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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央行

降息25个基点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澳大利亚央行昨日宣布降息

25

个基

点至

2.5%

，结果符合市场预期。至此，澳大

利亚央行在本轮降息周期内累计降息幅度

达

225

个基点。

澳大利亚央行表示， 澳元可能进一步

走软， 澳元汇率走低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再

平衡。 不过，即使澳元进一步疲软，该行仍

预计未来两年内通胀率将维持在目标范围

之内。在澳大利亚央行宣布降息后，澳元兑

美元汇率上涨，盘中涨幅超过

0.4%

。

再过一个多月时间， 曾经在党内斗争

中成功将吉拉德拉下马的澳大利亚现任总

理陆克文将迎来真正的挑战。 陆克文日前

宣布，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将于

9

月

7

日举行。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史蒂文斯表示，随

着矿业领域投资逐渐趋冷， 央行预计澳大

利亚经济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低增长。 有分

析人士预测， 年底前澳大利亚央行还有进

一步降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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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贬值拉升“日本制造” 竞争力

丰田、松下、索尼、夏普等制造企业二季度业绩靓丽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安倍晋三自去年上任日本首相

以来，积极推动货币贬值政策，也给

日本制造业“送温暖”。 近期，丰田、

索尼、 夏普等日本制造企业公布的

财报颇为靓丽。

家电业复苏势头猛

为了走出困境， 几乎所有的日

本家电企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业务

缩减和重组。 日立、三菱、东芝几乎

放弃家电生产； 索尼缩减了电视机

生产和投资， 并有意着重开发商业

利润更为丰厚的医疗器械。 改革和

重组、 大幅削减成本是日本家电企

业业绩飘红的重要原因， 但带动业

绩增长的另一大因素则更加立竿见

影，日元贬值让“日本制造”重新获

得了竞争力。

受太阳能面板畅销及日元贬值

的推动， 夏普公司二季度净亏损

179.8

亿日元（约合

1.83

亿美元），好

于去年同期的净亏损

1384

亿日元。

值得一提的是，夏普实现营业总收入

6079.13

亿日元，运营利润达到

30.12

亿日元，这是夏普连续第三个季度实

现运营利润。 夏普乐观预计，

2013

财年全年预测销售收入

2.7

万亿日

元，运营利润

800

亿日元，全财年净

利润预测为

50

亿日元。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二季度业绩

快报显示，公司实现净利润

1078

亿

日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

128.1

亿日

元增长

742%

。 此外，索尼二季度实

现净利润

35

亿日元，同比实现了扭

亏； 日立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108

亿

日元，同比增长

54%

。 松下、索尼和

日立业绩复苏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

日元贬值。

车企开始尝到甜头

得益于日元贬值， 曾一度饱受

日元走强之苦的日本车企也开始尝

到一些甜头， 日本丰田等

7

家汽车

企业在

2012

财年内收获了丰厚的

利润。 丰田公司二季度净利润几乎

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从

2903.5

亿

日元增加至

5621.9

亿日元。 此外，

丰田还调升了本财年的业绩， 将净

利润预期从

1.37

万亿日元调升至

1.48

万亿日元。 丰田还计划提升分

红比例， 并将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

提升

10%

。

本田汽车此前公布的

2012

财

年业绩数据显示，

2012

财年公司营

业额为

9.88

万亿日元，营业利润同

比增加

2.4

倍，达

5448

亿日元。

这些结果被看作是日本汽车行

业复苏和出口商再度崛起的一个标

志。 德意志银行东京分部汽车业分

析师库尔特曾指出， 日本出口汽车

可以盈利的日元兑美元汇率节点是

85

左右，而目前日元兑美元汇率已

经接近

100

的水平。

多年来，中国是承接日本汽车

产业转移的重地之一。 不过，有分

析人士表示， 虽然日元大幅贬值，

但日本车企不会因为这点利好而

做出大调整。

各有各的烦恼

此外， 由于日元不断贬值，日

本任天堂游戏公司赚取的外汇收

益就高达

169

亿日元。 日本共同社

日前援引

SMBC

日兴证券公司统

计的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

587

家上市公司（金融业除外）二季度

财报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净利润总

额为

3.124

万亿日元， 约为去年同

期的

2.8

倍， 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

推动了业绩。

面对低迷不振的经济， 去年年

底再次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推

出一系列经济复苏措施。 到目前为

止 ， 日元兑美元已累计贬值近

30%

，人民币兑日元汇率也创出

15

年来新高。此外，日本制造业企业的

信心也大幅回升。 日本央行最新公

布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显示，

6

月份日本制造业大企业信心指数为

4

， 比

3

月份大幅上升

12

点， 也是

2011

年

9

月以来该数据首次出现正

值。

不过， 近期日元走势强劲，“安倍

经济学” 能否继续支持日元贬值仍待

观察。此外，日元贬值带来了能源进口

成本大幅提高的压力， 也抑制部分行

业的发展。 日本一家研究机构对东京

市内的

1300

余家雇员不满

100

人的

中小企业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日

元贬值对经营情况的影响”一项中，只

有

2.5%

的企业选择日元贬值带来“非

常好的影响”。

此外， 许多日系电子巨头依然困

难重重。以夏普为例，该公司至今未能

摆脱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由于消费电

子市场形势依然严峻， 索尼已下调个

人电脑、 电视、 摄像机等全年销售预

期。 面对三星和苹果的冲击，手机业务

萎靡的日系电子企业依然没有找到突

围之路，日本

NEC

公司日前更宣布停

止智能手机的研发与制造， 今后专注

于传统手机业务。

H股上市20年，目前市值占港股市场20.37%，成交额占比升至38.34%

内地企业成香港资本市场主力军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昨日，港交所举办

H

股上市

20

周年庆祝仪式，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

席刘鸿儒、

1993

年上市的首批

H

股

青岛啤酒、上海石化、北人印刷、广

州广船、 马鞍山钢铁及昆明机床

6

家公司的代表， 与当时的港交所主

席李业广、 现任港交所主席周松岗

以及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一起，共

同庆祝

H

股上市

20

年。

李小加表示，

Ｈ

股揭开了内地企

业赴海外上市的序幕，也使香港成为

内地企业在海外融资的首选。无论在

市值还是交易额上，内地企业都已成

为香港资本市场的主力军。

港交所自

１９９１

年开始探讨

Ｈ

股上市事宜，并于

１９９３

年开始准许

国有企业来港上市， 范围随后扩至

民营企业。 经过

20

年的发展壮大，

H

股群体已经从

6

家上市公司，总

市值占港股市场

0.61%

， 变成了

176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

4.2

万

亿港元， 占港股市场的

20.37%

；成

交 额 占 比 也 从

3.01%

跃 升 至

38.34%

。

20

年来，

H

股公司在香港

市场累计筹资

15252

亿港元。

彭博的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恒

生国企指数大涨

241.5%

，远远跑赢

同期上涨

121%

的富时指数， 以及

上涨

66%

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目前

H

股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外长

线资金重仓持有。

刘鸿儒在仪式上表示，

２０

年

来， 一大批内地企业先后赴港上

市，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资

本市场波动等因素的考验，在成长

中逐渐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和

青睐。 他强调，

Ｈ

股有力地支持了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为国

内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制度借鉴和

实践经验，此外，通过借鉴国际资

本市场的运作规则，

H

股还探索出

一条

Ａ

股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接

轨的改革道路。

周松岗表示， 内地企业赴港上

市集资， 是内地与香港合作的重要

成果， 为内地及香港的经济皆带来

莫大益处。一方面，内地企业通过赴

港上市筹集国际资金， 加速企业的

成长和发展， 并提升业务运作至国

际水平。另一方面，内地企业赴港上

市令香港市场的股份种类变得更多

元化， 并壮大了本地金融市场的规

模， 令香港成为领先国际的金融中

心之一。他认为，未来香港市场要抓

住两大方向，一是人民币国际化，二

是内地资金流向国际金融市场。

欧洲企业二季度业绩整体高于预期

见习记者 徐潇

近期，欧洲企业陆续公布了第

二财季财报， 业绩整体高于预期，

显示经济正稳步复苏。 截至本周

一，欧股已连涨

6

日，至两个月来

的最高点。

目前，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

行、 法国巴黎银行、 英国巴克莱银

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多家欧洲银

行已公布了第二财季财报。 从相关

数据来看， 欧洲第二财季银行业可

谓有人欢喜有人忧。

一方面， 以率先公布财报的德

意志银行为首，包括巴克莱、巴黎银

行在内的多家欧洲银行业绩并不理

想。 德银二季度税后净利润总额为

3.35

亿欧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

50%

； 而巴克莱税前盈利与去年同

期相比减少

17%

，至

35.91

亿英镑。

据了解， 这些银行业绩不佳的一个

共同原因是受到信贷与诉讼拨备大

增的影响。

另一方面， 部分欧洲银行则交

出了超出预期的业绩财报。 以法国

兴业银行为例， 由于受到国际零售

网络和投资银行业务提振， 该银行第

二季度净利润上升至

9.55

亿欧元，高

于

6.08

亿欧元的预期值，较去年同期

净利润翻倍。

本周一， 一直受到关注的汇丰银

行公布了第二财季财报， 汇丰上半年

税前利润为

141

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

上升

10%

，却低于预期，随后其股价

下挫

4.4%

，直接影响了近几日一直上

扬的欧股走势。 由于得到行情大好的

莱斯银行集团股价支撑， 周一欧股收

盘仍涨

0.19%

，但较前几日趋于平缓。

欧洲保险业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 法国安盛集团上半年运营盈利

增长

14%

，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第二季

度盈利增长

27%

。

此外，欧洲科技、媒体和通信行

业（

TMT

）相关企业有回暖的现象。 德

国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公布的第二

财季财报显示， 该公司营收超过

10

亿欧元，总运营利润率回升至

10%

以

上，超出预期。 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法

国家乐福、汽车制造商雷诺、英国矿

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等多家欧洲企

业仍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上半年利

润下滑。

日本企业长寿秘诀

或坚守本业或随机应变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一直以来

，

日本企业都以长寿而

著称

。

有资料显示

，

创业历史超过

100

年的中国企业并不多

，

而百年以上的

日本企业就有数万家

。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

营

商环境复杂多变

，

企业寿命如同产品

生命周期一样越来越短

，

但很多日本

企业历经漫长岁月长盛不衰

，

自然有

其独特的经营之道

。

观察这些长寿企业会发现

，

许多

企业几乎百年如一日地专注于某一细

分领域

，

例如已有

300

多年历史的酱

油酿造商龟甲万年销售额

20

多亿美

元

。

创立于公元

578

年的日本大阪的

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已有

1400

多年

的历史

，

金刚组之所以能够存活如此

长时间

，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只做一

项业务

：

寺庙建设

。

与这些百年老店形成对比的是

，

索尼

、

松下

、

夏普

、

日立

、

东芝等日本制

造业巨头近年来在三星

、

苹果等科技

新贵的冲击下经营惨淡

，

正努力谋求

转型

。

对于松下的将来

，

公司总裁长津

贺一宏已经给出了答案

，

他在年初举

行的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将松下的

定义从

“

电视机厂商

”

转向了

“

环保智

能型制造企业

”。

索尼也不再希望扮演

单纯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

，

更希望

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子娱乐王国

。

不管是坚守本业

，

还是随机应

变

，

日本长寿企业的经验和教训让人

深思

。

在竞争加剧之时

，

坚持在自身

业务领域里不断创新

，

也是应对喧嚣

的良策

。

美国报业大甩卖

传统媒体艰难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在短短不到一周时间内

，

全球传媒行

业就先后出现了多宗惹人关注的大型并购

案

，

包括

IBT

收购

《

新闻周刊

》、

纽约时报以

7000

万美元出售

《

波士顿环球报

》，

以及本

周最新公布的亚马逊创办人斥资

2.5

亿美

元收购

《

华盛顿邮报

》

等

。

这些并购案中

，

历史悠久的传统媒体

正处于发展的瓶颈期

，

因此它们亟需通过

并购突围

，

谋求向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

转型

。

Inter Active Corp

旗下的

《

新闻周刊

》

已有近

80

年历史

，

收购它的

IBT

则以建

立电子媒体品牌见长

，

其目前主要将精力

集中于电子媒体出版业务上

。

公司行政总

裁兼联合创办人

Etienne Uzac

已明确表

示

，《

新闻周刊

》

被收购后仍会继续只出版

网络版

。

《

华盛顿邮报

》

是一份有

66

年发展历

史的报纸

，

而染指

《

华盛顿邮报

》

的是

IT

业

界的领军人物

———

亚马逊创办人兼行政总

裁贝索斯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收购

《

华盛顿

邮报

》

之前

，

贝索斯已出资

500

万美元购入

了一家新闻网站

Business Insider

。

华盛顿

邮报公司董事长兼

CEO

唐纳德

·

格雷厄姆

在谈及本次并购时强调

，“

贝索斯的技术和

商业才能已得到证明

，

再加上他的长期投

资战略及其个人声誉

，

使其成为了独一无

二的华盛顿邮报公司新东家人选

。 ”

显然

，

贝索斯的技术是令

《

华盛顿邮报

》

决心

“

下

嫁

”

的一个重要因素

。

纽约时报集团以

7000

万美元的价格

，

向

Boston Red Sox

棒球队持有人

John W.

Henry

售出旗下

《

波士顿环球报

》

及新英格

兰媒体的交易

，

被外界评价为

“

资产贱卖

”，

因为这一售价比其当初的购入价

11

亿美

元大幅缩水

，

但这也折射出传统媒体目前

所面临的生存窘境

———

虽然

《

波士顿环球

报

》

在纽约时报集团旗下曾

8

次获得过普

利策新闻奖

，

成为美国东北部最负盛名的

报纸之一

，

但其苦苦挣扎了

20

年

，

始终无

法改变发行量和营业收入下滑的现实

，

这

是公司价值大幅缩水的最直接原因

。

毋庸置疑

，

网络新媒体的出现

，

对传

统媒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

迫使它们求变

和革新

。

据悉

，

为了扭转颓势

，

纽约时报集

团早已实施了数字化战略

，

打造创造性的

数字产品和服务

，

一改传统的订阅模式

，

加紧推出高端订阅服务

，

向用户提供更多

的在线功能

。

另外

，

纽约时报集团还向互

联网集团的领军企业

Netflix

学习

，

显示了

其从传统纸媒转变为真正互联网资讯企

业的意图

。

有行业研究报告指出

，

网络消费模式

的改变重塑传媒行业商业的生态

，

一是在

消费者

（

或读者

）

对内容质量

、

自主选择性

、

互动性提出更高要求的前提下

，

推动用户

养成付费消费阅读的习惯

，

网络应用付费

已是趋势

；

二是

“

快餐式消费

”

更加凸显创

意

，

内容为王

。

实际上

，

除了美国

，

许多欧洲国家也

意识到传统报业转型的迫切性并付诸实

践

，

比如英国

BBC

新闻在线向全媒体的转

型

、

英国

《

每日电讯报

》

将

80%

的资源投入

新媒体的战略计划等等

。

正如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分析的那样

：

全

媒体时代需要改革与转型

，

除此之外别无

选择

。

公司

去年

8月7日

收盘价

今年

8月6日

收盘价

涨幅

索尼

９０４

日元

２０３９

日元

１２５％

松下

５６８

日元

９１４

日元

６１％

夏普

１８６

日元

４２３

日元

１２７％

丰田

３１８５

日元

６３８０

日元

１００％

日产

７６８

日元

１０７３

日元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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