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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11 月 5 日在岸和離岸人民幣雙雙升
破7；6日，儘管美元指數升勢延續，
但 人 民 幣 兌 換 美 元 匯 率 中 間 價 報
7.0080，上調 305 點，創 8 月 8 日以來

新高，創6月21日以來最大升幅。人民幣中間價距
離7關口只有80個點了，收復勢在必得。

當天，人民幣兌換世界所有主流貨幣的匯率都呈
現明顯升勢，兌歐元匯率中間價暴漲691點，兌日
圓匯率中間價暴漲561點，兌英鎊匯率中間價暴漲
400點，兌瑞士法郎匯率中間價更是暴漲633點；昨
日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中間價反彈到7.0080，收復7
關，進入6時代的態勢已經明朗。

美元仍有走低慣性
人民幣10月9日以來的持續強勢，與美元指數反

覆回軟有很大的關係。從美元指數來看，自10月1
日美元指數升至99.6659，創下2017年6月以來新高
後，美元指數一直保持波動下行趨勢，最低降至
97.01附近，貶值幅度超過2.5%。而美元指數出現持
續的疲態，則與美聯儲連續三次降息有關。

2015年12月到2018年12月，美聯儲連續9次加息
持續提振美元指數，而今，美聯儲連續降息反過來
持續施壓美元。業內更預計美元指數仍然有繼續下
行的空間，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匯率已經跌至3個月
低點，但是提振美元指數的因素在持續減少。美聯
儲雖然今年內再次降息幾率非常低，但是，美聯儲
降息周期不會就此停止，明年美聯儲繼續降息的預
期仍然佔上風，這將繼續影響美元指數的表現。

外資追捧人民幣資產
看好人民幣匯率前景的外資正持續增持人民幣資

產，這對於人民幣匯率階段性反彈是重要的推手。
美聯儲年內連續3次降息，使中美10年期國債收

益率利差也從美聯儲第一次降息時的50個基點擴大
至目前的150個基點，這也給人民幣匯率企穩回升
提供了助力，更讓中國債券成為搶手貨。中央結算
公司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外資已連續11個月增持
中國債券；截至10月末，境外機構託管債券規模達
18061.30 億元，當月新增115.85 億元。中國外匯交
易中心公布上月銀行間債券市場境外業務運行情況
顯示，截至今年10月，共有2345家境外機構投資者
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

11月6日，截至A股收盤，統計數據顯示北向資
金合計淨流入7.91億元。其中滬股通淨流入9.22億
元，深股通淨流出1.31億元。統計發現，北向資金
連續10日淨流入，合計351.79億元。

綜合來看，人民幣階段性反彈意猶未盡，但短期
來看，人民幣7關的爭奪難以一蹴而就，拉鋸在所
難免。短期關鍵看中美達成階段性協議的進展情
況，人民幣雙向波動將會加劇。 王長久

「以科創板為代表，A股進一步向創新型企業敞開
大門的舉措已經奏效，國內市場對於獨角獸的吸引力
有望進一步提升。」普華永道建議，獨角獸企業儘早
梳理業務和財務，以備不同市場上市所需，待更為合
適的上市時機。

該報告是普華永道通過對話120餘家超過13個行業
的獨角獸企業高管而完成。報告指出，紛繁複雜的國
內外市場環境，已經給創新型企業帶來諸多新考驗。

普華永道中國創智中心合夥人郭譽清認為，伴隨着

互聯網思維而生的獨角獸們2019年更為理性務實，注
重強化內功，回歸商業本質。技術作為獨角獸企業的
核心競爭力，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技術的落地需要
非技術能力的支撐，譬如營銷、運營、管理等企業核
心能力的構建。

超四成獨角獸集聚北京
報告顯示，從獨角獸企業所處的地區情況來看，北

京是 「獨角獸之城」，獨角獸企業數量佔比達到

43%，上海地區的佔比為27%，深圳為9%。
獨角獸企業的崛起離不開資本。資本市場進入了新

一輪的調整期，但獨角獸們作為富有潛力的行業領軍
企業，在流動性趨緊的 「資本寒冬」，依然保持了較
強的吸金能力，優質項目依然受到資本的熱捧。

近年來，國家大力支持新興技術發展，強調自主研
發，科創板也將新興技術列為重點領域。在各項利好
因素驅動下，以人工智能、大數據、5G為代表的新
興技術獨角獸佔比呈急速上升態勢，2019年晉升為獨
角獸佔比和總融資額都位居第二的行業，創下新高。

BAT投資佔比明顯上升
而從投資獨角獸企業的投資機構情況來看，騰訊資

本、紅杉資本、IDG資本、阿里巴巴、經緯中國、順
為資本、晨興資本、高瓴資本、雲鋒基金、華平投資
是前十家獨角獸投資機構，其中BAT投資的獨角獸數
量佔比明顯上升，由2018年的23%佔比提升至36%。

2019年，除了已被廣泛應用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和
雲計算以外，日益成熟的5G技術也被39%的受訪高
管認為是對其業務發展和產品研發有着重大影響的新
興技術。隨着5G商用時代的來臨，搭上5G快車的獨
角獸將迎來新風口和機遇。同時，調研發現，注重研
發的核心技術類公司在中國獨角獸陣營中的佔比明顯
增加，研發投入佔總成本比率在40%以上的企業比例
由2018年的26%上升至2019年的32%。

此外，在整體商業環境下行的情況下，受訪獨角獸
企業的營業額增速近年有所放緩，今年尚未盈利的受
訪獨角獸企業佔比也比去年有所增加。調研顯示，
76%的受訪獨角獸企業高管們已將 「提高效率、控制
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列入公司未來1年到3年高優
先級戰略，重要性較去年的68%有明顯提高，排名也
從去年的第四優先級上升至第二位，僅在連續兩年居
首的 「為企業吸引高素質技術型人才」之後。

【香港商報訊】記者鄧建樂報道：昨日，郵儲銀
行（1658.HK）發布公告更新了A股招股說明書。該
行已於11月1日完成初步詢價，確認A股IPO的每
股發行價格為5.5元人民幣，這與市場預期一致。

由於郵儲銀行IPO發行價格對應的2018年攤薄後
市盈率為9.58倍，高於中證指數發布的行業最近一
個月平均靜態市盈率7.10倍，根據相關規定，郵儲
銀行和聯席主承銷商將連續三周發布投資風險公
告。

招股說明書更新了郵儲銀行是次 A股IPO安排，

網上路演及發行公告披露遞延至11月27日，網上、
網下申購和繳款日期將遞延至 11 月 28 日和 12 月 2
日。該行的申購簡稱為 「郵儲申購」，代碼為
「780658」。
公告顯示，郵儲銀行是次IPO的初始發行規模為

5,172,164,200股，其中戰略投資者配售2,068,865,000
股，認購資金現已全部匯至指定賬戶。另外，初步
詢價結果顯示，有2487個有效報價配售對象可參與
該行網下申購，有效擬申購數量總和為2,813,110萬
股，是網下初始發行規模的12.95倍。

【香港商報訊】昨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
會召開第九次會議，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
精神，研究深化中小銀行改革、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等問題，部署金融領域重點工作。

會議指出，要深化中小銀行改革，健全適應中小
銀行特點的公司治理結構和風險內控體系，從根源
上解決中小銀行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要把加強頂
層設計和激發內生動力充分結合起來，注意中央與

地方、政府與市場的分工，理順激勵機制，充分調
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要壓實金融機構主體責任、地
方政府屬地責任和金融管理部門監管責任，完善銀
行補充資本的市場環境和配套政策，健全可持續的
資本補充體制機制。目前要重點支持中小銀行多渠
道補充資本，優化資本結構，增強服務實體經濟和
抵禦風險的能力。要注意推廣一些中小銀行經營管
理中的好經驗好做法，改進中小銀行的商業模式。

普華永道：本土掛牌較去年大升
獨角獸企鍾情A股

【香港商報訊】昨日，普華永道
於第二屆進博會期間發布獨角獸
CEO調研報告，其中指出2019年
最受獨角獸企業青睞的登陸市場首
先為A股，佔比為43%，較2018
年的23%有大幅提升，其次為美
股（34%）和港股（18%）。

人民幣反彈
意猶未盡

郵儲銀行A股IPO定價5.5元

金融委支持中小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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