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港股成交減縮，大市成交金額創今年新低，恆指昨日乾升 105 點。恆指昨日高開 58 點後曾倒跌，指數隨後反彈並全日於高位運

行，尾市升幅擴大最多曾升 175 點至 31,134 點，收報升 105 點至 31,063 點，升 0.34%；國指收報升 6 點至 12,172 點，升 0.05%；

大市成交金額為 773 億元。 

● 內地股市方面，滬深兩市低開低收，上證昨日曾跌至 1 年低位，收報跌 14 點至 3,052 點，跌 0.47%；深證成指收報跌 30 點至 10,175

點，跌 0.30%。 

● 外圍方面，歐洲股市收市向上，歐洲政局脫險，意大行新上任的經濟部長表明不會退出歐元區，未來將會減輕債務水平。美股三

大指數收市微升，「特金會」將於周二亞洲時段內舉行，而聯儲局即將舉行議息會議，市場觀望氣氛濃厚，道指收報升 5 點至

25,322 點，升 0.02%；標指收報升 2 點至 2,782 點，升 0.11%；納指收報升 14 點至 7,659 點，升 0.19%。  

 

 

資金流向 

● 滬、深港通南下交易淨流入額分別為 4.12 及 1.25 億元 (港幣)。 

● 滬、深港通北上交易淨流出額分別為 28.92 及 13.70 億元(人民幣)。 

 

板塊表現 

● 中資金融股個別發展，內銀股逆市下跌，板塊昨日跌 0.12%；內險股及內房股

板塊收市分別升 0.09%及 0.81%。 

● 賭業股及燃氣股板塊經過多日沽壓後，昨日反彈，兩板塊昨日分別升 1.82%及

1.45%。 

● 有水泥股業績盈喜，昨日建材股板塊昨日升 1.44%。 

● 雖然蘋果已要求配件供應商將今年下半年 iPhone 配件產量減少約 20%，但部

份手機設備股 5 月份的出貨量勝預期，刺激板塊昨日不跌反升 0.33%。 

市況回顧 

證券業務部每日市場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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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表現 

過去表現(%) 1天 5天 1個月 

內銀股 -0.123  1.497  -1.872  

中資保險股 0.099  3.226  1.646  

內房股 0.817  6.980  5.476  

中資電訊股 -0.257  0.485  0.363  

石油石化股 0.023  -0.948  7.050  

建築及材料股 1.442  2.152  3.726  

汽車相關股 0.334  4.449  2.346  

賭業股 1.828  -3.186  -4.725  

手機設備股 0.333  7.515  12.628  

券商股 -0.246  -1.110  -2.399  

手遊股 0.964  2.680  6.162  

環保能源股 0.512  -6.750  -3.866  

醫藥股 -0.586  -1.153  7.600  

燃氣股 1.451  0.059  11.315  

公用股 -0.318  0.858  -0.845  

其他重點 

資料來源:彭博、新浪財經、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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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買，出售或持有任何證券。在本文所載資料沒有考慮到任何人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和風險偏好及投資者的任何個人資料，因此不應依賴作出任何投資決定。訂立任何投資交易前，你應該參照自己的財務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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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釋除市場對光伏新政的疑慮，昨晚人民日報發文指，光伏通知不是“急刹車

”提質增效利於提升國際競爭力；而新華社亦同時發交指《推動光伏產業從規

模增長向高品質發展轉變，主管部門就光伏產業政策調整答記者問），並援引

國家能源局有關負責人稱，此次調整並非“一刀切”，而是對光伏發電新增建

設規模進行優化，採取分類調控。 

其他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