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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预警 欧英央行按兵不动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在全球市场

激起的涟漪还未消退， 市场注意力已

经迅速转移到了欧洲。 昨日， 欧洲和

英国央行的议息会议再度登场。

不出市场预料， 两大央行均选择

按兵不动， 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

率于

0.75%

不变， 英国央行则维持基

准利率于

0.5%

不变， 并维持

3750

亿

英镑的资产购买计划不变。

经济担忧升温

欧盟委员会前日发表报告预计，

今年欧元区

17

国经济将全面衰退，

其中， 正在进行大规模结构性改革和

财政紧缩的希腊和葡萄牙经济今年将

分别萎缩

6%

和

3%

。 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警告， 欧元区经济减速将影响

德国的经济前景， 德国这一欧洲最大

的经济体已不再是欧债危机中的 “安

全岛”。

对此， 伦敦新际集经济学家皮亚

表示， 德拉吉首次承认欧债危机正在

影响德国， 暗示欧元区正在丧失经济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引发市场对该行

未来数月进一步降息的预期。 对于英

国央行， 渣打银行分析师发布报告

称， 由于三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英国央行可能暂缓货币宽松的步伐，

下一步措施或在明年年初推出。

“空城计”拯救欧洲？

欧洲央行在

9

月份推出的无限量

购债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让投资者对

欧债危机的忧虑有所减轻。 德拉吉似

乎不费一枪一炮， 仅靠无限量购债的

承诺就将希腊、 西班牙等重债国暂时

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出来。 因为对欧

洲央行来说， “出手” 的先决条件是

有国家提出援助要求， 然而这种情况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 这使得无限

量购债计划看上去更像一出 “空城

计”。 昨日， 市场再度传出西班牙年

内不会求援的消息， 无限量购债计划

在短期内仍无法启动。

德拉吉昨日表示， 欧元区经济增

长势头疲弱， 央行已经准备好实施无

限量购债计划， 是否申请救助取决于

西班牙政府， 而不是欧洲央行。

由于投资者对欧洲疲弱经济前景

和美国的 “财政悬崖” 问题感到担

忧， 奥巴马胜选当天美股大跌。

昨日， 亚太股市普遍下跌，

MSCI

亚太指数下跌

1.4%

。 欧洲股市小幅

高开 ， 三大股指盘中涨幅均超过

0.3%

， 欧元兑美元汇率小幅上扬， 国

际油价盘中涨幅超过

1%

。 不过， 在

市场传出西班牙年内不会求援的消息

之后， 欧元兑美元汇率掉头向下， 美

元指数回到

80.85

水平。

苹果踏上熊途

奥巴马再踹一脚？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尽管苹果一直以来都是各大基金的主要

持仓股， 但自今年

9

月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该股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20%

。 对于华尔街

而言，

20%

的跌幅标志着这只股票进入

“熊市”。

由于投资者对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感

到担忧，

７

日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苹果公

司股价在美股常规交易时段下跌

4.2%

， 报

收

558

美元。 按收盘价计算， 苹果公司股

价与

9

月

21

日创下的

705.07

美元历史最

高价相比已经下跌了

21%

， 市值蒸发

1300

亿美元， 创下

2008

年秋天以来最长一轮

跌势。

目前， 苹果公司股票在标普中所占权

重为

4.2%

， 最高曾触及

4.8%

。 不过， 苹果

股价已变得越来越具波动性。 与格罗斯齐

名的 “债券之王” 刚德拉克预计， 苹果公

司股价将在明年进一步下跌

25%

， 至

425

美元。

尽管苹果公司的产品依旧热卖， 但自从

iPhone 5

发售以来， 苹果面临的市场竞争压

力不断加剧， 投资者也表达了对苹果供货能

力以及收入增长放缓的担忧。

与此同时， 近期苹果公司领导层变动，

投资者对此大泼冷水。 美国

Solaris

资产管

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里斯基还认为， 苹果产

品的利润率也让投资者感到担忧。

此外， 有分析人士表示， 苹果以及其

他美国跨国公司还面临新的挑战： 在奥巴

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之后， 可能会在第二

个任期内提高这些公司海外收益的税率，

这可能让部分投资者在税率上升前提前抛

售股票。

在重要的美国年底购物季来临之际，

苹果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 有基

金经理表示， 面对不确定性， 投资者有可

能不再将苹果视为动荡市场中配置资金的

避风港。

不过， 美国韦奇伍德投资公司首席投资

官罗尔夫认为， 苹果股票依然是最好的投资

之一。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全球资管巨头频频入港 热钱伺机杀进内地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近期不仅有热钱持续流入香

港， 国外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公

司也看中逐利的好时机， 竞相落地

香港。 而奥巴马在美国大选中获

胜， 市场预期宽松政策将得到延

续， 热钱或进一步涌入。

热钱进入内地渠道多多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

梁凤仪认为， 此次热钱流入了不同

的投资产品， 并不是仅仅炒作人民

币升值， 目前香港人民币产品炒作

空间有限， 人民币产品比如债券、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ETF

） 等

多为现货市场品种， 并不容易进行

炒卖。 梁凤仪表示， 香港各方会密切

注意资金流向， 香港的金融系统还是

非常稳健的， 可以承受资金快进快出

造成的影响。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表

示， 入港热钱有可能流向内地。 “虽

然中国的外汇管制是张网， 资金还是

会通过网中小洞流入内地， 这中间有

一系列的渠道， 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

方的。” 胡一帆指出， 官方的渠道包

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RQFII

）

等系列途径， 此外还有直接投资的渠

道， 如果内地有好的、 确定的投资项

目， 资金还是可以流入。

胡一帆并不认为此次进入香港的是

热钱， 她认为， 资金涌港表明目前资本

已经恢复对市场的信心， 开始重新流

动，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

会成为吸引资本的一个亮点， 不仅现

在会有资金流入， 明年也会继续看好。

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表示， 热钱流入香港， 实际上是因为

美国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 （

QE3

） 之

后对香港的汇率和通胀有新的预期。

黄益平认为， 流入香港的热钱理论上

讲应该是短期性投资为主， 不可能流

入房地产。 资金更可能流向证券市场，

因为香港股市是一个受流动性推动很

明显的市场， 而香港债券市场并不是

很发达， 所以预计会流入股票市场。

全球资管巨头落地香港

时下入港的不仅仅是一波波热

钱， 国外的资产管理巨头也希望在香

港分得一杯羹。 法国资产管理巨头

Natixis

近日正式进驻香港环球贸易广

场， 开设了其在亚洲的第五个办事

处。 资料显示， 截至

2012

年第二季

度末，

Natixis

在全球管理的资产规模

达

7100

亿美元。

不仅欧洲， 北美长线投资者也在

开拓亚洲战场， 加拿大第三大退休基

金安大略教师养老基金计划明年来港

开设办公室， 其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1000

亿加元 （约合

7500

亿港元）。 此

外， 包括管理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

哈佛管理公司在内的多家资产管理

公司， 近期也都派员到中国内地和

香港 “近距离考察”， 以便在未来恰

当时候入驻。

顶着抗议压力 希腊紧缩案涉险过关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他们在吸我们的血！” 近千

名示威者挥动旗帜聚集在雅典市中

心的

Syntagma

广场， 反对希腊议

会就紧缩措施进行表决。

８

日凌晨， 希腊议会在一片抗

议声中以微弱多数通过新一轮紧缩

措施， 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扫清

一大障碍。

新紧缩方案要求希腊通过进

一步削减工资和补贴及裁减公务员

等措施， 节省约

１３５

亿欧元的政府

开支。 希腊议会

３００

名议员中有

２９９

名议员参加了投票， 结果以

１５３

票赞

成、

１２８

票反对和

１８

票弃权的微弱多

数获得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让

紧缩措施顺利得到通过， 希腊执政联

盟的两大党党内斗争激烈。 紧缩方

案通过后， 一些投了反对票的执政

联盟议员被立刻开除出执政联盟议

会党团。

希腊民众已经对政府实施的多

轮紧缩政策感到愤怒， 特别是政府

在经济衰退时屡次削减支出， 让他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近日， 在

希腊工会的号召下， 雅典爆发了大

规模的罢工活动， 民众纷纷走上街

头抗议示威。

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在投票结束

后表示， 希腊朝经济复苏迈出了关键

性的第一步。 萨马拉斯还表示， 如

果得不到欧盟拨发的救助款， 希腊最

早会于

１２

月份破产并可能被迫退出

欧元区。

除了实施新一轮紧缩措施， 欧盟

和

IMF

还要求希腊本周日批准修正

后的

2013

年希腊预算案。 满足了这

两个条件， 希腊才能得到

315

亿欧元

的救助贷款。 届时， 希腊政府将面临

新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