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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

心最新报告指出，根据香港的

最新数据，仅 7 月以来，流入

香港的热钱就接近 1000 亿港

币。

研究中心张明博士指出，

本轮热钱流入香港的主要目

的是冲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

度，赌港币汇率将会对美元汇

率显著升值。 但进一步来看，

大量热钱流入香港，其意图可

能并非仅在赌港币升值。他表

示，香港其实更像短期国际资

本流入中国大陆的前站。 一

方面， 香港的资本项目是完

全自由的， 热钱流进香港没

有成本； 此外， 香港股市与

大陆股市具有密切联系， 投

资于香港股市也可以获得大

陆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 同

时， 如果热钱要通过各种渠

道流入大陆的话， 香港将是

首选之地。

对此， 报告警告， 如果

大陆股市、 楼市进一步上

扬， 如果下半年来自欧美国

家的压力使得人民币升值预

期死灰复燃， 那么将有更多

热钱借道香港流入大陆。 因

此， 热钱流入香港的态势，值

得中国的外汇管理部门高度

警惕。 （马岚）

钢材价格不断疯涨直接推

动了 7 月份中国粗钢产量不断

刷新纪录。 8 月 11 日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粗钢产

量达到创纪录的 5068 万吨，比

6月份增长 2.55%。

照此推算， 今年的钢铁产

量将达到 6 亿吨的超高水平，

比工信部和中钢协制定的 2009

年产量目标 4.6 亿吨超过 30%。

“如果加上中小钢厂的实际的

产量， 全国的产量应该还要比

这个数据更大。 ”一位资深钢铁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中国海关总署 12 日公布

的初步数据显示， 中国 7 月份

进口铁矿石 5808 万吨，再创今

年来月度新高。 今年 1月份～7

月份， 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较上

年同期增加 32%至 3.553亿吨。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钢

厂利润丰厚，生产旺盛，自然加

大铁矿石采购。 ”但这是中国钢

铁业的真实状况吗？

“如此高的利润显然是不

正常的。 ”上述业内人士对记者

表示， 实际上谁都清楚钢价在

如此高位不可能持续下去，只

是钢厂想从目前较好的市场上

获得更高利润以弥补上半年的

亏损，才坚持推高价格。

钢材价格在短短 1 个月时

间连续累计上涨超过 1000 元 /

吨。 7 月底，各大钢厂纷纷调高

价格，有的甚至 1天时间内上调

3 次价格， 当天的涨幅就达到

400元 /吨。

（东早）

进口铁矿石再创新高

目前市场上停售的保险

产品主要集中在分红型两全

保险、 万能险和返还型重疾

险等险种上。 每一款产品停

售前，险企都要大势“吹风”，

建议客户“速购”，否则上市

的新产品将会涨价。

大多营销员都会如是解

释，随着利率下调，目前公司

销售的这一款产品开始赔

钱， 其实这是一款性价比很

高的产品。 面对营销员早已

培训好的“涨价”销售话术，

很多客户动了心， 不时出现

蜂拥抢购的现象。

针对险企停售保险产品

的现象， 保险专家也给出了

解释：新《保险法》将于 10 月

1 日实施， 为使保险条款与

新《保险法》规定相适应，有

的产品条款需要重新调整。

迎合新《保险法》仅是险

企停售产品的原因之一。 保

险业资深人士还透露， 保险

产品赔付率太高， 保险公司

为了控制风险而停售， 还有

的产品按照 2.5%的寿险预

定利率设计的保单， 目前面

临利率倒挂的风险。

险企依照政策要求和市

场需求对产品进行更新替

代，本无可厚非，不过，在停

售前借机制造“噱头”则另有

玄机， 实则为了促销来扩大

保费收入，进而抢占市场。

那么， 消费者赶在保险

产品停售前购买， 是否真划

算呢？若就价格而言，可能较

为划算， 因为新产品上市往

往都会提价。不过，保险公司

都在创新产品，细划需求，新

产品上市将会给消费者更大

的选择余地。保险专家提醒，

消费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购买保险不应因市场及产品

变化而买， 真正符合需求才

是最关键的， 切莫盲目跟风

“哄抢”。 （北商）

新华网上海 8 月 12 日

电（记者 潘清）仅仅一个交

易日的温和反弹后， 沪深股

市 12 日在权重股集体走弱

的拖累下再现暴跌， 两市跌

幅双双超过 4％，上证综指盘

中险些跌破 3100点。 与此同

时， 两市成价量较前一交易

日大幅放大。

当日沪深股市双双低

开。上证综指以 3255.99点的

全天最高点开盘后， 走出一

波单边下挫行情， 盘中沪指

一度下行逼近 3100点。 在下

探 3104.57 点的全天低点后，

沪 指 略 有 回 升 ， 收 盘 报

3112.72点，跌幅高达 4.66％，

全天振幅为 4.64％。 深证成

指当日收盘报 12591.66 点，

跌幅也达到了 4.15％。

伴随股指大跌， 沪深两

市个股普跌，仅分别有 47 只

和 45只交易品种上涨。 不计

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仅 4 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

易日相比， 当日沪深两市成

交 大 幅 放 大 ， 分 别 成 交

1626.85亿元和 824.48亿元。

权重指标股当日全线大

跌，总市值排名前 30 位的个

股中， 仅有万科 A 跌幅小于

2％。“石化双雄”跌幅双双超

过 5％，中国铝业出现 7％以

上的巨大跌幅。

有色金属板块继续出现

在跌幅榜前列，云铝股份、中

孚实业、 吉恩镍业等多只个

股跌停。 造纸印刷、 交运仓

储、电子等板块，当日也出现

了较大的整体跌幅。 房地产、

石化炼焦、 金融保险等板块

当日整体跌幅相对较小。

央行 11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7 月人民币新增贷款较

6月大幅回落。这一数据令市

场对于流动性收窄的担忧有

所加剧。 另一方面，本周共有

4 只新股相继申购，成为 IPO

重启以来新股发行最密集的

一周， 这也对市场资金面形

成较大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

沪深股市再现暴跌。

由于市场对宏观数据已

具备预期， 所以当日市场对

于数据公布的敏感度不高，

不过， 数据显示经济回暖趋

势基本形成， 建议投资者继

续重点关注经济快速回暖受

益行业，回避高估值板块。 7

月份出口 1054.2 亿美元，这

是我国今年来月度出口首次

突破千亿美元， 累计贸易顺

差 1074.9 亿美元， 同比减少

12.4％，显示我国外部环境正

在转好， 进出口作为我国经

济的主要拉动力， 其有望在

四季度或明年一季度开始逐

步恢复，可关注外贸、港口、

航运等行业。

两市双双暴挫
跌幅均超 4%

沪指险破 3100点 近百股跌停

股指昨日出现了大跌走

势， 早盘的低开直接将前一

日的止跌十字星吞没， 尤其

是有色金属整个板块超过

6%的下跌， 对于股指的拖累

作用很大， 此板块从 7 月中

旬的 5421 点启动， 13 天内

就上涨到了 7188 点， 而随

后 6 天又跌到了 6100 点，

可以说是近期波动最大一个

板块。 由于有色金属板块的

大跌， 使得股指几日辛苦换

来的止跌努力完全变为了泡

沫， 股指整个技术形态已经

完全走弱， 修复的时间将延

长， 因此投资者目前的首要

任务， 依然是关注股指止跌

反弹，其未出现反弹前，投资

者一定要控制好仓位， 保护

利润是目前为最重要的事

情， 要为后面的操作保存足

够的空间。

昨日盘中也有一些亮

点，主要两个方面，其一是地

产板块， 昨日早盘起此板块

就一直出现了护盘， 哪怕是

午盘股指下跌加速时， 此板

块内大多数个股也保持红盘

的状态， 此板块是最先调整

的板块，能够率先企稳，这对

于股指稳定重心来说是好

事。 其二是钢铁板块，早盘这

个板块也跟随股指下跌，但

午盘后明显有护盘动作，并

未扩大跌幅，还有小幅反弹，

但整体跌幅已经较大。 这可

以给一些投资者一些启示，

那就是下跌过程中， 主力资

金会有一定的护盘动作，但

由于股指下跌的大环境使得

这样的护盘也较为脆弱，只

有大环境转好， 板块和个股

才有机会。

(玉名)

大跌传达的两大信号

切莫哄抢停售保险产品

人民银行最新金融运行

数据显示,受货币政策多管齐

下“微调”影响,金融机构 7 月

新增人民币贷款仅 3559 亿

元,比上月增量大幅缩水超过

7成,为今年单月同值最低位。

同时,居民和企业存款呈双下

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二套房贷政策收紧声中,居

民贷款 7 月增量仍高达 2365

亿元。

7 月新增贷款 3500 亿元

接近经济学家们之前的预计

甚至偏低,但被访人士对此评

价均是“积极正面”。花旗银行

经济学家彭程表示,由于一季

度发放大量的票据融资,陆续

于第三季度到期,存在大量可

置换成中长期贷款的空间。由

此看到,尽管政策正试图将贷

款增速调控至正常速度,但在

很大程度上仍支持贷款增长,

以确保新的投资项目可以继

续获得融资。

权威机构和人士的分析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企业短期

贷款大幅压缩尤其是票据融

资增长遭遏制,是 7 月人民币

新增信贷规模猛刹车主因。数

据显示,7 月,票据融资急转直

下,负增长 1982亿元。

居民贷款当月新增 236

亿元,今年以来首超企业贷款

增量,前者与后者之比约为 2:

1。 而在势头增长最猛的 6月,

两者之比约是 1:5。

尽管新公布数据中未提

及居民贷款增量的具体构成,

但房贷仍被银行业人士普遍

视为毫无悬念的增长主力。对

此,银行业人士表示,一方面是

由于上半年楼市交易活跃,之

前申请的贷款到 7 月才开始

放款。 另一方面,相信与部分

银行信贷增长压力仍较大有

关。

值得注意的是,股市回暖

引发的存款搬家潮在 7 月表

现突出,居民和企业存款呈现

双下跌, 分别负增 192 亿元、

450 亿元, 人民币各项存款增

量创下今年最低纪录仅 3993

亿元。

受此影响,银行整体人民

币贷存比也从上月 65%微幅

反弹回 66%以上水平,但资金

面仍较为充裕。 （新浪）

居民存款近两年来首度负增长

千亿港元热钱屯兵香港 意在大陆楼市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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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年年底前不会加息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

伯南克表示， 预期未来两

年的通胀将受到控制，但

如果通胀上升， 可能增加

短期利息， 但由于经济有

复苏迹象， 不会在明年底

前加息。

据报道， 联储局大量

注资金融系统， 引起这笔

钱将如何影响物价的长期

忧虑。 标准普尔评级服务

首席经济师维斯表示，联

储局注资刚抵销了私人机

构流失的贷款， 但随着私

人机构愈来愈容易取得传

统贷款， 联储局便需要减

少金融市场过量的流动资

金。

●日本 7 月企业物价再创最大跌幅

日本央行 12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7月国内企业

物 价 指 数 初 步 数 据 为

102.9(2005 年为 100)，较上

年同期下降 8.5%， 继 6 月

之后再度创下历史最大跌

幅。指数较上月上升 0.4%，

为近 11 个月以来首次环

比上升。

原油价格较去年大幅

回落造成整体物价有所下

降。 加之设备投资方面的

低迷仍在持续， 该指数已

连续 7个月同比走低。

以日元统计的进口物

价指数同比下降 33.3%，出

口 物 价 指 数 也 下 降 了

15.3%。

12日上午， 在国新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

副部长傅自应表示， 在俄

罗斯关闭切尔基佐夫斯基

大市场事件中存在市场混

乱、敲诈勒索等现象。

6 月 29 日， 俄罗斯官

方以“收到大量违反卫生

规定的投诉”为由，无限期

临时关闭了俄罗斯最大的

华商市场切尔基佐夫斯基

大市场。 据初步统计，华商

在此次事件中损失高达 21

亿美元。 （本报综合)

●俄市场关闭 华商损失 21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