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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小民营企业

外迁呈加速态势

深圳市委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工

作委员会日前对全市民营企业调查显

示， 深圳民营经济今年仍保持了快速

健康发展。

调查显示，

７１％

参与问卷调查的

企业经营与去年相比持平或有增长，

其中

４５％

的企业有增长，

１１％

的企业

有大幅增长。 上半年民营企业增加值

占全市

ＧＤＰ

的四分之一， 贡献的税

收达到了全市一半以上。

但与此同时， 深圳市民营企业尤

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倒闭、 外迁呈现一

定程度的加速态势。 主要集中在家具、

手机制造、

ＬＥＤ

、 光伏设备等对房地

产市场、 国外市场依赖度较高的行业，

也有一些民企主动外迁或扩张。

（据新华社电）

汇丰香港

PMI

持续回落

11

月份跌至

48.7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最新公布的

11

月份汇丰香港采购经理指

数 （

PMI

） 为

48.7

， 较

10

月份回落

0.3

点， 继

续低于

50

的分水岭， 显示香港的企业经营环

境温和下滑， 这也是香港私营企业经营环境

连续第四个月转差。

市场分析认为， 香港本地及海外市场的

需求减弱令新增订单持续减少， 其中， 来自

内地的订单下降幅度更创出

32

个月以来最

快纪录， 企业业务活动量因此连续四个月下

跌。 由于需求缩减， 香港部分企业尝试下调

产品出厂价格以求刺激销量， 令香港出厂价

格自

2009

年

10

月以来首次录得降幅； 另一

方面， 企业的投入价格却继续上升， 但增速

有所减缓。

高盛下调香港明年

经济增长预测至

3.6%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高盛昨日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 下调

了对香港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由原先预期的

3.8%

下调至

3.6%

， 但同时预期

2013

年香港的

经济增长率将回升至

5%

。

在股市方面， 高盛预期

MSCI

中国指数及

恒生国企指数在明年底的目标分别为

66.1

点

及

12100

点， 估计有

30%

的增长空间。 高盛

同时预期，

MSCI

中国指数的市盈率将会由今

年底的

5.8

倍升至明年底的

9.5

倍。

港交所启用新交易系统

时延缩短至

2

毫秒

证券时报记者 孙媛

港交所昨日在证券市场开始使用新的交易

系统， 即

AMS/3.8

， 新系统的处理量将较现行

系统增加约

10

倍至每秒

30000

个买卖盘， 一

般交易日的时延也缩短至

2

毫秒， 较现时快约

70

倍， 超越了早前计划

9

毫秒的时延目标。

港交所表示， 提升系统是为提高证券市

场的效率及透明度， 并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

备。 据介绍， 相对于

AMS/3.5

只显示

5

个最佳

价格水平，

AMS/3.8

将显示

10

个最佳价格水

平， 从而进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 此外， 港

交所为提高参与者的运作效率，

AMS/3.8

的市

场数据播送信息量将由每秒

1000

个股份页倍

增至每秒

2000

个股份页， 同时部分旧有系统

功能将会简化。

今年

8

月份， 港交所 “披露易” 被黑客

攻击导致多只股票停牌， 令港交所系统受到

外界批评， 此次证券市场的交易系统升级，

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港交所表示， 为审慎起

见， 已设立全面的应变计划， 其中包括： 在

12

月

5

日至

16

日期间设有为期两周的稳定

期， 届时如有需要即可撤回至升级前的交易

系统

AMS/3.5

。 预期系统撤回需要约

3

个小

时。 同时， 若证券市场暂停交易， 股票期权

及股票期货的交易亦会随之暂停。 但即使证

券市场暂停交易， 股票指数期货及期权市场

仍会按其通常时间表继续交易。

全球交易所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交

易系统的竞争。 虽然此次港交所交易系统较

之前已有较大进步， 但相较于新加坡和伦敦

交易所而言， 仍存在差距。 新交所的

SGX

Reach

每秒可以处理

100

万个交易盘， 交易速

度达

90

微秒， 而伦交所交易系统的交易速度

亦能达

126

微秒。

从假摔到真跌 年末珠三角楼市寒潮降临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时值

2011

年岁末， 在限购令、

限价令等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轮番

冲击下， 扛住了一轮又一轮调控冲

击波的珠三角楼市终于低下了高昂

的头。 深圳、 广州、 佛山等城市房

价开始出现实质性下滑， 降价潮在

整个珠三角悄然蔓延。

深圳：

几经反弹房价终于“低头”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限购， 深圳

的房价终于 “低头” 了。 今年

11

月份， 深圳新房仅成交

1685

套，

环比

10

月份再度大幅下跌了

23.79%

， 总成交面积为

14.5

万平

方米， 成交均价为

18757

元

/

平方

米， 比

10

月份下跌了

1.89%

。 与

2010

年

20205

元

/

平方米的均价相

比， 每平方米下跌了

1448

元。

本轮调控政策始于

2010

年

4

月中旬， 被称为 “

4

·

15

” 新政。 新

政出台时， 着实给了当时持续高涨

的房价 “当头一棒”。 “

4

·

15

” 新

政过后的几个月里， 深圳住宅市场

成交量出现了一定下滑， 但由于

“

4

·

15

” 新政并不十分严厉， 过了

政策观望期后， 深圳楼市于当年

8

月下旬开始急剧反弹。

市场的快速反扑促使了 “

9

·

29

”

新政出台， 即深圳限购令的出台。

限购令出台后， 到

2010

年

11

月

份， 持续 “高烧” 的深圳楼市终于

稳定了下来。 进入

2011

年

1

月，

市场对政策消化后， 楼市再度出现

反弹。

2011

年

1

月

26

日 “新国八

条” 出台后， 货币政策收紧， 深圳

各大银行明显收紧房贷， 楼市开始

进入漫长的 “退烧期”。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限

购、 限贷、 限价等各种调控政策令人

眼花缭乱， 深圳楼市成交量也起起落

落。 市场的反复， 给了开发商充分的

信心。 一直到今年

5

月之前， 接受证

券时报记者采访的深圳本地开发商大

多明言不会降价， 并对楼市未来充满

信心， 认为过了政策消化期后， 行情

会好转。 当时， 业内人士也多对深圳

房价会下降持怀疑态度。

如果说

2008

年的降价大旗由

万科扛起， 那么今年率先祭起降价

大旗的则是中海地产。 该地产商于

今年

5

月份推出了两个限价盘， 均

价大约低于市场价

2000

元左右，

一入市即成为深圳房地产市场关注

的焦点。 而此前， 开发商都十分

“硬气”， 坚决选择 “死扛”， 中海

的降价行为也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但在今年

6

、

7

月份， 降价的仍然

只是个别楼盘。

随后， 除了限价盘、 降价盘可

以引起热销外， 其他楼盘成交量普

遍惨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金九银十”。 今年的

9

月份和

10

月份， 深圳房地产市场延续颓势，

成交量十分低迷， 一些 “死扛” 的

开发商开始有些

hold

不住。 在这

样的背景下， 顺势而为的开发商越

来越多， 降价开始成潮。

世联地产华南区首席分析师曹

取认为， 今年深圳住宅市场的成交

量可能会创下十年来的新低。 主要

因为今年上半年市场观望情绪浓

重， 开发商期待市场回暖， 放缓了

推盘节奏， 今年上半年深圳楼市供

应量和成交量均处于历史低位， 尽

管开发商在下半年加大了推盘量，

但仍改变不了低迷的市场氛围。

广州：

降价潮蔓延至中心城区

广州和深圳一样， 也是最早执

行限购令的城市之一。 广州从去年

10

月中旬开始执行限购政策， 但

当时较为宽松， 有两套房的居民还

可以再购买一套； 到今年

3

月份，

广州开始执行最严厉的限购令， 有

两套房的居民不能再购房。

合富置业首席分析师龙斌表

示， 广州和北京、 上海、 深圳的情

况不一样， 广州并不是全范围实行

限购， 广州的增城和从化两区只限

价不限购。 此外， 在过去的两年

里， 广州房价涨幅相对于其他一线

城市相对温和， 因此和其他的一线

城市比， 广州楼市今年的行情稍

“暖”， 成交量虽然也有下滑， 但不

至于跌至 “冰点”， 且房价下跌的

幅度也不深。 数据显示， 今年

10

月份广州的一手楼成交量

6410

套，

在一线城市中居首。

早前， 广州降价楼盘主要集中在

供应量较大的郊区。 不过， 随着全国

房地产市场的降温， 广州楼盘的降价

数量也在增多， 且降价范围已由外围

四区蔓延至中心六区。 近日， 西湾阳

光、 智杰雅筑、 中房观湖国际、 珠江

怡景湾等楼盘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价幅

度。 业内人士认为， 广州楼盘正由假

摔向真跌演变， 部分资金紧张的开发

商将最先降价。

佛山：

限购令下成交量遭腰斩

在珠三角几个重点城市中， 限购

令对佛山的影响最为显著。 近几年佛

山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

2007

年新

房的成交均价为

4907

元

/

平方米 ，

2008

年为

5475

元

/

平方米，

2009

年

则达

5856

元

/

平方米， 到了

2010

年

更是同比上涨了

27.2%

， 达到

7448

元

/

平方米。

在佛山开始执行限购令之前， 佛

山的房地产市场堪称火爆， 每月的成

交面积都在

80

万至

90

万平方米的高

位， 个别月份的成交面积甚至过了

100

万平方米。 在今年

3

月份开始执

行限购政策后， 佛山楼市成交量 “一

落千丈”， 成交量迅速回落至

50

万平

方米左右。 佛山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 今年

10

月份佛山全市成交面

积仅为

35.74

万平方米。

龙斌认为， 和其他珠三角城市相

比， 佛山本地居民多， 外来居民相对

较少， 且本地居民大多有房， 因此限

购令对佛山影响巨大。 佛山楼市成交

量遭腰斩， 让佛山市政府有点 “坐不

住了”。

10

月

11

日中午， 佛山市政

府发布通知宣布松绑限购政策， 结果

在各方压力下， 仅过了

12

小时就又

下令暂缓执行， 被网友戏称为 “史上

最短命政令”。 目前， 在巨大的销售

压力下， 佛山楼盘打折成风， 房价出

现实质性下跌。

珠海：

“双限令”满月效果已显

珠海的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投资

型市场， 限购呼声一直很高， 但直到

今年

11

月份， 珠海的限购令才姗姗

来迟。 珠海自

11

月

1

日起开始限购，

主要针对主城区 （香洲区）。 限购令

施行后， 本地居民和在珠海已缴纳一

年以上社保的非本地居民， 只能在香

洲新增一套房。 同时， 报备项目的住

房平均价格超过珠海市

2011

年度房

价控制目标 （

11285

元

/

平方米） 的，

主管部门暂停备案， 商品房预售管理

部门暂停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据了解， 珠海房价已连续

7

年上

涨。 在横琴开发、 城市西拓以及珠中

江一体化等利好消息刺激下， 置业者

和投资者一度对珠海楼市充满信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珠海在年底突然

出台 “双限令”， 主要为防患于未然，

打一张防御牌， 遏制将来可能出现的

新一轮房地产热。

数据显示， 珠海市商品房预

(

销

)

售专网数据显示， 一手房的网签数有

所下降， 全市

11

月份共成交

343

套

住宅用房， 比

10

月份的

406

套下降

了

15.5%

。 龙斌认为， 珠海实行 “双

限令” 时间较短， 且限购范围有限，

此次限购仅限于主城区， 且限购只针

对新购的住房套数， 不考虑购房者已

有的住房套数， 因此， “双限令” 效

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5

新股本周扎堆挂牌 港股资金吃紧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临近年尾， 多只新股赶搭港股

市场的新股公开发行

(IPO)

“尾

班车”， 令本已绷紧的港股资金面

再次面临考验。

据悉， 本周共有

5

只新股将在

港交所主板挂牌， 其中仅在本周五

就有

3

只新股扎堆上市。 这

5

只新

股分别是：

6

日上市的时代集团控

股、

7

日上市的新濠博亚娱乐以及

9

日上市的一化控股 （中国）、 中

国休闲食品集团和中国服饰控股。

另外， 在下周截至

15

日前， 还将

有新华人寿、 周大福、 海通证券等

7

家公司在港交所挂牌。

上述

10

多只股份分别来自证

券、 保险、 珠宝零售、 娱乐、 化

工、 食品、 服装、 矿产等不同的行

业， 按招股价上限计的集资总额将

近

600

亿港元。 据了解， 香港多家

证券行已为周大福珠宝和海通证券

这两只新股预留了约

400

亿港元的

孖展认购额度。 另外， 香港的多家

银行也为两只新股认购提供优惠，

其中， 汇丰银行为两只新股提供的

孖展息率低至

1％

。 据悉， 为了配

合母公司上市， 已经在港上市的海

通国际也将提供优惠佣金率， 供投

资者认购海通证券新股。

多只新股接踵而至、 争相登

陆港股市场， 不免让股民们有点

花多眼乱的感觉。 香港耀才证券

市务总监郭思治建议， 在目前多

股齐发、 资金吃紧的情况下， 股

民选股应 “抓大放小”。 譬如， 在

12

月上半月登陆港股市场的新股

中， 大型股包括海通证券、 新华

人寿和周大福等， 其他的则相对

而言属于 “小型股”。 “在目前市

场资金面趋紧的情况下， 建议大

家只关注

3

只大型股份， 至于其

他小型股份， 估计目前市场主力

也是顾及不暇， 因此小股民可以

放弃申购。” 郭思治说。

港股近期呈现反弹走势， 市场

气氛稍有改善， 如今又面临接踵而

至的个股募资压力， 不但包括接二

连三的大型新股募资活动， 还有二级

市场上的配股活动。 对此， 群益证券

（香港） 研究部董事曾永坚认为，

“这些集资活动将对市场流动资金构

成压力， 从而抑制港股短线的反弹动

力。 预计短期内恒生指数将会遇到一

定程度的沽压。”

另外， 也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在当前整体市况偏弱、 大市反弹无力

的背景下， 新股的密集推出恐将成为

压垮香港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该人

士甚至批评说， 在香港股市连续两年

成为全球新股集资第一之后， 港股监

管层在追求三连冠的同时也应更多考

虑适当放缓新股集资步伐， 以便更好

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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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接近尾声， 一批城市的 “限

购令” 即将到期。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

限购的

46

个城市中， 有具体截止时间的

城市为： 福州、 厦门、 海口、 济南、 青

岛、 石家庄、 长春、 贵阳、 南宁、 合肥、

苏州。 这

11

个城市中， 除南宁截止时间

为明年

2

月底外， 其他截止时间都为今

年

12

月

31

日。 住建部日前知会地方政

府， 对于限购政策将要于

2011

年年底到

期的城市， 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

购政策进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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