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環球指數



3 外匯



4 期貨



5 港股

歐美新冠疫情惡化，拖累港股昨日低開418點，但道指
期貨於亞洲時段反彈，港股跌幅收窄，恒指全日跌122
點或0.5%，收24586點。恒生科技指數繼續跑贏大市，
上升0.2%，收報7675點。國指報9955點，微跌7點。



6 港股

螞蟻集團（06688）今日截
止認購，投資界預期本港
有超過百萬人認購，凍資
額或高達1萬億元。

據政府數據，目前20歲以上
港人約637萬，意味每6個成
年人可能就有1個認購螞蟻
，反映其在新股市場熱度
前所未有。



7 五中全會藍圖曝光

五中全會周四（29日）閉幕，新華社會後公報，
列出「十四五（2021-2025年）」經濟社會發展主
要目標，全會並提出12項要點，首重「科技自立
自強」破美圍堵。

歐亞集團主管Michael	Hirson指出，十四五是最
強「地緣政治」的5年計劃，基本戰略是「內外
雙循環」，發揮中國經濟的自體循環力，並透過
一帶一路，使內、外兩個循環相互促進，以因應
美國全面脫鉤及疫情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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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十四五」提出的12項要點
「十四五」的主要目標，除了經濟，也提到創新能力，產業高級化及現代化。
並提出12項要點：
1. 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2. 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製造強國，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
3.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促進消費。
4.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建
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5.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6. 優化國土空間佈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
7. 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8. 推動綠色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9. 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促進國際合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
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10. 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多層
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11.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實施國家安全戰略，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加
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12. 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確保2027年實
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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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國

雖然拜登的支持度高過特朗普約一成，但特朗
普勝出的機會較大。除了民調會失準外，更因
選總統的責任在各州代表所組成的選舉人團手
上，全民投票的結果只是供他們參考之用。

選舉人都是政圈內有地位的人士，他們明白美
國立國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投
票反映的只是集體的意願；設立選舉人團就是
要擺脫普羅庸見。跡象顯示，整個西方思潮都
向右轉，保守主義抬頭。而特朗普的主張正符
合潮流的大趨勢。

分析員列出了四個可能情況：



12 疫情



13
歐洲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多國確診數字急升。德國
及法國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再封城一個月。英國疫情亦嚴
峻，但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仍堅拒全面封鎖，僅
把英格蘭疫情最嚴峻的地區，列入最高防疫警示，禁止非
家庭成員聚會及要求酒吧關閉。

香港限聚令放寬，食肆將放寬至6人一枱，酒吧將放寬至4
人一枱，食肆的堂食營業時間延長至2時。社交距離措施有
限度調整，包括開放泳灘。



14 樓市



15 樓市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
出，本周CVI最新報47.27點，較上周下跌
1.30點，仍然企穩48點水平附近。早前
CVI由38點連升4周至48點後，於50點前窄
幅爭持，等待突破上升，反映銀行對前
景抱觀望態度。



16 樓市



17 4成人看淡樓價

花旗銀行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探討疫
情對於置業及樓市影響的看法。調查結果得出，仍
有一成受訪者認為現時為置業理想時機。

而市民對於未來一年樓價的看法，隨疫情數字反覆
上落。受訪者預期年底樓價將比年初下跌5%，而疫
情對樓價的打擊最多8%，對比沙士期間樓價實際跌
幅10至12%為少。

疫情下置業興趣增加的市民大多數仍在觀望，期望
樓價再跌2成才入市，而業主則維持信心，只有5%
有興趣現在出售物業。



18 新華旅遊300員工停薪留職

繼國泰上周大規模裁員及結束營運港龍航空後，新
華旅遊周二（27日）向所有員工發通告，12月份起
推行停薪留職安排。

政府統計處日前公布7至9月失業率為6.4%，較上期
增加0.3個百分點，是自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以來
最高，而就業不足率則維持於3.8%的水平。本港失
業人數繼續上升，達到25.9萬人，較上期增加約1.15
萬人，就業不足人數則有14.9萬人，與上期大致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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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 4.4日
美國人 6.1日
新加坡人 8.1日
日本人 9.8日
香港人 10.7日
台灣人 16.9日
中國人 26.7日
印度人 54.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