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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 恒指窄幅上落：恒指周一(18 日)低開後，最多曾跌 79 點，低見 16,641

點，之後一度倒升最多 80 點，高見 16,801 點。恒指收升 16 點或 0.1%，

收報 16,737 點。全日大市成交 958 億元。 

➢ 美股靠穩：美股周一(18 日)靠穩，三大指數升 0.2%至 0.8%。市場觀

望聯儲局本周議息結果，美國 10 年期債息續升，美滙指數亦向上。 

中港股市短期展望 

➢ 恒指上試 17,500 點：內地經濟弱復甦，儘管穩內房政策頻出，但銷售、
投資未見改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顯示 2024 年重點工作為促改革、
防風險，導致投資者信心偏弱。1 月下旬，人行宣布降準，超預期，2 月
五年期以上 LPR 降幅亦超預期，加上 3 月召開兩會，市場憧憬再有刺激
舉措，上證指數有望挑戰 2023 年 11 月高位 3,090 點。聯儲局轉鴿，有
利風險資產，惟抗通脹最後一里路料反覆，市場與聯儲局就減息、縮表之
間的博弈將加劇市場波動。港股有待內地強刺激政策出台以增強經濟動
能，並加快資金回流中港股市，恒指初步上試 17,500 點。 

➢ 短期看好板塊 

➢ 國企概念股：國央企將更加重視價值經營和內在價值提升 

今日市場焦點 

  日本央行3月議息結果；澳洲央行3月議息結果；美國2月新屋開工； 

中國聯通(0762)、小米(1810)、李寧(2331)、小鵬汽車(9868)等業績； 

宏觀焦點 

  內地首兩月固投及工業增加值增速勝預期，零售增速略遜預期； 

內地首兩月商品房銷售額跌29.3%；內地首兩月發電量增長8.3%； 

美擬年底前回補戰略油儲；傳日央行將結束負利率和風險資產購買； 

企業消息 

  盒馬CEO侯毅據報將退休；據報美團(3690)平台新設多個平台部門； 

藥明康德(2359)去年盈利增21%符合預期，擬每10股派息9.83元； 

華潤啤酒(0291)去年溢利升19%符合預期，連特息派64.9分； 

特步國際(1368)去年溢利升12%，略遜預期； 

建滔(0148)去年盈利跌43%；建滔積層板(1888)去年盈利跌52%； 

港股模擬組合最新策略 

  候低吸納香港電訊(6823)及聯想集團(0992)； 

外圍市況展望 

聯儲局1月一如預期維持息口不變，是次聲明刪除了暗示未來進一步加
息的措辭，惟預計在對通脹降至目標更有信心以前，不適合降息。主席
鮑威爾表示，雖然多數委員預計年內降息多次，並不認為3月將會啟動降
息，另將在3月會議討論資產負債表問題。12月點陣圖顯示，多數官員預
計2024年將至少降息75個基點，降息幅度多於9月預測，年底中位數預
估值為4.6厘。展望2024年，經濟增長預測為1.4%，略低於9月時預測，
失業率預測為4.1%，與先前預測不變，核心PCE增長預測為2.4%，均低
於先前預期，反映當局預計步向軟著陸的情景。我們認為美國經濟及就
業市場續穩健，預期聯儲局可能延後到年中附近才首次減息，10年期債
息料於4厘上波動，金價料於約2,100美元高位徘徊。 

趙晞文 hayman.chiu@cinda.com.hk 

李芷瑩 edith.li@cinda.com.hk 

陳樂怡 tracy.chan@cinda.com.hk 

各國指數 收市價 變動% 年初至今% 

恒生 16,737  0.10  -1.82  

恒生國企 5,848  0.48  1.38  

恒生 AH 股溢價 149.53  0.27  1.98  

恒生科技指數 3,594  1.25  -4.52  

上證綜合 3,085  0.99  3.70  

上海科創板 825  2.07  -3.12  

MSCI 中國 55.77  0.80  -0.32  

金龍中國指數 6,271  -0.63  -3.17  

日經 225 39,740  2.67  18.12  

道瓊斯 38,790  0.20  2.92  

標普 500 5,149  0.63  7.96  

納斯特克 16,103  0.82  7.28  

Russell 2000 2,025  -0.72  -0.12  

德國 DAX 17,933  -0.02  7.05  

法國巴黎 CAC 8,148  -0.20  8.02  

英國富時 100 7,723  -0.06  -0.14  

波羅的海 2,374  1.02  13.37  

VIX 指數 14.33  -0.56  15.10  

商品 收市價 變動% 年初至今% 

CRB 商品指數 284.62  0.59  8.87  

紐約期油 82.72  2.07  15.49  

黃金 2,160.36  0.21  4.82  

銅 9,072.00  2.08  6.19  

外滙 收市價 變動% 年初至今% 

美滙指數 103.58  0.14  2.22  

美元兌日圓 149.15  0.07  -5.45  

歐元兌美元 1.0872  -0.16  -1.49  

英鎊兌美元 1.2729  -0.05  -0.06  

美元兌 CNH 7.2061  0.01  -1.14  

利率 收市價 變動% 年初至今% 

3 個月 Hibor 4.684  0.00  -9.22  

3 個月 Shibor 2.160  0.00  -16.10  

3 個月 Libor 5.591  0.00  -0.03  

十年美國國債 4.324  0.42  11.58  

ADR 收市價 變動% 較香港% 

騰訊控股 36.85  1.96  -0.57  

美團 23.00  1.01  -0.53  

京東集團 27.85  1.46  1.47  

阿里巴巴 73.52  0.14  -0.20  

百度 104.77  0.88  0.20  

嗶哩嗶哩 11.84  0.51  -2.03  

滙豐控股 38.42  0.55  0.81  

中石油 16,077  0.78  -5.69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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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首兩月固投及工業增加值增速勝預期，零售增速略遜預期：內地 1 至 2 月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及零售均勝
預期。國家統計局公布，1 至 2 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7%，高於市場預期增長 5.2%。從環比看，2 月規
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月增長 0.56%。1 至 2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8.1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5.5%，略
低於市場預期增長 5.6%。從環比看，2 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月增長 0.03%。首兩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5.08
萬億元，按年增長 4.2%，高於市場預期增長 3.2%。分領域看，基礎設施投資按年增長 6.3%，製造業投資增長 9.4%，
房地產開發投資則下降 9%。首兩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 5.3%。2 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3%，比
上月升 0.1 個百分點。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1%。國家統計局表示，總的來看，1 至 2 月隨着各項宏觀政策
發力顯效，國民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但也要看到，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猶
存，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基礎還需鞏固。國統局稱，下階段，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完整、準確、全面
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切實增強經濟活力、防範化解風險、
改善社會預期，不斷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 內地首兩月商品房銷售額跌 29.3%：國家統計局公布，1 至 2 月新建商品房銷售額 1.06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
下降 29.3%，其中住宅銷售額下降 32.7%。期內，商品房銷售面積 1.14 億平方米，按年下降 20.5%，其中住宅銷售面
積下降 24.8%。首兩月，房屋施工面積 66.69 億平方米，按年下降 11%。其中，住宅施工面積 46.66 億平方米，下降
11.4%。房屋新開工面積 9429 萬平方米，下降 29.7%。其中，住宅新開工面積 6796 萬平方米，下降 30.6%。2 月底，
商品房待售面積 7.6 億平方米，按年增長 15.9%。其中，住宅待售面積增長 23.8%。首 2 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1.18
萬億元，按年下降 9%，其中，住宅投資 8823 億元，下降 9.7%。 

➢ 內地首兩月發電量增長 8.3%：內地電力生產保持穩定。國家統計局公布，首兩個月發電 1.49 萬億千瓦時，按年增長
8.3%。日均發電 247.8 億千瓦時。分品種看，首兩個月，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增速放緩，核電由降轉升。其中，
火電增長 9.7%，水電增長 0.8%，核電增長 3.5%，風電增長 5.8%，太陽能發電增長 15.4%。天然氣生產增速加快，
進口保持較快增長。首兩月，工業天然氣產量 417 億立方米，按年增長 5.9%，日均產量 6.9 億立方米。進口天然氣
2210 萬噸，按年增長 23.6%。 

➢ 龔正提出聚焦汽車產業新四化，續深化數字化轉型：上海市長龔正走訪調研延鋒金橋汽車飾件系統、中微半導體設備
(上海)股份，了解企業經營發展情況，聽取企業訴求和建議。龔正指出，汽車產業是上海着力發展的六大重點產業之一，
也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內容。希望企業在轉型升級上狠下功夫，聚焦汽車產業「新四化」趨勢，持續深化數字
化轉型，加快綠色低碳轉型，保持行業領先地位，更好賦能上下游企業。要順應智能網聯技術變革潮流，聚焦新領域打
造新增長點，運用新技術賦能傳統產品，推出更多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長「三高」產品。要增強核心競爭力，
不斷推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技術，並將質量標準建設融入發展全鏈條。龔正稱，集成電路是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
產業，希望中微公司對標世界級半導體平台型公司，深入推進創新發展，進一步提升發展能級，着力提升核心競爭力，
深耕優勢領域、布局新型領域，持續鞏固行業龍頭標桿地位。希望企業強化技術攻關，建立創新全鏈條加速機制，推動
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三鏈」深度融合，大力創造更好的人才發展條件，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同時，加強全
球產業鏈合作，強化標準引領，夯實服務支撐，努力打響國際化品牌。 

➢ 輝達擴大與內地車企合作：美國晶片巨頭輝達(Nvidia)表示，正擴大與比亞迪股份(1211)等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合作，此
外，輝達也在與聯想集團(0992)合作部署大型語言模型。輝達稱，比亞迪將使用輝達名為 Drive Thor 的下一代車用晶
片，實現更高水平的自動駕駛和其他數碼功能；比亞迪還將利用輝達的技術簡化工廠和供應鏈，並開發虛擬展廳。比亞
迪、小鵬汽車(9868)和廣汽埃安旗下的昊鉑(Hyper)品牌等多家汽車製造商和自動駕駛卡車開發商，宣布擴大與輝達的
合作。吉利汽車旗下的極氪(Zeekr)和理想汽車(2015)，此前已表示將使用輝達的 Drive Thor 技術。 

➢ 金管總局發布人身險監管評級辦法：金融監管總局發布《關於印發人身保險公司監管評級辦法的通知》，以加強人身保
險公司分支機構風險監測，做到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金管總局官網刊登的辦法全文指出，人身保險公司
風險監測和監管評級要素包含公司治理、業務經營、資金運用、資產負債管理、償付能力管理和其他方面六個維度。另
設置《履行環境社會治理(ESG)責任情況》作為特別加分項，對開展綠色保險、普惠保險較多的人身保險公司，給予適
當加分。辦法稱，人身保險公司綜合風險水平等級劃分為 1-5 級和 S 級。評級結果為 1-5 級的，數值愈大反映人身保
險公司風險愈大，需要愈高程度的監管關注。正處於重組、被接管、實施市場退出或風險處置進入實質性階段的人身保
險公司，經監管機構認定後直接列為 S 級。若出現償付能力嚴重不足、有效資產不足以抵禦風險、淨資產少於 0 等其
他償債能力嚴重不足的情形，將綜合風險水平等級評定為 5 級。 

➢ 消費金融公司出資人持股比例要求升至 50%：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修訂發布《消費金融公司管理辦法》，共 10 章、
79 條，有利於進一步加強消費金融公司監管，防範金融風險，完善機構定位，優化金融服務，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
促進行業高質量發展。其中，將消費金融公司主要出資人持股比例要求，由不低於 30%提高至不低於 50%。主要考慮
是從近年監管實踐來看，提升主要出資人持股比例有利於壓實股東責任，增強股東參與公司經營意願，更好發揮股東資
源優勢，促進股東積極發揮支持作用；亦有利於提高決策效率，避免由於股權相對分散而出現公司治理失效失衡的問
題。《辦法》又對消費金融公司的業務範圍進行優化調整，更加專注主責主業。區分基礎業務和專項業務。將「發放個
人消費貸款」「發行非資本類債券」等 7 項業務納入基礎業務，將「資產證券化業務」、「固定收益類證券投資業務」
等 2 項業務納入專項業務。此外，取消非主業、非必要類業務。鑑於代銷保險可能導致消費金融公司相關投訴糾紛增
多，且行業也基本沒有開展此類業務，因此取消「代理銷售與消費貸款相關的保險產品」業務。 

➢ 人行逆回購回落至 100 億元人民幣，利率持平：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中國人民銀行開展 1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7 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仍持穩在 1.8 厘。逆回購操作規模在上日稍有放量後再次回落，公開市場單日完全對
沖到期量。逆回購未到期餘額維持在 390 億元。 

 

宏觀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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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失業率維持 2.9%，符合預期：政府統計處公布，香港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維持 2.9%，就
業不足率維持 1%。總就業人數 369.47 萬人，減少約 2300 人；總勞動人口 379.7 萬人，減少約 2700 人；失業人數
10.23 萬人，與上期大致相若，就業不足人數 3.76 萬人，減少約 1200 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展望將來，隨
着本地經濟繼續增長，勞工市場短期內料會維持緊絀。 

➢ 香港 1 月出口貨量升 28.6%：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 1 月，香港的商品整體出口貨量及進口貨量分別上升 28.6%及
16.9%。商品整體出口價格及進口價格分別上升 3.8%及 3.9%。政府表示，由於受到農曆新年假期在不同日子所影響，
每年 1 月及 2 月份的貿易流量通常有較大波動。 

➢ 美國擬年底前回補戰略油儲：美國能源部長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表示，華府希望在今年底前，將戰略石油儲備
量回復到 2 年前水平。美國戰略油儲量目前為 3.62 億桶，3 年前為 6.38 億桶，當時，總統拜登為平抑油價升勢，決定
釋出逾 1.8 億桶戰略油儲。格爾霍姆出席能源行業研討會 CERAWeek 時稱，讓戰略油儲水平回升是國會優先選項，部
分原因是將取消國會批准出售 1.4 億桶油儲的行動。她不排除進一步取消國會批准的其他售油計劃。格爾霍姆稱，一個
儲存基地的維修工作即將完成，也是令戰略油儲增加的原因之一。她指出，能源部官員正在評估油價現況，以及回補儲
備的可能影響。能源部原先稱，希望在油價處於 79 美元水平補回儲備。 

➢ 日本央行據報將結束負利率和風險資產購買：日本央行舉行貨幣政策會議。據《日本經濟新聞》(Nikkei)報道，日本央
行周二(19 日)將決定結束孳息曲線控制(YCC)和短期負利率政策，以及風險資產購買。根據報道，日本央行將會把短期
基準利率目標，由目前負 0.1%，調升為介乎零至 0.1%區間。同時，計劃取消 10 年期國債參考利率 1%的做法。報道
稱，日本央行將繼續購買當地國債，以防止債券孳息率飆升，但 YCC 框架將被放棄。 日本央行對日本股票 ETF 和房
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的購買也將結束。日本央行自 2016 年開始實施 YCC、一般稱為量化寬鬆的貨幣框架政策，
以推動通脹上升。 

➢ 國際清算銀行指全球抗通脹工作仍未完成：由多國央行組成的國際清算銀行(BIS)總經理 Agustín Carstens 認為，美國
經濟有跡象趨向軟着陸，但全球對抗通脹的工作仍未結束。Carstens 出席活動致詞時稱，儘管全球通脹較高峰期回落
近半，部分央行也準備放寬量化緊縮措施，以使經濟保持良好增長，而壓抑通脹的高利率代價看來也較預期輕，但基本
通脹壓力仍存在，物價上升趨勢未有停止，通脹仍未完全受控，央行的抗通脹工作未結束。Carstens 指出，去全球化、
經濟碎片化、地緣局勢不明，以及氣候轉變問題有待解決等因素，仍可能令物價在中期而言保持顯著上升勢頭，央行不
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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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盒馬 CEO 侯毅據報將退休：內地媒體報道，阿里巴巴(9988)舉行內部會議，旗下盒馬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侯毅宣布將
退休，將作為盒馬首席榮譽顧問繼續為公司提供指導，盒馬首席財務官嚴筱磊將兼任 CEO。報道指，盒馬仍在積極尋
求引進新的策略性投資方，接觸多個潛在投資者，目前估值約 37 億美元。 

➢ 京東集團(9618)聯同夥伴投入 65 億元人民幣支持以舊換新：內地鼓勵和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京東集團宣布，今年將
攜手合作夥伴共同投入 65 億元(人民幣‧下同)，為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提供有力支持。該公司稱，
在 3C 數碼品類推出「以舊換新專項扶持計劃」，整合 30 億元補貼加碼以舊換新，鼓勵消費者換新裝備；在家電家居
品類上聯合更多品牌投入 30 億元，持續加碼家電家居以舊換新補貼及服務體驗升級。在汽車品類上，聯合品牌共同投
入 5 億元，助力汽車以舊換新，推出行業內首個「輪胎以舊換新」計劃，為消費者帶來安全、實惠的消費體驗同時，推
動行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該公司指，床墊、沙發、鍋具、智能馬桶等產品，都可以在京東通過以舊換新進行購買。數
據顯示，過去 3 年，有超過 3000 萬用戶通過京東讓舊物有新的價值。京東稱，以舊換新服務，既是響應政府號召推動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舉措，也是集團繼續在產品、價格、服務層面不斷升級用戶體驗的重要行動，京東將以此為契機，
實現品牌方、消費者乃至社會的多方共贏。 

➢ 據報美團(3690)平台新設多個平台部門：內媒報道，美團平台發內部信，宣布成立平台產品部，由陶雪璇擔任負責人。
同時，在平台產品部下設設計部，整合公司到店、到家等設計部門資源，由原到店設計部負責人張國忠擔綱。據報，依
托美團平台，公司在使用者成長與營運，使用者體驗與治理，企業業務等領域也對團隊進行整合，分別由周默和滕復春
及康凱擔任負責人。 

➢ 藥明康德(2359)去年盈利增 21%符合預期，擬每 10 股派息 9.83 元：藥明康德公布，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年度盈利 106.9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21.29%，每股盈利 3.64 元，擬每 10 股派發現金股息 9.8336 元。期內，收入 403.41
億元，按年升 2.51%。年內，綜合毛利 163.73 億元，上升 12.9%；毛利率由上年度 36.9%升至 40.6%，經營效率提升
及項目組合的變化助推毛利率提升，同時疊加匯率變化的有利影響。2023 年止，剔除新冠商業化項目，公司在手訂單
增長 18%。儘管面臨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公司預計 2024 年收入介乎 383-405 億元，剔除新冠商業化項目後將保持
正增長，預計增長率為 2.7-8.6%。 

➢ 金蝶國際(0268)去年虧損收窄至 2.1 億元人民幣：金蝶國際公布，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年度虧損 2.1 億元(人民幣‧下
同)，每股虧損 6.07 分，不派末期息；2022 年同期虧損 3.89 億元。期內，收入 56.79 億元，按年增長 16.71%。 

➢ 比亞迪股份(1211)護衞艦 07 榮耀版車型起售價降 11%：比亞迪股份下調護衞艦 07 榮耀版車型起售價至 17.98 萬元(人
民幣．下同)，此前冠軍版起售價為 20.28 萬元，下調幅度達 11.3%。護衞艦 07 榮耀版車型最新指導會為 17.98 萬至
25.98 萬元。 

➢ 思摩爾國際(6969)去年盈利跌 34%：思摩爾國際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盈利 16.45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下跌
34.47%，每股盈利 27.01 分；建議派末期息 5 港仙。期內，收益 111.68 億元，按年減少 8.04%。 

➢ 華潤啤酒(0291)去年溢利升 19%符合預期，連特息派 64.9 分：華潤啤酒公布，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
利為 51.53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 18.62%。每股基本盈利 1.59 元，每股派末期息 0.349 元及特別息 0.3 元，祝
賀集團 30 周年，合計派 0.649 元。期內，營業額 389.32 億元，按年升 10.4%。去年整體啤酒銷量按年升 0.5%，次高
檔及以上啤酒銷量增長約 18.9%。集團的產品結構亦持續提升，帶動整體平均銷售價格按年上升 4%。公司稱，展望
2024 年，增長將繼續是華潤啤酒的第一策略。中國的經濟恢復目前仍處在關鍵階段，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在國家堅持「穩中求進」基調的引領下，集團將持續追求規模增長和質量增長，鞏固和增強核心基礎能力，把握市場發
展趨勢，推動高質量發展。面對充滿挑戰和不確定性的經濟及市場環境，集團將保持謹慎樂觀態度，立足於消費行業的
「新世界」，積極布局和發展，以爭取 2024 年整體收入、利潤，以及整體和次高檔及以上啤酒銷量達致「均好」增長。 

➢ 特步國際(1368)去年溢利升 12%，略遜預期：特步國際公布，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止全年，錄得股東應佔溢利 10.3 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 11.75%；每股盈利 40.76 分，派末期息每股 8 港仙。期內，收入 143.46 億元，按年升 10.94%。
集團預期，儘管 2024 年充滿挑戰，但同時蘊含廣闊的發展前景與優厚的增長潛力。憑藉集團於跑步領域的穩健佳績，
專注於大眾市場消費者的戰略，以及政府對體育行業的支持，集團對體育用品行業的持續復甦以及未來集團邁向成功的
實力依然充滿信心。 

➢ 中國利郎(1234)去年盈利升 18%，連特息派 18 仙：中國利郎於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止全年錄得盈利 5.3 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增 18.38%；每股盈利 44.3 分，派末期息 13 港仙及特別末期息 5 港仙，合共 18 港仙。期內，收入 35.44
億元，按年升 14.83%。 

➢ 閱文集團(0772)去年盈利增 32%：閱文集團公布，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年度業績，股東應佔盈利 8.05 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長 32.34%。每股基本盈利 0.8 元，不派息。期內，收入 70.12 億元，按年減少 8.05%。按非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股東應佔盈利 11.3 億元，按年下跌 16.16%。截至去年底，自有平台產品及自營渠道的平均月活躍用戶 2.06 億
人，按年減少 15.7%；平均月付費用戶 870 萬人，增加 10.13%。展望未來，該集團指出，相信 2024 年將成為閱文的
「爆款之年」。在行業升級浪潮中， 閱文無論在優質內容儲備、生態協作還是技術創新上，都已做好準備，會繼續堅
守「內容、平台、IP」的核心價值，實現讓好故事生生不息的使命。 

➢ 中國鐵塔(0788)去年盈利升 11%，派息 3.739 分：中國鐵塔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年度業績，股東應佔盈利 97.5 億元(人
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10.96%，每股盈利 5.58 分，派末期息每股 3.739 分，按年增 15.69%。期內，收入 940.09 億
元，按年增長 2%。其中運營商業務收入 821.63 億元，按年下降 1%；當中塔類業務收入 750.23 億元，按年下降 2.8%；
室內分布式天線系統業務收入為 71.4 億元，按年增長 22.5%。智聯業務收入為 72.83 億元，按年增長 27.7%；能源業
務收入為 42.14 億元，按年增長 31.7%。整體共用水準進一步提升，塔類站均租戶數從 2022 年底的 1.74 提升到 1.79。 

企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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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集團(0148)去年盈利跌 43%：建滔集團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年度業績，股東應佔盈利 20.63 億元，按年下跌 43.56%，
每股盈利 1.861 元，派末期息 36 仙。期內，營業額 397.12 億元，按年下跌 19.57%。另外，建滔集團就向碧桂園(2007)
的借款作出信貸虧損撥備 8.94 億元，冀能以項目抵債。 

➢ 建滔積層板(1888)去年盈利跌 52%：建滔積層板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年度業績，股東應佔盈利 9.07 億元，按年下跌
52.47%，每股盈利 0.291 元，派末期息 10 仙。期內，營業額 167.5 億元，按年下跌 25.1%。 

➢ 遠洋集團(3377)發盈警，料去年虧損擴至最少 200 億元人民幣：遠洋集團發盈警，預期於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止年度，
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約 200 億至 230 億元(人民幣．下同)，而 2022 年度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約 190 億元(預期之經重
述數據)。公司稱，預期虧損主要歸因於在 2023 年度，中國的整體房地產市場低迷，導致毛利率下降，以及對物業項目
計提的減值撥備增加；及分佔合營企業和聯營公司的業績下降。 

➢ 中梁控股(2772)料境外債務重組將於周三(20 日)生效：中梁控股公布，有關境外債務重組，公司目前預期所有重組條件
將於周三或之前達成，及重組生效日期將為周三。 

➢ 融創中國(1918)8.1 億元人民幣悉售石家莊項目股權：融創中國公布，同意轉讓其於目標公司所持有的 80%權益予合作
方，代價為 8.14 億元(人民幣‧下同)。該公司稱，代價中的 1.4 億元由集團欠付合作方的債務沖抵，剩餘約 6.66 億元
由合作方以現金支付，主要用於石家莊市的項目施工建設及保交樓。目標公司持有石家莊中央商務區項目。交易完成
後，融創中國將不再擁有目標公司的任何股權。融創中國稱，石家莊中央商務區項目仍有部分地塊尚未完成建設，今次
交易有助於解決該項目後續開發建設資金投入問題，推進項目恢復正常開發建設，盤活優質資產。 

➢ 穆迪將越秀房託(0405)評級降至「Ba2」，展望維持負面：評級機構穆迪指，在中國經濟放緩和辦公室租金疲軟的情況
下，將越秀房託的企業家族評級(CFR)由「Ba1」下調至「Ba2」。評級展望維持負面。穆迪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 Kelly 
Chen 表示，評級下調和負面展望反映預期越秀房託信貸指標將保持疲弱，特別是其高債務槓桿，其水平與其之前的評
級不相稱。中國經濟放緩和寫字樓租金疲弱的情況下，越秀房託去槓桿化面臨著挑戰。 

➢ 越秀服務(6626)去年盈利升 17%：越秀服務公布，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年度股東應佔盈利 4.87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年增長 17.04%，每股盈利 0.32 元，派末期息 0.087 港元。期內，營業收入 32.24 億元，按年增長 29.66%。 

➢ 佳兆業健康(0876)發盈喜，料去年轉賺 700 萬元：佳兆業健康發盈喜，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利將不少於
700 萬元，2022 年度同期股東應佔虧損約 1.23 億元。該公司解釋，預期扭虧為盈，主要由於出售附屬公司收益約 6900
萬元，因對期內確認的集團保留權益進行公平值重新計量所致；行政開支減少約 2900 萬元；減值虧損於去年底大幅減
少約 7300 萬元，因康養業務失去對珠海十里蓮江國際健康城發展項目之控制權所致。此外，期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收益約 90 萬元，而 2022 財年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虧損則約 1700 萬元。 

➢ 中國建築興業(0830)去年盈利升 37%：中國建築興業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年度業績，股東應佔盈利 5.8 億元，按年增長
37.59%，每股盈利 25.73 仙，派末期息 3.2 仙。期內，營業額 86.66 億元，按年增長 13%。 

➢ 中海油(0883)渤海發現億噸級油田：中海油宣布，在渤海獲得秦皇島 27-3 億噸級油田發現。秦皇島 27-3 油田位於渤海
中北部海域，平均水深約 25 米，主要含油層系為新近系明化鎮組，油品性質為中-重質原油。發現井 QHD27-3-3 共鑽
遇油層 48.9 米，完鑽井深 1570 米。經測試，該油田單井日產原油約 742 桶。通過持續勘探，實現秦皇島 27-3 油田探
明石油地質儲量 1.04 億噸。勘探副總師徐長貴表示，秦皇島 27-3 油田是渤海中北部海域時隔 10 年後又一個億噸級油
田，相關發現進一步證實渤海複雜走滑斷裂帶廣闊的油氣勘探前景。 

➢ 西部水泥(2233)去年溢利跌 65%：西部水泥公布，截至去年底止全年股東應佔溢利 4.21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下
跌 65.32%，每股基本盈利 7.7 分，末期息派 2.3 分。期內，收入 90.21 億元，按年上升 6.26%。 

➢ 順風清潔能源(1165)發盈警，料去年虧損擴大：順風清潔能源發盈警，預期 2023 年度將錄得虧損約 4.71 億元(人民幣‧
下同)，而 2022 年度則錄得虧損約 1.79 億元。該公司表示，業績虧損主要由於 2022 年度錄得太陽能電站減值虧損撥
回約 1.41 億元，預期於 2023 年度將不會錄得有關撥回；2022 年度錄得財務擔保結算收益約 1.91 億元，預期於 2023
年度將不會錄得有關收益等。 

➢ 中證監擬對許家印及夏海鈞採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中國恒大(3333)旗下恒大地產表示，收到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
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的公告，將對恒大地產、許家印、夏海鈞、潘大榮、潘翰翎、柯鵬、甄立濤、錢程進行罰款和市
場禁入等行政處罰。經中證監查明，恒大地產、許家印等人涉嫌違法的事實主要包括：恒大地產披露的 2019 年、2020
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恒大地產公開發行公司債涉嫌欺詐發行。恒大地產未按規定及時披露相關訊息，包括未按期
披露 2021 年年度報告、2022 年中期報告及 2022 年年度報告、未按規定披露重大訴訟仲裁的情況、未按規定披露未能
清償到期債務的情況等。綜合上述三項，責令恒大地產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 41.75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罰款；對
許家印給予警告，並處以 4700 萬元的罰款；對夏海鈞給予警告，並處以 1500 萬元的罰款；對潘大榮、潘翰翎給予警
告，並分別處以 900 萬元的罰款；對柯鵬給予警告，並處以 300 萬元的罰款；對甄立濤處以 200 萬元的罰款；對錢程
給予警告，並處以 20 萬元的罰款。告知書稱，許家印決策並組織實施財務造假，手段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夏海
鈞組織安排編制虛假財務報告，手段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根據《證券法》第 221 條和 2015 年《證券市場禁入規
定》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三款的規定，中證監擬決定對許家印、夏海鈞採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恒大地產在公
告中表示，將持續關注上述事項的進展情況，另外公司就本次處罰放棄陳述、申辯和聽證的權利，本次行政處罰最終以
中證監作出的正式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決定為準。 

➢ 申萬宏源香港(0218)料去年虧損收窄：申萬宏源香港預期，截至去年底止全年綜合除稅後虧損收窄至介乎 1.8 億至 1.98
億元之間，2022 年度同期綜合除稅後虧損 8.8 億元。該公司指出，儘管在地緣政治緊張及全球貨幣政策收緊等諸多不
利因素影響下，去年全球經濟呈下行趨勢且香港資本市場持續低迷，集團總收入仍按年明顯上升，主要由於利息類及投
資類收入增加。此外，該集團採取一系列風險控制措施，去年機構服務及交易業務之債務類產品產生的預期信用損失按
年大幅縮窄，而該預期信用損失並非實際已發生損失。集團業務開展正常，整體財政、經營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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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組合 

公司 股數 成本價(元) 現價(元) 市值 佔比 目標價(元) 止蝕/賺價(元) 

中國移動(0941) 18,000  61.16  66.05  1,188,900  3.48% 78.00  55.00  

金沙中國(1928) 100,000  23.64  21.35  2,135,000  6.25% 30.00  17.70  

滙豐控股(0005) 16,000  56.90  59.60  953,600  2.79% 66.00  50.00  

FL 二南方恒指(7200) 300,000  3.275  2.860  858,000  2.51% 3.400  2.000  

比亞迪電子(0285) 70,000  31.85  30.45  2,131,500  6.24% 40.00  24.00  

小米集團(1810) 85,000  14.65  14.94  1,269,900  3.72% 18.80  11.50  

名創優品(9896) 30,000  40.60  39.70  1,191,000  3.49% 57.00  29.50  

騰訊控股(0700) 4,000  282.15  289.80  1,159,200  3.39% 360.00  230.00  

網易(9999) 8,000  137.50  166.20  1,329,600  3.89% 200.00  108.00  

中遠海控(1919) 100,000  8.00  8.52  852,000  2.49% 9.70  7.00  

申洲國際(2313) 7,000  70.54  67.95  475,650  1.39% 87.00  56.00  

中國神華(1088) 40,000  27.00  29.50  1,180,000  3.45% 35.00  24.00  

中國石油(0857) 110,000  4.85  6.33  696,300  2.04% 7.10  3.80  

中金公司(3908) 88,000  9.54  10.32  908,160  2.66% 12.00  8.10  

昆侖能源(0135) 130,000  6.98  7.23  939,900  2.75% 7.75  6.25  

CSI 香港高息股(3070) 60,000  25.37  26.66  1,599,600  4.68% 30.00  22.00  

中石化(0386) 150,000  4.10  4.53  679,500  1.99% 5.10  3.50  

中國鐵塔(0788) 950,000  0.87  0.94  893,000  2.61% 1.11  0.72  

工商銀行(1398) 150,000  3.80  3.96  594,000  1.74% 4.35  3.45  

中國通信服務(0552) 260,000  3.20  3.58  930,800  2.72% 3.80  2.90  

舜宇光學科技(2382) 23,000  49.25  54.80  1,260,400  3.69% 60.00  43.50  

XL 二南方滬深三(7233) 160,000  3.074  3.578  572,480  1.68% 3.800  2.760  

華夏日股對沖(3160) 40,000  19.54  20.32  812,800  2.38% 22.00  17.50  

吉利汽車(0175) 30,000  8.30  8.85  265,500  0.78% 9.76  7.34  

安踏體育(2020) 4,000  78.11  77.75  311,000  0.91% 94.15  68.00  

百威亞太(1876) 70,000  13.52  12.30  861,000  2.52% 16.26  11.16  

京東集團(9618) 6,400  96.50  107.30  686,720  2.01% 113.00  82.60  

創科實業(0669) 5,300  96.85  102.60  543,780  1.59% 109.00  87.00  

理想汽車(2015) 3,500  156.40  139.00  486,500  1.42% 180.00  124.00  

百勝中國(9987) 3,000  340.00  332.40  997,200  2.92% 410.00  300.00  

        

現金    5,406,508  15.82%   

組合總市值    34,16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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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策略／交易 等候香港電訊(6823)回調至$9.00 買入 80,000 股 

等候聯想集團(0992)回調至$8.80 買入 100,000 股 

創立日期 23/11/2021 

初始現金(元) 50,000,000 

創立至今帳面回報(%) -31.7%(恒指同期變幅：-32.9%) 

投資策略：本模擬組合採用靈活策略，結合信達國際研究部對市場走勢的判斷及對個別行業板塊／個

股的觀點，適時調整所持現金水平以及組合內增長／價值股的比例。 

樣本池：香港上市的主板公司及 ETF。 

配置權重：個股／ETF 買入成本不多於當時組合總價值的 10%／20%，同時個股／ETF 持倉價值不多於當時組合總價值的 20%／40%。 

交易機制：模擬組合以限價盤、成交量加權平均價(VWAP)、開市價三種方式進行買賣。每筆買賣的費用為交易金額的 0.3%，交易費用從現金中扣除。個

別股份單日的買入金額不多於其過往一個月日均成交金額的 10%，ETF 則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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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市企業業績公布日期 

日期 公司名稱 時期 每股盈利預測 實際每股盈利 差距 券商覆蓋數目 

15/3/2024 福耀玻璃(3606) FY 23 RMB 2.178 RMB 2.160 -0.83% 21 

 協鑫科技(3800) FY 23 RMB 0.278 RMB 0.090 -67.63% 15 

 山水水泥(0691) FY 23 -- RMB -0.200 -- 0 

 威勝控股(3393) FY 23 RMB 0.480 RMB 0.530 10.42% 3 

18/3/2024 亞信科技(1675) FY 23 RMB 0.677 RMB 0.570 -15.81% 5 

 中國利郎(1234) FY 23 RMB 0.440 RMB 0.440 0.00% 5 

 閱文集團(0772) FY 23 RMB 1.105 RMB 0.800 -27.60% 25 

 華潤啤酒(0291) FY 23 RMB 1.611 RMB 1.590 -1.30% 51 

 中國鐵塔(0788) FY 23 RMB 0.057 RMB 0.060 5.26% 19 

 中國建築興業(0830) FY 23 HK$ 0.257 -- -- 4 

 海天國際(1882) FY 23 RMB 1.538 RMB 1.560 1.43% 10 

 建滔積層板(1888) FY 23 HK$ 0.450 HK$ 0.320 -28.89% 4 

 建滔集團(0148) FY 23 HK$ 2.93 HK$ 2.050 -30.03% 2 

 金蝶國際(0268) FY 23 RMB -0.070 RMB -0.060 -14.29% 34 

 思摩爾國際(6969) FY 23 RMB 0.292 -- -- 23 

 騰訊音樂-SW(1698) Q4 23 RMB 0.971 -- -- 17 

 藥明康德(2359) FY 23 RMB 3.458 RMB 3.64  5.26% 24 

 特步國際(1368) FY 23 RMB 0.401 RMB 0.410 2.24% 41 

 越秀服務(6626) FY 23 RMB 0.324 RMB 0.320 -1.23% 11 

19/3/2024 時代天使(6699) FY 23 RMB 0.459 RMB  -- 17 

 中國飛機租賃(1848) FY 23 HK$ 0.737 HK$  -- 4 

 中國食品(0506) FY 23 RMB 0.260 RMB  -- 5 

 中國聯通(0762) FY 23 RMB 0.612 RMB  -- 21 

 中糧家佳康(1610) FY 23 RMB 0.143 RMB  -- 8 

 海螺水泥(0914) FY 23 RMB 2.161 RMB  -- 20 

 華潤醫療(1515) FY 23 RMB 0.487 RMB  -- 8 

 英皇鐘錶珠寶(0887) FY 23 -- HK$  -- 0 

 港燈-SS(2638) FY 23 HK$ 0.352 HK$  -- 7 

 華能國際電力(0902) FY 23 RMB 0.815 RMB  -- 16 

 李寧(2331) FY 23 RMB 1.353 RMB  -- 51 

 百富環球(0327) FY 23 HK$ 1.120 HK$  -- 3 

 保誠(2378) FY 23 US$ 0.809 US$  -- 26 

 港華智慧能源(1083) FY 23 HK$ 0.383 HK$  -- 12 

 同程旅行(0780) FY 23 RMB 0.860 RMB  -- 35 

 小米集團-W(1810) FY 23 RMB 0.711 RMB  -- 38 

 小鵬汽車-W(9868) Q4 23 RMB -1.599 RMB  -- 36 

 雅迪控股(1585) FY 23 RMB 0.896 RMB  -- 25 

20/3/2024 三生製藥(1530) FY 23 RMB 0.830 RMB  -- 12 

 中煤能源(1898) FY 23 RMB 1.497 RMB  -- 11 

 華潤電力(0836) FY 23 HK$ 2.570 HK$  -- 30 

 長江基建(1038) FY 23 HK$ 3.094 HK$  -- 13 

 石藥集團(1093) FY 23 RMB 0.517 RMB  -- 37 

 吉利汽車(0175) FY 23 RMB 0.487 RMB  -- 34 

 香港中華煤氣(0003) FY 23 HK$ 0.320 HK$  -- 9 

 華住集團-S(1179) Q4 23 RMB 2.210 RMB  -- 22 

 信達生物(1801) FY 23 RMB -0.719 RMB  -- 39 

 英恒科技(1760) FY 23 RMB 0.413 RMB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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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市企業業績公布日期 

日期 公司名稱 時期 每股盈利預測 實際每股盈利 差距 券商覆蓋數目 

20/3/2024 京東健康(6618) FY 23 RMB 1.023 RMB -- 24 

 藥明巨諾-B(2126) FY 23 RMB -1.660 RMB -- 3 

 嘉里建設(0683) FY 23 HK$ 2.450 HK$ -- 9 

 金山軟件(3888) FY 23 RMB 0.403 RMB -- 24 

 金山雲(3896) Q4 23 RMB -0.997 RMB -- 3 

 快手-W(1024) FY 23 RMB 2.010 RMB -- 52 

 泡泡瑪特(9992) FY 23 RMB 0.768 RMB -- 23 

 電能實業(0006) FY 23 HK$ 2.761 HK$ -- 10 

 上海石油化工(0338) FY 23 RMB 0.004 RMB -- 9 

 舜宇光學科技(2382) FY 23 RMB 1.200 RMB -- 43 

 騰訊控股(0700) FY 23 RMB 16.093 RMB -- 71 

21/3/2024 瑞聲科技(2018) FY 23 RMB 0.540 RMB -- 30 

 寶尊電商-W(9991) FY 23 RMB 0.994 RMB -- 7 

 京東方精電(0710) FY 23 HK$ 0.653 HK$ -- 10 

 上美股份(2145) FY 23 RMB 1.021 RMB -- 7 

 中國移動(0941) FY 23 RMB 6.286 RMB -- 27 

 中國電力(2380) FY 23 RMB 0.295 RMB -- 22 

 中國建築國際(3311) FY 23 HK$ 1.810 HK$ -- 12 

 中集車輛(1839) FY 23 RMB 1.220 RMB -- 2 

 中信銀行(0998) FY 23 RMB 1.270 RMB -- 15 

 長實集團(1113) FY 23 HK$ 4.915 HK$ -- 14 

 長和(0001) FY 23 HK$ 6.648 HK$ -- 7 

 中國海洋石油(0883) FY 23 RMB 2.746 RMB -- 23 

 高偉電子(1415) FY 23 US$ 0.075 US$ -- 11 

 晶苑國際(2232) FY 23 US$ 0.059 US$ -- 5 

 恒基地產(0012) FY 23 HK$ 2.253 HK$ -- 17 

 恒安國際(1044) FY 23 RMB 2.255 RMB -- 21 

 貓眼娛樂(1896) FY 23 RMB 0.763 RMB -- 17 

 美高梅中國(2282) FY 23 HK$ 0.715 HK$ -- 16 

 東方海外國際(0316) FY 23 US$ 2.540 US$ -- 7 

 中國平安(2318) FY 23 RMB 5.844 RMB -- 30 

 保利置業(0119) FY 23 HK$ 0.410 HK$ -- 2 

 九興控股(1836) FY 23 US$ 0.167 US$ -- 7 

 中國中藥(0570) FY 23 RMB 0.247 RMB -- 6 

 惠理集團(0806) FY 23 HK$ 0.079 HK$ -- 2 

 衛龍美味(9985) FY 23 RMB 0.407 RMB -- 12 

 永利澳門(1128) FY 23 US$ 0.026 US$ -- 17 

 移卡(9923) FY 23 RMB 0.158 RMB -- 20 

22/3/2024 中海石油化學(3983) FY 23 RMB 0.490 RMB -- 1 

 中國神華(1088) FY 23 RMB 3.266 RMB -- 17 

 周生生(0116) FY 23 HK$ 1.640 HK$ -- 3 

 綠城中國(3900) FY 23 RMB 1.874 RMB -- 18 

 上海復旦(1385) FY 23 RMB 1.047 RMB -- 5 

 深圳高速公路(0548) FY 23 RMB 1.070 RMB -- 4 

 中國外運(0598) FY 23 RMB 0.518 RMB -- 9 

 東江集團(2283) FY 23 -- HK$ -- 2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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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各地重要經濟數據事項 

日期 經濟數據／事項 時期 前值 預期值 實際值 

15/3/2024 中國 1 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利率 3 月 2.50% 2.50% 2.50% 

 中國新屋價格(按月) 2 月 -0.37% -- -0.36% 

 中國新增貸款(億元人民幣) 1-2 月 49,200.00 -- 63,700.00 

 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億元人民幣) 1-2 月 65,000.00 -- 80,600.00 

 中國貨幣供給 M2(按年) 2 月 8.70% 8.80% 8.70% 

 法國 CPI(按年)(終值) 2 月 2.90% 2.90% 3.00% 

 美國紐約州製造業調查指數 3 月 -2.40 -7.00 -20.90 

 美國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 3 月 76.90 77.10 76.50 

18/3/2024 中國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按年) 1-2 月 -- 3.20% 4.20% 

 中國房地產投資(按年) 1-2 月 -- -8.00% -9.00% 

 中國工業生產(按年) 1-2 月 -- 5.20% 7.00%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 1-2 月 -- 5.60% 5.50% 

 香港失業率(經季調) 2 月 2.90% 2.90% 2.90% 

 歐元區 CPI(按年)(終值) 2 月 2.60% 2.60% 2.60% 

 歐元區 CPI 核心(按年)(終值) 2 月 3.10% 3.10% 3.10% 

19/3/2024 澳洲央行議息結果 3 月 4.35% 4.35% -- 

 日本央行政策餘額利率 3 月 -0.10% -0.10% -- 

 日本央行 10 年目標殖利率 3 月 0.00% 0.00% -- 

 美國新屋開工(萬間) 2 月 133.10 143.00 -- 

20/3/2024 中國 1 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3 月 3.45% 3.45% -- 

 中國 5 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3 月 3.95% 3.95% -- 

 英國 CPI(按年) 2 月 4.00% -- -- 

 英國核心 CPI(按年) 2 月 5.10% -- -- 

 美國 MBA 貸款申請指數 截至 3 月 15 日 7.10% -- -- 

 美國聯儲局議息結果 3 月 5.50% 5.50% -- 

21/3/2024 香港綜合 CPI(按年) 2 月 1.70% -- -- 

 歐元區 HCOB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46.50 -- -- 

 歐元區 HCOB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50.20 -- -- 

 法國 HCOB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47.10 -- -- 

 法國 HCOB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48.40 -- -- 

 德國 HCOB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42.50 -- -- 

 德國 HCOB 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48.30 -- -- 

 英國標普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47.50 -- -- 

 英國標普全球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53.80 -- -- 

 英倫銀行議息結果 3 月 5.25% -- -- 

 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萬人) 截至 3 月 16 日 20.90 -- -- 

 美國連續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萬人) 截至 3 月 9 日 181.10 -- -- 

 美國標普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52.20 51.80 -- 

 美國標普全球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3 月 52.30 52.00 -- 

 美國成屋銷售(萬間) 2 月 400.00 392.00 -- 

22/3/2024 俄羅斯央行議息結果 3 月 16.00% -- --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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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說明 評級 說明 

股票投資評級 

買入 相對恒生指數漲幅 15%以上 

中性/持有 相對恒生指數漲幅介乎-15%~15%之間 

沽售 相對恒生指數跌幅 15%以上 

行業投資評級 

買入 相對恒生指數漲幅 15%以上 

中性/持有 相對恒生指數漲幅介乎-15%~15%之間 

沽售 相對恒生指數跌幅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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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趙晞文僅此保證，於此報告內載有的所有觀點，均準確地反映本人對有關報告提及的證券及發行者的真正看法。本人亦同
時保證本人的報酬，與此報告內的所有意見及建議均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免責聲明 

此報告乃是由信達國際研究有限公司所編寫。本報告之意見由本公司雇員搜集各數據、資料等分析後認真地提出。本公司
認為報告所提供之資料均屬可靠，但本公司並不對各有關分析或資料之準確性及全面性作出保證，客戶或讀者不應完全依
賴此一報告之內容作為投資準則。各項分析和資料更可能因香港或世界各地政經問題變化時移而勢異有所調整，本報告之
內容如有任何改變，恕不另行通知。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僅作參考之用，並不構成買賣建議。公司對任何因依靠本報告任何
內容作出的任何買賣而招致之任何損失，概不承擔任何責任。本報告之全部或部分內容不可複製予其他任何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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