元有助減低入
口成本，有助紓緩部分通脹壓力。目前
全球多個發達經濟體持續承受高通脹，
香港在這方面也算比較幸運。當然，一
個幣種的強弱會有周期，當港元隨美元
走弱的時候，就可能看見相反的現象，
可見港元強弱各有利弊，難以一概而
論。

美息拉升港息 難免增借貸成本
至於利率方面，余偉文指出，美國自

去年3月開始加息以來，至今共加息5.25
厘，期間港元的銀行拆息（HIBOR）亦
逐步上升，在高息環境下，借貸成本上
升，企業和需要供樓的家庭所面對的困
難確實不少，或許會有意見認為，這是

實施聯匯的代價。然而，環顧全球眾多經濟體和金
融中心，即使並非實施固定匯率制度，都同樣面對
高息之苦，故香港是否採用聯匯制度，恐怕不是最
關鍵的原因。
事實上，過去1年多以來，香港銀行上調貸款息

率的速度及幅度，相對美息溫和。以最廣為大家熟
悉的最優惠利率為例，自去年初至今累計加幅不足
1厘。因此，金管局認為，對於好的制度要堅持，
這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擇善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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