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場觀望氣氛濃厚，恒指反覆上落。早段大市稍高開 15 點後迅速收窄轉跌，恒指最多曾跌 66 點。石油輸出國組織和其盟國

同意，明年 1 月起每日再減產 50 萬桶，石油股造好，加上內房股受追捧，帶動大市重拾升勢，恒指高見 26,618 點，升 120

點。午後大市窄幅上落，最終收報微跌 3 點至 26,494 點，跌 0.01%；國指收報升不足 1 點至 10,408 點，升 0.01%；大市總成

交金為 650 億元。 

● 滬深北向資金連續 18 個交易日錄得淨流入，惟中國海關總署公布，內地 11 月人民幣及美元計出口均遜預期，拖累昨日滬深

兩市高開後回軟，兩市全日維持窄幅上落，收報則個別發展，上證指數收報升 2 點至 2,914 點，升 0.09%；深證成指收報跌

2 點至 9,876 點，升 0.02%。 

● 本週有數個市場關注焦點，包括美國聯儲局、歐洲央行進行議息、英國大選和中美貿易談判進展，令市場觀望情緒升溫，拖

累美股終止 3 連升。道指開市即跌穿 28,000 點關，其後曾高見 28,010 點，但大市受科技下挫拖累，最終道指收報跌 105 點至

27,909 點，跌 0.38%；標指收報跌 10 點至 3,135 點，跌 0.32%；納指收報跌 34 點至 8,621 點，跌 0.4%。 

資金流向 

板塊表現 

● 石油輸出國組織進一步減產，石油股受捧，昨日收報升 0.99%。 

● 內房股獲大行唱好，板塊昨日收報升 1.68%。 

● 市傳內地第三輪藥品帶量採購規則快將出台，醫藥股受壓跌 2.25%；石藥

(1093)為昨日表現最差的藍籌股。 

市況回顧 

證券業務部每日市場簡訊 
1 0  D E C  2 0 1 9  

板塊表現 

過去表現(%) 1天 5天 1個月 

內銀股 0.095  0.727  -4.601  

中資保險股 -0.101  0.492  -5.596  

內房股 1.677  1.165  0.931  

中資電訊股 0.836  1.330  -1.320  

石油石化股 0.987  0.338  -8.084  

建築及材料股 -0.386  0.361  1.983  

汽車相關股 -1.085  0.579  -4.816  

賭業股 -0.766  -0.591  -6.487  

手機設備股 0.151  10.220  10.484  

手遊股 0.205  1.057  2.717  

物業管理股 0.205  -0.269  -0.018  

醫藥股 -2.254  0.322  -11.024  

券商股 2.485  7.589  -6.512  

基建股 1.195  -0.236  -7.970  

燃氣股 -2.495  -3.429  -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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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責聲明：本文的預測及意見只作為一般的市場或個別股份的評論，僅供參考之用，在未經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行”)同意前，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分發或本文的全部或部分的內容，本行不會對利

用本文內的資料而構成直接或間接的任何損失負責。文中所刊載的資料是根據本行認為可靠的資料來源編製而成，惟該等資料的來源未有經獨立核證，本行並無就文中所載的任何資料、預測及/或意見的公平性、

準確性、完整性、時限性或正確性，以及文中該等預測及/或意見所採用的基準作出任何明文或暗示的的保證、陳述、擔保或承諾，本行亦不會就使用及/或依賴文中所載任何該等資料、預測及／或意見所引致之損

失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而文中的預測及意見乃本行分析員於本文刊發時的意見，可作修改而毋須另行通知。若派發或使用本文所刊載的資料違反任何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法律或規例，則本文所刊載的資料不得

為任何人或實體在該司法管轄區或國家派發或使用。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的表現

不一定可以預示日後的表現。投資者應細閱及了解有關證券或投資的所有發售文件，以及其中所載的風險披露聲明及風險警告。本文不構成任何要約，招攬或邀請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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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投資目標考慮這種買賣是否適合你，並尋求諮

詢意見的獨立法律、財務、稅務或其他專業顧問。本文件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刊發，內容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其他焦點 

● 國家統計局公布11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按年上漲4.5%。其中，城市上漲

4.2%，農村上漲5.5%；食品價格上漲19.1%，非食品價格上漲1%；消費品價

格上漲6.5%，服務價格上漲1.2%。而首十一個月平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比

去年同期上漲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