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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市场分析 
太阳能的需求增长将会由欧洲国家转向美国, 印度和中国等太阳能发电仍未成熟的国家。

不过由于现时欧洲国家对太阳能的需求占了全球的 80%, 其市场需求的下降或未能完全

被太阳能高速发展的国家所弥补。我们估算，2012 年中国住宅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的比值

达到了 1.8-2.2 倍，是 2001 年以来的高位，显示行业在 2012 年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 

 

香港恒生指数在 2012 年 10 倍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消费品股 2012 年平均市盈率在 20 倍

的水平，而零售、珠宝等非必需消费品股 2012 年的市盈率在 12 倍左右，估值明显低于

必需消费股。我们认为如果未来投入产品价格上调，必需消费品如食品饮料行业的毛利

将受压，而高估值将使这些股票出现回调。 

 市场动态 
留意欧银行撤资情况；港元贷存比率 84.5％；综合利率升至 0.53 厘；外汇储备增 29 亿

美元；香港失业率 3.3％ 就业人数再创新高；投资推广署助 303 企业在港拓业；11 月出

口货量跌 3.6％；人民币未平仓净额上限倍增；RQFII 面对单一市场风险；港英合作推动

离岸人民币业务; 去年登记的公司招股章程共有 185 份。 

 市场行情 
通过定期观察主要区域投资市场的国际原油、黄金、铜铝、农产品期货市场信息，货币

和利率市场信息，让读者能掌握环球金融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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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只限内部传阅。本研究报告并不牵涉具体使用者的投资 
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要求。该等信息不得被视为购买或出售 
所述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我等并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全部或 
部分可靠，准确，完整。本报告不应代替投资人自己的投资判 
断。文中分析建立于大量的假设基础上，我等并不承诺通知阁 
下该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或观点的变动，以及由于使用不同的假 
设和标准，造成的与其它分析机构的意见相反或不一致。分析 
员（们）负责报告的准备，为市场信息采集、整合或诠释，或 
会与交易、销售和其它机构人员接触。农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不负责文中信息的更新。农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对某一或某些 
公司内部部门的信息进行控制，阻止内部流动或者进入其它部 
门及附属机构。负责此研究报告的分析员的薪酬完全由研究部 
或高层管理者决定。分析员薪酬不取决于特定的买卖交易，但
或会与农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的整体收入有关。报告中所述证
券未必适合在其它司法管辖区销售或某些投资人。文中所述的
投资价格和价值、收益可能会有波动，历史表现不是未来表现
的必然指示。外币汇率可能对所述证券的价格、价值或收益产
生负面影响。如需投资建议、交易执行或其它咨询，请您按个
别程度咨询阁下的法律、税项、财务或其它专业顾问。农银国 
际证券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机构、总监、员工和代理，都不 
为阁下因依赖该等信息所遭受的任何损失而承担责任。进一步 
的信息可应要求而提供。该材料的任何部分未经农银国际证券 
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不得复印、影印、复制或以任何形式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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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太阳能股走强 

 
李凯怡 

lisalee@abci.com.hk 

00852-21478809 

 

太阳能的需求增长将会由欧洲国家转向美国, 印度和中国等太阳能发电仍

未成熟的国家。不过由于现时欧洲国家对太阳能的需求占了全球的 80%, 其

市场需求的下降或未能完全被太阳能高速发展的国家所弥补。 
 

上周, 在港上市太阳能股升幅均超过 10%。造好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德国网络监管机构 BnetzA

公布的初部数字指出德国在 2011 年 12 份安装了超 3GW 的太阳能组件，而该数字在 2011 年全

年将创纪录刷新至 7.5GW (2010 年为 7.5GW), 较原先预期的 5GW 高出 48%。 不过由如果德国

在 2012 年 1-4 月, 仅再增加 225MW 就将足以触发年中起削减 15%的补贴的规定条件。因此市

场担心德国可能在 2012 年削减约 15%的上网电价补贴。现时德国仍为全球太阳能的 大消费

国, 其需求占到了全球需球的 50%. 因此, 如政府削减太阳能的上网电价补贴, 料太阳能的

组件需求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另一个导致太阳能股上升的原因, 是光伏产业的原材料多晶硅小幅反弹。2011 年, 受到欧债

危机所影响, 令欧洲国家大幅削减对太阳能行业的补贴, 太阳能组件需求下降, 而原材料多

晶硅亦由 2011 年 3 月份的 US$78/kg 下跌至年底的 US$29/kg, 跌幅达到 67%。 不过 近, 多

晶硅价格己经连续四周止跌回升, 并由 12 月的低位上升了 7%至 2012 年 1 月 18 日的

US$31.0/kg。根据 新 PVInsights 统计, 截至 1月 18 日的一周, 多晶硅价格上升了 0.06%至

US$31.0/kg。上游多晶硅价格的持续上涨,开始向下游延续。 截至 1 月 18 日的一周, 硅片价

格也有小幅上升,各规格硅片价格上涨在 3%以内。不过下游产品的电池片和组件的价格仍然持

续疲弱, 不过, 截至 1月 18 日, 以上产品的跌幅都在 0.5%之内。 

 

第三个令太阳能股上升的原因是有消息指数,2012 年光伏新增装机量有望接近 3GW，较 2011

年增长约 300%。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11 月，国内累计光伏发电装机量仅约 1.5GW。按照规

划，2012-2015 年期间，国内年平均光伏装机量将达 3.5GW。另外, 在财政部 2011 年 6 月下

发《关于做好 2011 年金太阳示范工作的通知》后，8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出台《关于完善

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对我国非招标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全国统一的标

杆上网电价。此次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将 2015 年国内光伏装机规划从原来的

5GW 上调 100%至 10GW 后，再次上调 50%达到 15GW，显示中国对太阳能产业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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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说, 太阳能的需求增长将会由欧洲国家转向美国, 印度和中国等太阳能发电仍未成熟

的国家。不过由于现时欧洲国家对太阳能的需求占了全球的 80%, 其市场需求的下降或未能完

全被太阳能高速发展的国家所弥补。尽管多晶硅价格回升, 但如下游产品价格仍未反弹, 我们认

为多晶硅的反弹未必能够持够。因此我们对太阳能行业仍抱比较审慎的态度。 

 
本人，李凯怡，Lisa，是证监持牌人士,为该研究报告内容的主要负责人,特此声明，文中观点准确反映了我个人对目标公司

（们）或其证券的看法；同时声明本人酬劳及财务利益没有、不将会，直接或间接与文中本人表述的观点和建议有关。农银

证券和其关联公司就该等信息所述的证券或拥有一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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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政策从紧 供过于求加大住宅价格调整压力  
李红颖 

   vivianli@abci.com.hk 

00852-21478897 

2010 年政府进入房地产市场开始新一轮的调控，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只是刚
刚看到效果，和政府初衷仍有距离，所以我们不预期 2012 年中国政府会明
显的放宽对行业的调控。我们估算，2012 年中国住宅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的
比值达到了 1.8-2.2 倍，是 2001 年以来的高位，显示行业在 2012 年存在
严重的供过于求。双重压力下，住宅价格调整压力在 2012 年加大。 

2012 年中国住宅供应现高峰 

由于房屋的建设周期相对较长，造成住宅供应相对需求变动反应滞后，导致在地产行业常常出

现供需不匹配的情况。在住宅市场的供需双方先后经历 2008-2011 的大幅波动之后，我们预期

行业 2012 年的供应不匹配将尤其严重。 

 

 

 

 

 

 

 

 

 

 

 
 
 
 
 
 
 
 
 
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农银国际证券 

在我们估算住宅的的供应面积时，我们假设：1）新房从动工到进入预售大概的时间为 1 年 2）

销售的商品住宅中除了新动工的房屋还有累积的库存。因而，我们估算中国住宅供应面积在

2012 年将达到 178,472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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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认为 2012 年中国政府会明显的放宽对行业的调控，在此预期下我们认为 2012 年市场的

需求会有 20%的倒退，即从 2011 年的 97,030 万平米，下降至 77,624 万平；在比较乐观的情

况下我们假设市场需求和 2011 年持平。 

在上述的供应和需求预期下，我们估算，2012 年中国住宅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的比值达到了

1.8-2.2 倍，是 2001 年以来的高位。行业在 2012 年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 

中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住宅市场一览 

 房屋新开工面积 商品房销售面积供应面积估算值 需求面积估算值 供应/需求估算值

 万平 万平 万平 万平 倍

2012F -

77,624-97,03

0 178,472

77,624-97,03

0 1.8~.2.2

2011 146,035 97,030 128,555 97,030 1.3

2010 129,468 93,377 86,168 93,377 0.9

2009 92,463 86,185 98,745 86,185 1.1

2008 79,889 59,280 71,568 59,280 1.2

2007 78,136 70,136 62,179 70,136 0.9

2006 63,568 55,423 52,395 55,423 0.9

2005 54,034 49,588 57,806 49,588 1.2

2004 47,949 33,820 49,398 33,820 1.5

2003 43,676 28,502 41,400 28,502 1.5

2002 34,224 22,117 34,130 22,117 1.5

2001 29,293 18,499 26,248 18,499 1.4

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农银国际证券 

价格调整压力续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显示，住宅房价的调整趋势进一

步向全国蔓延。环比持平或者下跌的城市比例从 11 月的 92.9%进一步上升至 97.1%。 

70 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化 
 03/2011 04/2011 05/2011 06/2011 07/2011 08/2011 09/2011 10/2011 11/2011 12/2011

环比持平 11.4% 7.1% 15.7% 20.0% 24.3% 42.9% 41.4% 28.6% 22.9% 22.9%

环比上涨 71.4% 80.0% 71.4% 62.9% 55.7% 34.3% 34.3% 22.9% 7.1% 2.9%

环比下跌 17.1% 12.9% 12.9% 17.1% 20.0% 22.9% 24.3% 48.6% 70.0% 74.3%

           

大涨幅 1.0% 0.8% 0.6% 0.4% 0.8% 0.4% 0.3% 0.2% 0.2% 0.1%

大跌幅 -1.5% -0.6% -0.7% -0.3% -0.3% -0.5% -1.4% -4.9% -0.7% -2.0%

来源：国家统计局和农银国际证券 

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仅仅是房价调整的开始。一方面，由于房价调整到目前仅仅是出现拐

点，尚未进入实质的下降通道。当我们将目前房价和 2010 年末做同比时，97.1%的城市仍然存

在 0-0.1%的升幅，而和 2010 初，即政府开始地产调控开始相比，我们发现这些城市全部录得

升幅，上升幅度集中在 10-20%。2010 年政府进入房地产市场开始新一轮的调控，我们认为迄

今为止只是刚刚看到效果，和政府初衷仍有距离，所以我们不预期 2012 年中国政府会明显的

放宽对行业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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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策从紧即限贷、限购继续执行，我们预期行业在 2012 年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将加大

房价下行调整的压力。 

本人，李红颖，Vivian，是证监持牌人士,为该研究报告内容的主要负责人,特此声明，文中观点准确反映了我个人对目标公

司（们）或其证券的看法；同时声明本人酬劳及财务利益没有、不将会，直接或间接与文中本人表述的观点和建议有关。农

银国际证券和其关联公司就该等信息所述的证券或拥有一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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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中国微观经济出现好的迹象 
陈宋恩 

   philipchan@abci.com.hk 

00852-21478805 

中国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从 2011 年在第三季度的 9.1％
放慢至第四季度的 8.9％。我们观察到中国经济在 2011 年第四季度通胀压
力缓解后，微观经济出现一些积极的好迹象。这些好的迹象包括实际零售
销售增长和实际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在 2011 年 12 月出现反弹。 
 

虽然中国 201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但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第

三季度的 9.1％增长放慢到第四季度的 8.9％。然而,  在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

度增长了 2.0％。因此，同比增长正在放缓，但环比继续增长。同比增长放缓是由上年较高的

比较基数的结果。 

 
中国 GDP 同比增长 (%) vs 中国 PMI  

 

 

尽管在 2011 年第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长放缓，我们观察到在 2011 年的 后一个月一些积极的好

迹象。零售销售价值同比增长从 10 月的 17.2％，回升到 11 月的 17.3％，进一步回升到 12

月的 18.1％。我们估计实际零售销售同比增长从 11 月的 12.6％，反弹至 12 月的 13.8%。通

胀的压力从 2011 年第四季度开始缓解,  提高了消费者的真正购买力,  刺激消费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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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楼市在2011年第四季度降温，但楼市在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蓬勃发展导致2011

年底前物业完成量增加，从而刺激家具，装饰材料和家电的需求。家具，装饰材料和家庭电器

及音像器材类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在 2011 年 12 月分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9.2％，37.2％和

33.4％。他们的增长速度将近是零售业平均增长 18.1％的两倍。2011 年，家具，装饰材料和

家庭电器及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32.8％，30.1％和 21.6％。由于楼市时滞效应,  

即物业销售及物业落成之间的时间滞后效应,  家具，装饰材料和家庭电器及音像器材类的高

增长率可能会延长到 2012 年上半年。短期投资者对家具装饰零售股可留意。 

 
家具, 装饰材料, 家庭电器 零售同比增长(%) 黄金珠宝, 汽车 零售同比增长(%) 

 

然而，大件或高价值物品，如汽车和黄金珠宝零售销售增长在 2011 年第四季度放缓，没有反

弹的迹象出现。投资者对应汽车和黄金珠宝零售销售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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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用品,服装及鞋类零售同比增长(%) 日用商品,餐饮零售同比增长(%) 

 

在 2011 年 后两个月的必要性商品，如餐饮，服装及鞋类，日用商品零售额增长也出现反弹。

餐饮类零售额同比增长从 11 月的 24.7％，回升到 12 月的 28.5％。服装及鞋类零售额同比增

长从 10 月的 19.5％，回升到 11 月的 22.5％，进一步回升到 12 月的 26.7％。在这个行业的

股票是防御性。 

 

实际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从去年 11 月的 12.4％反弹回升到 12 月的 12.8％。这样的结果与

先前公布的十二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反弹一致。采购经理人指数从去年 11 月的 49.0 反弹

回升到 12 月的 50.3。如果下游的零售销售增长在 2012 年继续复苏，下游实际需求的增长也

将随之提高上游产业实际产出实际增长。 

 
中国制造业 PMI vs 实际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本人，陈宋恩，Philip，是证监持牌人士,为该研究报告内容的主要负责人,特此声明，文中观点准确反映了我个人对目标公

司（们）或其证券的看法；同时声明本人酬劳及财务利益没有、不将会，直接或间接与文中本人表述的观点和建议有关。农

银国际证券和其关联公司就该等信息所述的证券或拥有一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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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非必需消费品板块投资机会 
胡昭玲 

   judyhu@abci.com.hk 

00852-21478310 

目前香港恒生指数在 2012 年 10 倍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消费品股 2012 年平
均市盈率在 20 倍的水平，而零售、珠宝等非必需消费品股 2012 年的市盈
率在 12 倍左右，估值明显低于必需消费股。我们认为如果未来投入产品价
格上调，必需消费品如食品饮料行业的毛利将受压，而高估值将使这些股
票出现回调。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去年 12 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12 月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8.1%，环比增

长 1.41%。我们看到 CPI 从去年 7月的 6.5%见顶回落到 12 月的 4.1%，而扣除 CPI 之后的实际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也在过去几个月呈现上涨的趋势。CPI 的回落使之前被物价上涨抑制的真实

需求得到释放。2011 年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 17.1%。分行业来看，金银珠宝仍是 10 个

分行业里同比增长 快的行业，2011 年同比增长达 42.1%。10 个行业中食品饮料、日用品、

服装鞋帽、家用电器、家具、通讯器材和金银珠宝行业均维持了 20%的同比增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1 年 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51.6%。商务部的“十二五”计

划指出未来五年消费增长将达到 15%的水平。在通胀回落的大背景下，如果经济在未来几个月

出现反转的势头，消费品股的销售增长将好过预期，利好香港上市的消费股。 

 

目前香港恒生指数在 2012 年 10 倍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消费品股 2012 年平均市盈率在 20 倍的

水平，而零售、珠宝等非必需消费品股 2012 年的市盈率在 12 倍左右，估值明显低于必需消费

股。我们认为如果未来投入产品价格上调，必需消费品如食品饮料行业的毛利将受压，而高估

值将使这些股票出现回调。我们认为未来投资的方向将可能从必需消费品股转向非必需消费品

股。投资上建议关注销售增长快、股本回报高而估值相对较低的零售和金银珠宝股如百丽

（1880）、达芙妮（210）、周大福（1929）和六福（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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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农银国际 

零售增长率 (同比%)      

 2007-12 2008-12 2009-12 2010-12 2011-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80 21.60 15.50 18.40 17.10

食品饮料 25.90 20.90 14.00 24.50 25.30

日用品 26.50 17.10 15.60 25.10 24.10

服装鞋帽 25.50 24.80 18.80 25.80 24.20

运动休闲 24.80 13.30 9.10 20.10 13.00

家用电器 23.40 14.20 12.30 27.70 21.60

家具 43.20 22.60 35.50 37.20 32.80

化妆品 26.30 22.20 16.90 16.60 18.70

通讯器材 8.80 1.40 -1.30 21.80 27.50

金银珠宝 41.70 38.50 15.90 46.00 42.10

汽车 36.90 25.30 32.30 34.80 14.60

来源: Wind, 农银国际      
 

 

本人，胡昭玲，Judy，是证监持牌人士,为该研究报告内容的主要负责人,特此声明，文中观点准确反映了我个人对目标公司

（们）或其证券的看法；同时声明本人酬劳及财务利益没有、不将会，直接或间接与文中本人表述的观点和建议有关。农银

国际证券和其关联公司就该等信息所述的证券或拥有一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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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宏观经济 
 

 

1. 留意欧银行撤资情况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被降级并不是很突然，市场一直关注它

的集资数额及是否顺利。他表示，某些欧洲银行已开始撤资，当局一直留意事情的发展及市场

的反应。 

  

陈家强出席电台节目后向传媒表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评级下降并不是很突然，市

场已经预期了。市场一直都关注它的集资数额及是否顺利，但 主要的是欧洲、整个欧盟各国

政府如何处理欧债危机的演变，市场是有很多的忧虑。 

  

至于欧洲银行会否撤资，他表示，据知某些欧洲银行已开始撤资，当局一直留意事情的发展及

市场的反应。 

  

谈及人民币业务发展时，陈家强表示，无论是债券、股票，或交易所买卖基金 产品，都是乐

观的，并且一直不断去推进。 

 

 

 

2. 港元贷存比率 84.5％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本港 2011 年贷款总额升 20.2％，住宅按揭贷款升 8％，

香港银行业保持平稳，首 3 季零售银行盈利升 22％，预料全年整体盈利情况理想，资产质素

亦进一步改善，特定分类贷款比例维持在历史低位。 

  

阮国恒在记者会上说，过去一年整体外围环境不肯定，尤其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恶化，欧洲的

银行业亦面对流动性的压力，但香港银行业的情况仍然稳定。 

  

本地银行在去年 9 月的资本充足比率为 15.7％，港元贷存比率为 84.5％。信贷增长步伐自去

年 7月起放缓，金管局加强对内地相关业务的监察，以及住宅按揭的监管措施。 

  

金管局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监察银行的信贷增长、资产质素、资金策略及流动资金状况，监

察市场包括欧洲的发展，以及监察《巴塞尔资本协定三》的实施情况，并进行相关银行业规则

的草拟与法定谘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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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利率升至 0.53 厘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12 月底综合利率 0.53 厘，较 11 月底上升 5 基点。该月香港银行同业

拆息普遍上升约 6 - 34 基点不等。 

  

金管局副总裁彭醒棠表示，综合利率自去年初以来一直呈现温和升势。鉴于外围环境持续不明

朗及银行体系的贷存比率已处于较高水平，市民应慎防由于本地流动资金状况的变化而可能引

起的利率风险。 

 

 

 

4. 外汇储备增 29 亿美元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在去年 12 月底达 2,854 亿美元，较 11 月底增加

29 亿美元。 

  

为数 2,854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总额，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的 8 倍多，约占港元货币供应

M3 的 55％。 

 

 

 

5. 香港失业率 3.3％ 就业人数再创新高 
 

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 新失业率回落 0.1 个百分点，至 3.3％。就业不足率也降至 1.4％。

总就业人数增约 10,800 人，至约 366 万人，再创新高。失业人数亦显著减至 116,100 人，是

自 2008 年初以来的 低水平。 

  

去年全年失业率为 3.4％，较 2010 年下跌 1个百分点。年内劳动人口增加 2.6％；总就业人数

增加 3.7％，两者俱为自 1996 年以来 强劲的年度增长。 

 

失业率下跌的行业，主要为制造业、货仓及运输辅助活动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就业不足

率下跌则主要见于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以及零售业。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由于本地消费需求及访港旅游业持续强劲，加上劳工需求在临

近年尾时一般较为殷切，带动职位进一步激增。他指出，青少年就业持续改善。15 - 24 岁青

少年的失业率再跌 1.1 个百分点，至 7.9％，其中 15 - 19 岁青少年的失业率跌 2.7 个百分点，

至 11.4％，而 20 - 24 岁的失业率则减少 0.8 个百分点，至 7.4％。 

 

由于劳工市场畅旺，加上法定 低工资的实施，年内多项收入指标均显著上升。住户每月入息

但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的中位数，在 9 - 11 月按年跃升 11.1％，是自 1997 年首季以来的

强劲升幅，扣除通胀后仍有 5.1％的实质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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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全职雇员但不包括政府雇员及留宿家庭佣工的平均每月就业收入升 7.6％，实质升幅

1.8％。当中收入 低十等分组别的升幅更显著，达 13％，实质升幅为 7.4％。 

 

张建宗说，去年劳工市场继续全面及显著改善，就业人数再创新高，失业率全年维持在低水平，

显示整体经济处于近乎全民就业状态，去年全年较2010年共增加约13万个新职位。张建宗说，

临近农历新年期间商业活动畅旺，将进一步带动劳工需求，失业率在短期内可望维持在较低水

平。然而，外围环境仍然高度不明朗，对本地经济及劳工市场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6. 投资推广署助 303 企业在港拓业 
 

投资推广署去年协助了 303 间海外及内地企业在港开业或扩展业务，是该署连续第 11 年超越

其年度目标。 

  

投资推广署署长贾沛年在记者会上表示，署方密切留意瞬息万变的环球经济发展对本港外来直

接投资的影响，并在有需要时作出准备。 

  

该 303 项已完成的投资项目来自 39 个国家，内地继续是 大的单一来源，共有 56 个项目，其

次是美国的 48 项，英国、日本和澳洲分别有 30 项、23 项和 19 项。 

  

按所属地计，新的来源市场包括冰岛、蒙古、秘鲁、萨摩亚及越南等地。按行业分类计算，占

前 3位的行业分别为旅游及款待、运输及工业，以及创新科技。 

  

近 31％公司认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其考虑来港投资的因素之一；

逾 81％公司指出，投资推广署提供的服务非常有效。 

 

贾沛年表示，环球经济持续不景，将驱使海外企业增强在亚太区的发展，以弥补疲弱的本土经

济所带来的影响；然而，一旦投资者未能取得有关资金，他们的扩充步伐可能放缓，若这情况

发生，将影响亚洲包括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 

  

然而，该署对经济前景仍保持乐观，除了加强在新加坡和巴西的网络，特区政府新成立的台北

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也会设立投资推广组，并快将正式投入服务。 

 

 

 

7. 11 月出口货量跌 3.6％ 
 

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 11 月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跌 3.6％，进口货量则录得 2.9％的升幅。月内

转口货量跌 2.8％，港产品出口货量跌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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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月商品整体出口价格升 7.6％，而进口价格则升 7％。月内转口价格升 7.7％，港产品出口

价格亦升 6％。 

  

去年首 11 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升 2.9％，进口货量升 5.3％。期间转口货量升 3.4％，而

港产品出口货量则跌 20.6％。 

  

期内商品整体出口价格升 8.1％，进口价格升 8.2％。同期转口价格升 8.1％，港产品出口价

格亦升 6.6％。 

  

经季节性调整的数字显示，截至 11 月为止的 3 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量按季跌 5.8％，进口

货量亦跌 5.9％。其中转口货量跌 5.7％，港产品出口货量亦跌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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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动态 

 

 

8. 人民币未平仓净额上限倍增 
 

香港金融管理局放宽人民币未平仓净额的监管要求，把不得超过人民币资产或负债的 10％上

限，调高一倍至 20％；即日生效。 

  

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鉴于香港人民币市场的交易量和深度持绩改善，现时有条件适当放宽

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一些监管要求。 

  

除提高人民币未平仓净额上限外，金管局亦同意参加行可把所持有「由中国财政部在港发行的

债券」和「透过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所投资的债券」这两种人民币资产，纳入人民币风险管理

限额的计算方法内。现时金管局要求参加行必须维持不少于人民币存款总额 25％为现金或存

于清算行及深圳人民银行的存款。 

  

陈德霖相信这些措施可加大香港银行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空间，以及提升银行人民币资产管

理的灵活性，有利于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现时在计算银行整体的法定银行流动资金比率时，金管局对有多少人民币资产可以视作流动资

金作出规限。 

  

他认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日趋成熟，应该有空间可以适当放宽这方面的规限。具体的修订

比较复杂和技术性，稍后公布细节。 

 

 

 

 

9. RQFII 面对单一市场风险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学‧投资〉网站刊登有关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基金（RQFII）

的常见问题，协助投资者了解这类直接以人民币投资于内地债券及证券市场的新投资产品的主

要特点和风险。 

  

投资于该类基金的主要风险，包括单一市场风险、货币风险、债券相关的风险：RQFII 基金面

对与定息投资工具相关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发行商信贷风险及流通风险。 

  

该类基金的资产至少有 80％是内地发行的人民币债务票据，并可持有 A 股或其他获准的内地

投资工具，但这类投资不可超过基金资产的 20％。基金单位以人民币认购及赎回。 

  

证监会副行政总裁及政策、中国事务及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张灼华说，该类基金是本地投资者

参与内地债券及股票市场的一个 直接的渠道，投资者买入这类新产品前，应细阅销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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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产品资料概要，以全面了解其运作方式和相关风险。。 

 

 

 

10. 港英合作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英国财政部宣布成立一个由私营机构代表组成的合作小组，进一步推动香港

与伦敦在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合作。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欢迎，认为合作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合作小组是继 2011 年 9 月行政长官曾荫权与英国财政大臣欧思邦会面商谈促进香港与伦敦在

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合作后成立。金管局及英国财政部将参与并协助组织合作小组的讨论。 

  

小组将重点推动香港和伦敦在支付结算系统、促进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以及人民币计价金融产

品开发等多方面的联系，藉以提高两个市场的协同效应。 

  

小组成员来自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德意志银行及巴克莱银行在香港和伦敦的

代表，并可视乎情况邀请其他合适的机构派代表参与讨论。合作小组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首

次会议计划于 5月在香港举行。 

  

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已发展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他十分

欢迎伦敦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充分利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平台。他非常高兴私营机构在促进

两个金融中心合作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合作小组的成立令人鼓舞，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

心的地位。 

  

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说，香港与伦敦各具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优越条件，而两个金融中心更紧

密的合作，将会达致互利双赢。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说，香港作为人民币业务离岸中心，并非可以处理全世界的人民

币清算服务，而应着眼如何利用香港本身的优势，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合作，将人民币银行服

务和清算服务推展开去，这完全符合香港的发展方向。 

 

 

 

 

11. 去年登记的公司招股章程共有 185 份 
 

去年注册的本地公司数目刷新纪录，按年增加 6.31％，达 148,329 间。截至去年年底，本地

公司总数达 956,392 间，较 2010 年增加 92,630 间。 

  

公司注册处处长钟丽玲今天（1月 8日）表示，2011 年注册的本地公司数目创下 148,329 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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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录，较 2010 年的 139,530 间增加 6.31％。 

  

根据该处的单月统计数字，去年 7月注册的公司数目创下 24,957 间的新纪录，较 2010 年每月

平均注册数目约 11,000 间增逾一倍。这个增幅可归因于本地的经济环境，以及与新公司可获

豁免商业登记费的期限于去年 8月届满有关。 

  

去年注册的非香港公司数目共有 798 间，同比增长 8.28％。截至去年年底，非香港公司总数

达 8,554 间；而本地公司总数为 956,392 间，较 2010 年增加 92,630 间。 

  

去年提交公司注册处登记的公司押记数目共有 37,673 宗，按年减少 8.86％；而提交该处登记

的清偿借款及解除财产押记备忘录，则减少 6.02％，至 27,851 份。 

  

年内登记的公司招股章程共有 185 份，少于 2010 年的 195 份。去年收到的申报文件总数增至

2,163,743 份，增幅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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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区股市表现  
  01/19/2011  

股指区域 股指 指数 一周变化 一个月变化 年初至今

全球 MSCI 全球指数     1,233.00 2.66% 5.94% 4.33%

亚太区 MSCI 亚太区指数        119.21 1.98% 7.43% 4.70%

新兴市场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991.38 4.04% 10.06% 8.23%

亚洲新兴市场 MSCI 亚洲新兴市场指数        406.27 3.09% 10.61% 7.30%

中国 MSCI 中国指数          57.87 3.80% 11.31% 9.19%

美国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2,623.98 1.40% 4.30% 3.48%

美国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1,314.50 1.70% 5.90% 4.63%

美国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2,788.33 2.86% 7.09% 7.06%

欧洲 道琼欧盟 STOXX50 指数     2,435.04 3.80% 7.63% 5.31%

英国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5,741.15 1.39% 5.93% 3.09%

法国 法国 40 指数     3,328.94 4.03% 8.95% 5.35%

德国 德国 DAX 30 指数     6,416.26 3.84% 9.74% 8.78%

西班牙 西班牙 35 指数     8,603.80 2.10% 1.77% 0.93%

意大利 标准/米兰指数   15,651.99 3.02% 4.59% 3.73%

澳大利亚 标普/澳证 200 指数     4,239.60 1.04% 4.60% 3.90%

新西兰 新西兰 50 自由流通指数     3,276.46 1.52% 2.32% -0.30%

中国 沪深 300 指数     2,499.22 4.38% 5.14% 5.23%

中国 上证指数     2,317.09 3.23% 4.56% 4.39%

香港 恒生指数   20,066.49 4.49% 10.99% 8.18%

香港 H 股指数   11,154.68 4.87% 14.52% 12.10%

香港 红筹股指数     3,867.85 1.18% 7.83% 5.25%

台湾 台湾加权指数     7,233.69 0.63% 9.05% 2.29%

日本 日经 225 指数     8,766.36 3.13% 5.16% 2.18%

南韩 韩国 KOSPI 指数     1,949.89 3.96% 8.75% 4.89%

新加坡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     2,840.96 1.77% 8.66% 6.23%

马来西亚 吉隆坡综合指数     1,519.36 -0.24% 3.70% -0.89%

泰国 泰国证交所指数     1,059.26 1.38% 2.51% 3.37%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综合指数     3,972.64 0.95% 5.87% 4.69%

菲律宾 菲律宾综合指数     4,736.17 2.65% 9.07% 7.51%

越南 越南证交所指数        373.00 5.27% 2.00% 6.76%

印度 孟买 SENSEX 30 指数   16,743.11 3.64% 10.33% 7.78%

俄罗斯 俄罗斯 RTS 指数(美元)     1,498.17 2.37% 6.27% 7.24%

巴西 巴西圣保罗交易所指数   61,926.69 3.35% 8.90% 9.11%

MSCI 全球指数 : 包括 23 个已发展国家地区股市指数, 香港股市在 23 个股市指数之中 

MSCI亚太区指数: 包括 13个地区 (澳大利亚, 中国, 香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南韩,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台湾和泰国) 内的股市指数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包括 22 个新兴市场地区股市指数, 中国在 22 个股市指数之中 

MSCI 亚洲新兴市场指数: 包括 8 个新兴市场(中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 南韩,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台湾)内的股市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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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价格趋势图 
历史油价(US$/桶) 原油远期合约价格(US$/桶): 目前, 一个月前 曲线图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国际黄金价格趋势图 
历史金价(US$/盎司) 黄金远期合约价格(US$/盎司): 目前, 一个月前 曲线图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农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请参阅第二页声明 
22 

国际铜价趋势图 
LME 历史铜价(US$/吨) LME 铜远期合约价格(US$/吨): 目前, 一个月前 曲线图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国际铝价趋势图 
LME 历史铝价(US$/吨) LME 铝远期合约价格(US$/吨): 目前, 一个月前 曲线图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农产品期货表 
   
品种 交易所 到期日 单位 价格 一周变化

玉米 CBOT MAR 12 USD/蒲式耳      610.0  -0.25%

大豆 CBOT MAR 12 USD/吨   1,199.0  1.40%

小麦 CBOT MAR 12 USD/蒲式耳      661.3  -1.75%

燕麦 CBOT MAR 12 CAD/吨      293.0  3.08%

粗米 CBOT MAR 12 USD/英担        14.6  0.31%

资料来源: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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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市场 
Rmb/USD vs Rmb/Eur HKD/USD vs HKD/Rmb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利率市场 
3-个月 HK$ HIBOR, US$ LIBOR 3-个月 GBP LIBOR, EUR LIBOR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农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请参阅第二页声明 
24 

香港主要指数成分股表现 (01/19/2012) 
恒生指数成分股                            H 股 指数成分股 
   收市价 一周 年初    收市价 一周 年初
代码 股份名称 分类 (HK$) 涨跌 致今 代码 股份名称 分类 (HK$) 涨跌 致今

5 汇丰控股 金融 64.35 4.3% 5.5% 939 建设银行  金融 6.06 6.5% 12.2%

11 恒生银行  金融 99.30 5.0% 6.3% 1398 工商银行  金融 5.37 7.5% 17.8%

2388 中银香港  金融 20.45 4.0% 10.1% 1288 农业银行  金融 3.76 6.2% 13.2%

23 东亚银行  金融 31.00 3.1% 2.7% 3988 中国银行  金融 3.26 7.1% 15.4%

939 建设银行 H 金融 6.06 6.5% 12.2% 3328 交通银行  金融 6.00 4.0% 10.5%

1398 工商银行 H 金融 5.37 7.5% 17.8% 3968 招商银行  金融 17.46 5.1% 12.1%

3988 中国银行 H 金融 3.26 7.1% 15.4% 998 中信银行  金融 4.88 4.7% 11.7%

3328 交通银行 H 金融 6.00 4.0% 10.5% 1988 民生银行 金融 7.19 5.5% 9.1%

2628 中国人寿 H 金融 22.10 9.7% 13.0% 2318 中国平安  金融 59.50 14.5% 16.4%

2318 中国平安 H 金融 59.50 14.5% 16.4% 2328 中国财险  金融 10.12 5.0% -3.2%

1299 友邦保險 金融 25.95 6.4% 5.8% 2628 中国人寿  金融 22.10 9.7% 13.0%

388 香港交易所  金融 131.50 5.5% 5.3% 2601 太平洋保险 金融 24.80 7.0% 10.2%

13 和记黄埔  工商 72.95 6.0% 10.8% 386 中石化 资源 8.98 2.5% 11.4%

144 招商局国际  工商 25.75 -0.2% 11.1% 857 中国石油  资源 11.36 5.0% 17.1%

1199 中远太平洋  工商 10.98 3.3% 18.6% 1088 中国神华  资源 34.55 0.9% 3.7%

494 利丰  工商 17.02 8.5% 17.5% 1171 兖州煤业  资源 18.78 5.6% 13.1%

330 思捷环球  工商 11.58 -0.2% 11.8% 1898 中煤能源  资源 9.89 6.6% 18.4%

1880 百丽 工商 12.36 -2.7% -8.4% 2883 中海油服 资源 12.58 2.6% 2.0%

1044 恒安国际 工商 70.25 -0.5% -1.8% 902 华能电力  电力 4.57 3.2% 10.7%

66 地铁公司  工商 23.40 0.4% 0.0% 916 龙源电力 电力 5.93 0.0% -3.5%

293 国泰航空 工商 7.51 1.8% 0.0% 2777 富力地产  地产 14.80 -0.7% 7.5%

19 太古 'A'  工商 25.25 -0.8% -0.4% 489 东风集团  汽车 7.97 6.6% 19.3%

4 九龙仓集团  工商 14.62 3.0% 8.1% 2238 广州汽车集 汽车 22.45 9.9% 31.8%

291 华润创业  工商 77.65 -1.0% -5.9% 347 鞍钢股份  金属 19.96 8.2% 16.0%

267 中信泰富  工商 42.45 9.8% 21.2% 358 江西铜业  金属 4.01 11.7% 18.9%

17 新世界发展  工商 27.60 -1.1% 3.6% 2600 中国铝业  金属 3.41 8.6% 16.4%

1088 中国神华 工商 14.30 2.3% 1.3% 2899 紫金矿业  金属 26.80 12.4% 14.3%

1898 中国中煤 工商 8.00 10.0% 26.7% 914 海螺水泥  水泥  9.59 15.0% 8.7%

857 中国石油 H 工商 34.55 0.9% 3.7% 3323 中国建材 水泥  2.57 3.7% 4.5%

883 中国海洋石油 工商 9.89 6.6% 18.4% 390 中国中铁 基建 4.88 8.4% 14.3%

386 中石化 H 工商 11.36 5.0% 17.1% 1186 中国铁建 基建 6.97 1.2% 13.5%

941 中国移动  工商 15.38 2.9% 13.8% 1800 中交建 基建 10.80 14.5% 30.1%

762 中国联通  工商 8.98 2.5% 11.4% 753 中国国航  航空 39.80 0.3% 0.9%

700 腾讯 工商 76.20 -0.7% 0.4% 1138 中海发展  航运 6.12 -3.2% 6.6%

2600 中国铝业 H 工商 14.66 -4.4% -11.3% 1919 中国远洋  航运 4.39 9.2% 14.9%

1 长江实业  地产 179.90 7.0% 15.0% 728 中国电信  电信 4.24 -2.6% -7.2%

12 恒基地产  地产 4.01 11.7% 18.9% 763 中兴通讯 电信 22.15 -9.8% -9.4%

16 新鸿基地产  地产 103.60 8.4% 12.0% 764 比亚迪股份 電子 18.32 0.0% -2.8%

83 信和置业  地产 42.75 7.4% 12.7% 1099 国药控股 醫葯 7.04 7.3% -1.4%

101 恒隆地产  地产 107.90 8.5% 10.8% 168 青岛啤酒  饮料 42.65 0.5% -1.3%

688 中国海外发展 地产 12.30 8.3% 12.8%     

1109 华润置地 地产 26.05 11.3% 19.9%     

836 华润电力  公用 14.86 9.6% 14.3%     

2 中电控股  公用 13.84 6.7% 10.1%     

6 香港电灯  公用 14.58 -2.6% 0.1%     

3 香港中华煤气  公用 63.35 -3.9% -5.7%     

恒生指数    27,705.79  6.58% 9.87% H 股指数     11,154.68  4.87% 12.10%
金融分类指数        11,913.19  2.37% 7.00% H 股金融指数     14,676.57  5.94% 13.56%

工商业分类指数      25,668.76  7.42% 12.79%   

地产分类指数      43,882.33  -2.08% -3.88%   

公用事业分类指数    27,705.79  6.58%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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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市场联动 AH 股收市对比(一周变化) (01/19 收市价) 
   H-股 H-股 A-股 A-股 H 股对 A

股H-股 A-股  收市价 一周 收市价 一周 收市溢价

代码 代码 股份名称 产业 (HK$) 涨跌 (RMB) 涨跌 (折价）

939 601939 建设银行 银行 6.06 6.5% 4.88 1.7% 1.2%

1398 601398 工商银行 银行 5.37 7.5% 4.38 0.7% -0.1%

1288 601288 农业银行 银行 3.76 6.2% 2.72 1.9% 12.7%

3988 601988 中国银行 银行 3.26 7.1% 3.01 1.0% -11.7%

3328 601328 交通银行 银行 6.00 4.0% 4.89 1.9% 0.0%

3968 600036 招商银行 银行 17.46 5.1% 12.97 0.6% 9.7%

998 601998 中信银行 银行 4.88 4.7% 4.42 2.1% -10.0%

1988 600016 民生银行 银行 7.19 5.5% 6.54 3.4% -10.4%

2628 601628 中国人寿保险 保险 22.10 9.7% 19.33 3.8% -6.8%

2318 601318 中国平安 保险 59.50 14.5% 39.24 5.9% 23.6%

2601 601601 中国太平洋保险 保险 24.80 7.0% 21.70 5.9% -6.8%

1336 601336 新华人寿 保险 28.70 12.0% 31.70 -0.6% -26.2%

6030 600030 中信证券 证券 15.36 7.8% 11.02 8.1% 13.6%

857 601857 中石油 石化/石油 11.36 5.0% 10.27 2.0% -9.8%

386 600028 中国石油化工 石化/石油 8.98 2.5% 7.73 0.0% -5.3%

338 600688 上海石油化工 石化 2.84 -1.0% 5.91 -5.5% -60.8%

1033 600871 仪征化织 石化 1.93 2.1% 7.12 -6.8% -77.9%

2883 601808 中海油田服务 石油探勘服务 12.58 2.6% 15.84 3.7% -35.3%

568 002490 山东墨龙 石油设备 4.53 1.6% 9.63 -4.7% -61.7%

1088 601088 中国神华 原料-煤业 34.55 0.9% 27.44 2.3% 2.6%

1898 601898 中煤能源 原料-煤业 9.89 6.6% 9.67 0.6% -16.6%

1171 600188 兖州煤业 原料-煤业 18.78 5.6% 24.52 1.6% -37.6%

902 600011 华能国际电力 电力发电 4.57 3.2% 5.39 -0.2% -30.9%

991 601991 大唐发电 电力发电 2.53 -0.4% 5.21 0.4% -60.4%

1071 600027 华电国际电力 电力发电 1.77 12.2% 3.26 1.9% -55.7%

670 600115 中国东方航空   航空 2.82 -0.7% 4.17 3.0% -44.9%

1055 600029 中国南方航空 航空 3.99 -11.9% 5.18 3.4% -37.2%

753 601111 中国国航     航空 6.12 -3.2% 7.00 3.2% -28.7%

390 601390 中国中铁 铁路建设 2.57 3.7% 2.64 2.3% -20.6%

1186 601186 中国铁建 铁路建设 4.88 8.4% 4.09 1.8% -2.7%

1766 601766 中国南车 铁路设备 5.12 10.6% 4.73 4.4% -11.8%

525 601333 广深铁路  铁路运输 2.79 0.7% 3.56 0.0% -36.1%

177 600377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  收费公路 7.57 3.3% 5.76 1.1% 7.1%

548 600548 深圳高速公路 收费公路 3.12 2.3% 4.03 -1.0% -36.9%

995 600012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 收费公路 4.33 1.4% 4.30 1.2% -17.9%

107 601107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 收费公路 3.09 2.0% 3.79 3.6% -33.5%

1065 600874 天津创业环保 污水处理 1.97 2.1% 5.54 -5.4% -71.0%

1211 002594 比亚迪 汽车制造 22.45 9.9% 24.34 -0.7% -24.8%

2333 601633 长城汽车 汽车制造 13.54 7.8% 13.06 1.8% -15.5%

2338 000338 潍柴动力 柴油机械 39.80 0.3% 35.20 2.8% -7.8%

1157 000157 中联重科 建设机械 10.80 14.5% 9.29 9.6% -5.2%

187 600860 北人印刷机械 印刷机械 1.50 -3.3% 4.14 -1.7% -70.5%

300 600806 交大科技 机械 2.30 -1.3% 6.01 -1.5% -68.8%

42 000585 东北电气 发电机械 0.76 4.1% 2.73 -4.9% -77.3%

1072 600875 东方电机  发电机械 25.30 5.5% 24.00 0.8% -14.1%

2727 601727 上海电气 发电机械 4.05 13.0% 5.56 2.7% -40.6%

2208 002202 金风科技 发电机械 4.56 2.7% 8.15 -0.9% -54.4%

350 000666 经纬纺织机械 纺织机械 3.72 -2.6% 9.29 -5.2% -67.4%

168 600600 青岛啤酒 饮料 42.65 0.5% 32.30 0.4% 7.6%

719 000756 山东新华制药 制药 2.05 2.0% 5.22 -1.7% -68.0%

874 600332 广州药业 制药 6.07 0.0% - 6.2% -

2607 601607 上海医药 制药 13.36 6.1% 11.48 0.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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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601618 冶金科工 钢铁设备承包 1.77 7.3% 2.71 1.9% -46.8%

347 000898 鞍钢股份 原材料-钢铁 6.44 7.1% 4.87 2.5% 7.8%

323 600808 马钢山钢铁 原材料-钢铁 2.92 4.2% 2.63 0.8% -9.5%

1053 601005 重庆钢铁 原材料-钢铁 1.24 6.0% 3.05 0.0% -66.9%

2600 601600 中国铝业    原材料-铝 4.01 11.7% 7.24 5.7% -54.8%

358 600362 江西铜业 原材料-铜业 19.96 8.2% 25.92 7.5% -37.2%

2899 601899 紫金矿业 原材料-黄金 3.41 8.6% 4.46 8.0% -37.7%

914 600585 安徽海螺水泥 原材料-水泥 26.80 12.4% 17.72 3.9% 23.3%

2009 601992 金隅股份 原材料-水泥 6.28 18.9% 8.81 -1.0% -41.9%

588 601588 北京北辰实业 地产 1.28 5.0% 2.79 0.0% -62.6%

763 000063 中兴通讯      电讯设备 22.15 -9.8% 15.32 -14.6% 17.9%

553 600775 南京熊猫电子 电讯设备 1.51 14.0% 5.77 6.7% -78.7%

317 600685 广州广船 船设备 6.43 -0.2% 16.43 1.0% -68.1%

1919 601919 中国远洋 海运输 4.39 9.2% 5.06 8.3% -29.3%

2866 601866 中海集运 
集中

海运输 1.82 1.7% 2.66 3.1% -44.2%

1138 600026 中海发展 海运输 5.41 9.4% 6.31 2.5% -30.1%

2880 601880 大连港 港口 1.88 -0.5% 2.72 -0.4% -43.7%

921 000921 海信科龙 家电器 1.51 2.2% 4.00 1.5% -69.2%

1108 600876 洛阳玻璃 玻璃 1.54 2.0% 5.80 -5.9% -78.4%

1812 000488 晨鸣纸业 纸业 3.81 0.3% 4.90 0.2% -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