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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信心指数

连续

7

个月攀升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得益于德国制造业的强劲表现， 欧元区信

心指数进一步攀升。 欧盟委员会周四表示， 欧

元区去年

12

月经济信心指数由

11

月的

105.1

上升至

106.2

， 创

2007

年

10

月以来最高水平，

连续第

7

个月上升。

经济信心指数位于

100

平均水平的上方，

预示欧元区经济未来数月将继续增长。 尽管希

腊、 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等国家仍受债务

问题困扰， 但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运行良

好， 拉动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 德国商业信心

指数去年

12

月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此外，

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去年

11

月工业订

单月率上升

5.2%

， 增速也远高于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德国将继续成为欧元区经

济增长的引擎， 不过债务危机将给欧洲经济复

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去年

12

月， 欧元区零售行业信心指数增

幅最大， 由

-1.5

升至

4.6

； 工业信心指数同样

增幅显著， 由

0.7

升至

4.0

； 但服务业信心指

数由

10.3

降至

9.8

， 建筑业信心指数则持平

在

-26.2

。

索罗斯质疑

欧盟救助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据国外媒体报道， 爱尔兰的援助贷款将从

下周起开始到位， 但投资者纷纷质疑该国的偿

债能力。 近日， 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表示， 在

对欧盟向爱尔兰提供的援助计划进行评估后，

爱尔兰政府有必要对该协议进行重新商讨。

有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爱尔兰政府向银行

业注资规模低于

100

亿欧元， 援助计划是可行

的。 但如果超过这一额度， 爱尔兰政府有必要

重新商讨债务解决方案。

去年

11

月， 爱尔兰政府被迫接受了

850

亿欧元 （约合

1130

亿美元） 的援助贷款。 但

投资者依然担心债务危机将继续蔓延。 目前，

爱尔兰的债务违约保险成本已上升至最高水

平。 瑞士央行更表示， 不再接受爱尔兰政府债

券作为其回购操作的抵押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表示，

除非采取更多措施确保欧元区的长期稳定， 否

则欧元可能会消失。 有消息指出， 法国财长拉

加德将于

7

日会见德国财长朔伊布勒， 双方可

能会讨论欧元以及欧洲债务问题。

韩国去年对华出口

比重升至

２５％

据新华社电

韩国关税厅

６

日发表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

韩国对华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

２５％

， 对

华出口依存度进一步上升。

关税厅当天发布的 “

２０１０

年进出口分析”

报告显示， 去年韩国出口额为

４６７４

亿美元， 同

比增加

２９％

， 进口额为

４２５７

亿美元， 同比增加

３２％

， 实现贸易顺差

４１７

亿美元， 出口额和贸易

顺差均创历史新高。 在出口产品中， 半导体居

首， 达

５１５

亿美元， 其次为船舶和汽车。

报告指出， 韩国出口大幅增加主要得益于

对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的出口显著增加。 目

前， 韩国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的贸易量占贸

易总量的

１５％

， 若包括即将生效的欧盟和美

国在内， 比重将增至

３５％

。

美元气势如虹 新兴市场仍绷紧神经

巴西央行昨日宣布， 将对银行业者的外汇账户实施储备金要求

利好经济数据使投资者对美国经

济前景乐观情绪增强， 推动美元强势

上涨。 但有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经济

复苏势头温和， 美元反弹幅度或有

限， 新兴市场货币仍将面临严峻的升

值压力。

美元 “元月效应” 尽显

强劲的经济数据给美元上涨提供

动力。 美国研究机构自动数据处理公

司 （

ADP

）

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

年

12

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增加

２９．７

万

个就业机会， 几乎是市场预期的

3

倍， 这一数据让投资者对即将公布的

去年

12

月份非农就业报告信心增强。

此外 ， 根据美国供应管 理 协会

（

ISM

） 公布的数据， 去年

12

月份美

国

ISM

服务业指数为

５７．１

点， 同样

高于分析人士预期。

受此鼓舞， 当天美元兑日元创下

近

3

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美元

兑欧元也涨至近

3

周以来的新高， 美

元指数更一举突破

80

大关。 在昨日

的欧洲交易时段， 美元指数维持高位

震荡， 亚欧股市也普遍上涨。 瑞银集

团表示， 随着投资者对美联储进一步

量化宽松的忧虑减轻， 全球经济持续

复苏将推动美元进一步走高。

瑞银集团驻伦敦货币策略分析师

杰弗雷昨日表示， 自

1980

年以来，

1

月通常是美元表现最好的一个月， 今

年也将不例外。 有分析人士也表示，

澳大利亚东部洪涝灾害以及大宗商品

价格走低使澳元承压， 欧洲债务危机

挥之不去也重挫欧元， 今年

1

月美元

的表现将超过其他主要货币。

全球或再掀汇率干预潮

尽管美国经济复苏显现乐观前

景， 但美联储继续保持量化宽松规模

不变，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元的涨

势。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指出， 如

果本周美国的就业数据没有意外惊

喜， 美元可能再度承压。 新加坡华

侨银行货币策略师以马利表示， 对

于美元， 多数投资者依然处于逢高

卖出的状态。 有分析人士则表示，

在全球经济继续复苏的背景下， 投

资者可能将资金转向收益预期更好

的新兴市场国家， 这将影响回流到

美国的资金量， 今年美元走高的幅

度或不会太大。

新年伊始， 货币战争硝烟并没有

消散， 新兴经济体央行继续展开干预

汇市、 抑制本币升值的攻防战。 智利

央行

5

日开始对汇市采取干预措施，

以缓解智利比索与日俱增的升值压

力。 根据这项计划， 从

1

月

5

日至

2

月

9

日， 智利央行将以竞标的方式每

天购入

5000

万美元， 预计全年收购

总额将达到

120

亿美元。 这也是该国

史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措施。

而在昨日， 巴西央行宣布， 将对

银行业者的外汇账户实施储备金要

求， 此举是为了打击针对雷亚尔走强

进行的投机行为。 巴西财长曼特加此

前曾表示， 政府准备采取措施抑制雷

亚尔的走强， 以降低国内出口行业受

到的不利影响。

而在此前， 韩国、 日本等国早已

通过购买美元、 设置资本管制等方式

遏制本币升值。 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

彦日前强调， 如果日元汇率波动过

度， 政府将采取果断措施。

有分析人士表示， 近期新兴股票

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热钱

流动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日益凸显， 智

利和巴西的举动可能成为今年新兴市

场干预汇市的开始。 今年新兴市场货

币仍将有不错的表现， 美元走势加上

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乐观情绪正吸引

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 新兴市场

货币持续升值很可能促使当局不断实

施干预。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共和党入主众议院 奥巴马面临严峻挑战

众议院将讨论废除医疗改革法案

当地时间

5

日， 美国新一届国会

开幕。 随着美国共和党正式入主国会

众议院，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面临严峻

挑战。

在去年

11

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中， 民主党丢掉众议院多数席位， 这

意味着美国政府将进入一个内部意见

分裂的新时期。

原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俄亥俄

州共和党议员博纳当选为众议院议

长。 博纳表示， 政府支出一直都在

增加， 政府债务将给美国经济带来

严重冲击， 国会不能够继续拖下去

了。 有分析人士表示， 共和党将与

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并肩作战， 以

避免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出现的 “美

国版” 债务危机。

据悉， 共和党阵营正磨刀霍霍，

准备对奥巴马的施政计划发动新攻

击。 从

7

日开始， 众议院将着手讨论

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 此外，

共和党还将就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财

政赤字发起攻势。 博纳打算削减开支

至

2008

年水平， 这意味着本财政年

度剩余时间内美国政府将削减超过

600

亿美元的债务。 但有分析人士表

示， 此目标难以实现。

有分析人士表示， 尽管民主党仍

旧对国会参议院拥有控制权， 但在失

业率和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背景

下，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已经浮出水面， 削减债务势在必行。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

PIMCO

）

联席首席投资官格罗斯表示， 不断

增加的政府支出可能导致美国通胀

率上升和美元走软， 如果美国政府

不尽快履行削减政府开支的承诺，

美国将丧失 “

AAA

” 主权信用评级。

投资者应买入新兴市场公司债和主

权债券。

去年全球新兴市场

并购交易总额创新高

据新华社电

２０１０

年全球并购交易数及交

易总额均比

２００９

年有大幅提高，

其中新兴市场的并购交易总额创

下历史新高。

根据资讯机构并购市场提供

的一份报告显示，

２０１０

年全球

经济在经历经济危机后逐步复

苏，

２０１０

年全球并购交易总量

为

１．１７１９

万笔， 比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２１．３％

， 而并购总额达

２．０９

万亿

美元， 比

２００９

年提高

２２．７％

，

但仍低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并购

交易最活跃时期。

尽管并购总额有所增加 ，

但

２０１０

年全球并购市场中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的大规模并购交易额

占全部并购总额的比例进一步

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图为美国国会

IC/

供图

中国因素让对冲基金在香港 “飞一会儿”

去年

11

月

12

日中国股市暴跌，

市场盛传与高盛和索罗斯有关。 最近

国际对冲基金接连在港获批， 业界认

为， 除美国强化金融监管、 全球资产

价格波动等原因， 中国因素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

75%

对冲基金将登陆亚洲

最新消息指出， 高盛集团自营交

易全球主管施家文将于今年初在香港

设立一家对冲基金， 注册资金

10

亿

美元。 此前，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

香港设立第一家亚洲分公司。

瑞信报告指出， 约

25

家全球最

大的对冲基金正试图扩展到亚洲。 全

球

100

家顶尖对冲基金中的

75%

未

来都有可能在亚洲设立分支， 而香港

均是他们在亚洲的首选之地。

对冲基金去年跑输大盘

由于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措施

“沃尔克规则” 限制投行内部的自营

交易， 去年

12

月以来， 除了索罗斯

基金管理公司之外， 大部分全球顶

尖的对冲基金都收到了美国检方的

内幕交易调查。 同时， 一系列市场

政策的调整也打乱了对冲基金的步

伐， 例如美国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

出台， 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剧烈， 股票市场中能源、 原材料板

块也波动明显。

国际对冲基金在去年的震荡市中

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

Hedge Fund

Research

的

HFRX

指数显示，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8

日， 对冲基金的当年

平均回报率为

4.52%

。 而英国富时

100

指数同期回报率为

10.5%

， 美国标准

普尔

500

指数同期回报率为

12.7%

。

热钱潜伏中国期货市场

尽管香港财经高官多次出来辟谣，

但是去年四季度开始， 热钱经港涌入

内地的迹象明显。 目前， 境外资金进

入中国的正常途径为经常项目 （通过

跨境贸易） 和资本项目 （外商直接投

资）。 欧美对冲基金比较常见的资本腾

挪方式是， 对冲基金将一笔美元资产

存入境内合作公司指定的账户， 后者

将等值人民币资产存入前者在国内的

资金账户， 实现人民币互换。

在国内资本市场， 对冲基金瞄准

的是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期货市场的

套利机会。 某国内期货公司国际业务

部总监向记者透露， 估计目前境外资

金占国内股指期货交易资金额约

30%

。 “据我所知， 一些建仓时机把

握不错的国际对冲基金现在浮盈都在

30%~40%

以上。” 国内一家投资管理

公司负责人表示。

而中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需求更

是国外对冲基金大举进攻中国期货市

场的原动力。

A50ETF

仍为经典套利市场

而对冲基金更加经典的做法是，

通过买卖在香港发行的安硕新华富时

A50ETF

等挂钩国内股指的基金来影

响国内股指走势， 进而进行套利。 在

中国央行连续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的

2010

年

11

月，

A50ETF

当仁不让地

成为对冲基金沽空中国股指的利器。

香港基金业普遍认为，

A50ETF

异动已经成为对冲基金沽空国内股

指期货与蓝筹股的信号， 而

11

月

15

日前后上证指数大幅波动与此有关。

据悉， 一些欧美对冲基金已研发了

能在香港与内地两地股指期货同趋

势操作的多种量化投资套利模型。

证券时报记者 孙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