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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澳洲所有普通股指數在 月下跌 （以當地貨幣計，不包

括淨股息）。

 能源和公用事業行業表現出色。

 物料和健康護理行業表現遜色。

 澳洲債券收益率曲線走斜， 年期債券收益率輕微上升至

， 年期債券收益率則上升 個基點至 。

 美匯指數上升（ ），月內澳元兌美元匯價貶值（

）。

 由於澳洲儲備銀行預料當大批民眾接種疫苗後，將有望放寬嚴

厲的防疫封鎖措施，令經濟急速反彈，因此維持現金利率於歷

史低位，並重申從 月起將現時每週購買 億澳元政府債券的

措施，縮減至每週 億澳元。

中國

 中國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主要由於新一輪規管措施、限電和恒大危機打擊投資意欲。

 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

要求金融機構與其他部門和地方政府協調，以保持房地產市場

穩定，同時繼續長期規管房屋行業。

 宏觀經濟方面， 月的數據下跌，令人意外。零售銷售增長的

表現最令人失望，從 月的按年增長 大幅減慢至 月的按

年增長 。

 月的工業生產按年增長 ，略低於市場預期。

 月國家統計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進一步下降至

，為 年 月以來首度跌至 以下。

 展望後市，我們將會密切留意 月第六次全體會議的政策定調、

中美貿易磋商的進展，以及信貸違約蔓延的風險。

香港

 香港指數於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通訊服務和金融行業表現出色。

 非必需消費品和必需消費品行業表現遜色。

 香港的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 增長於 月按年增長 。

 若撇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 從 月的按年增長

急升至按年 ，增幅主要源於外出用膳和外賣食品的成

本增加，以及電費上升。

 由於就業率上升和總勞動人口減少，香港 月失業率下降至

。

 香港 月的零售銷售額按年上升 ，高於 月水平（按年增

加 ）。

由於通脹率上升、央行比預期更早收緊政策利率，以及各大央行縮減刺激措施的風險，全球股市於 月顯著下跌。半導體等產品的供應鏈問題

持續，亦令全球市場對通脹的憂慮加劇。中國的增長數據普遍下跌，令人意外，主要由於政府收緊規管限制，例如中國就私人補習和科技行

業實施的新規例。中國大型地產發展商恒大的信貸危機引致的溢出風險，亦令 世界指數和 新興市場指數受壓。在此市況下，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表現略為落後月內下跌 的 世界指數（以美元計，不包括

淨股息）。



印度

 印度指數在 月上升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表現領先區內大部分國家。

 印度股市的出色表現主要受接種疫苗進度理想和經濟活動加快

帶動。

 房地產、能源和公用事業行業表現出色。

 物料、健康護理和資訊科技行業表現遜色。

 由於節日需求促使商戶補充庫存，而當第三波疫情的憂慮減退

後，需求尤其殷切，因此未來數月的經濟活動有望改善。

 展望後市， 財政年度的增長應該會由出口帶動，惟外部需

求動力可能會緩和。

 整體政府開支持續疲弱(雖資本開支理想)，但可能會在

下半年顯著回升。基建需求亦應持續表現理想。

印尼

 印尼指數在 月上升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於 月，印尼是唯一大幅向上修訂 年每股盈利預測的國家。

 升幅主要來自能源行業錄得雙位數按月增長，表現強勁。

 印尼銀行維持政策利率於 ，財政部預測第三季國內生產總

值 增長為 至 。

 月底已有 的人口接種第一劑疫苗， 的人口已完成接種

疫苗。

 每日的確診數字回落，預料可於最後一季重啟經濟活動。

日本

 日本指數在 月上升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變種病毒株和供應鏈限制影響日本第三季的復甦步伐，政

府延長緊急狀態令，導致人口流動性下降和家庭信心減弱，而

零件供應瓶頸亦令汽車行業被迫減產。

 通脹率仍然為負值，但隨著經濟即將重啟，前景好轉。日本將

於 月達到 人口完成接種疫苗的目標，為撤銷社交距離限

制舖路。

 一如預期，日本銀行在 月的貨幣政策會議上維持政策不變，

指供應限制影響出口及生產。

 預料日本銀行會繼續維持現狀，而其他已發展市場央行則會於

今年稍後開始減少買債。

 預計通脹會於中期內逐步回升，但距離 的目標依然甚遠。

韓國

 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在 月下跌 （以當地貨幣計，不包括

淨股息）。

 南韓 月的工業生產按年增長 ，上月則為按年增長

（修訂後）。

 科技及汽車產量增加，大致符合預期，而非汽車／科技行業的

產量則低於預期。

 貨運數據令人失望及供應瓶頸持續，很可能導致非科技／汽車

產量減少。

 儘管 變種病毒株引致的確診個案回升， 月就業市場保持

理想，按季節調整後的失業率回落至 ，遠低於預期，更是

年以來最低。

馬來西亞

 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指數在 月下跌 （以當地貨幣計，不

包括淨股息）。

 月內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維持隔夜政策利率於 。

 月內政府提出第 個馬來西亞計劃，宣佈 至 年的發

展支出為 億馬來西亞林吉特，按年增加 。預料

年的財政收支平衡將會佔馬來西亞 的 至 。

 政府於馬來西亞日後實施首個本地旅遊氣泡，並繼續物色其他

旅遊點。

 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已有約 的成年人口接種疫苗。

 隨著確診個案減少，區內沒有任何省份停留於「國家復甦計劃」

的第一階段。

 政府放寬出行限制，復甦主題將會延續至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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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新西蘭證交所 指數在 月下跌 （以當地貨幣計，不包

括淨股息）。

 由於美匯指數上升，月內新西蘭元兌美元匯價貶值 約 。

 新西蘭第二季 按季增長 或按年增長 ，高於新

西蘭儲備銀行預期 按季增長 。

 受酒店住宿及食品服務增加帶動，零售貿易及酒店住宿成為

增長的主要來源。

菲律賓

 菲律賓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

息）。

 於 月初，當地的每日確診數字創下 人的新高，但至月

底逐步回落，政府亦相應放寬出行限制。

 月內總統杜特爾特宣佈退出政壇，不會參選副總統，而最新的

民調顯示其女兒薩拉在總統選舉中的支持度依然領先，達 。

 整體而言，由於政府繼續為民眾接種疫苗，同時放寬出行限制，

菲律賓的復甦主題持續。

新加坡

 新加坡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

息）。

 政府於月底實施更嚴格的限制，例如將聚會或餐廳堂食每桌人

數由 人減至 人，並將學童在家中遙距學習的期限延長至 月

日，同時要求企業實施在家工作模式最少一個月。

 雖然每日的確診數字上升帶來短期影響，但中期內重啟經濟的

主題依然不變。

台灣

 台灣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台灣央行一致通過維持政策利率於 ，符合市場預期。

 增長方面，央行將 年的增長預測從 大幅調高至

，主要由於上半年的私人投資及出口比預期理想。

 由於出口及私人投資持續強勁，加上私人消費回升， 年的

經濟增長預測為 。

 通脹方面， 年整體 通脹率由早前的 修訂至 ，

核心通脹率則由早前的 上調至 ，主要反映石油價格上

升、惡劣天氣的影響及供應鏈瓶頸。

 對於金融穩定性的憂慮，央行公佈針對房地產行業的額外信貸

控制措施，為去年 月以來第三度審慎收緊房地產行業的信貸

條件。

泰國

 泰國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能源和電訊行業表現出色。

 公用事業和物料行業表現遜色。

 泰國銀行維持政策利率於 。

 截至 月底， 的人口已最少接種一劑疫苗， 的人口已

完成接種。泰國政府希望能放寬更多限制措施（美容院、按摩

中心等）。

 由於大部份民眾尚未完成接種疫苗，曼谷延後接受已接種疫苗

旅客入境的計劃兩星期。隨著接種率加快，政府將會放寬限制，

因此復甦主題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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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文乃由東方匯理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編制。本文不擬被視為要約或招攬購買或出售證券，當中包括基金股份。本文所載
的觀點及 或所提及的公司不應被視為東方匯理資產管理的建議。所有意見及估計可以隨時作出更改而毋須事先通知。在適
用之法律、規則、守則及指引允許的範圍內，東方匯理資產管理及其相關公司對任何因使用本文所載之資料而引致的直接或
間接損失概不負責。本文只能分發予獲淮接受之人仕，及任何可能接受本文而沒有違反適用法例及條例之人士。本文及所提
及之網站並未得到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或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審閱。本文撰寫的目的只

為提供資訊，並不代表已參考個別可能接收到本文人士的個別投資目標，財務情況及個別需求。有意投資者應就個別投資項
目的適合程度或其他因素尋求獨立的意見。投資者不可單靠本文而作出投資決定。投資涉及風險。市場、基金經理以及投資
的過往表現及經濟市場、股市、債市或經濟趨勢預測並非將來表現依據。投資回報以非港元或美元為單位可能因匯率波動而
令投資總值下跌或上升。投資可跌可升。本文不擬提供于美國公民、美國居民或任何根據美國 年證券法下的規則 所定
義的「美國人士」。

各地區主要指數
至 年 月底

以當地貨幣計算之回報 不包括股息 以美元計算之回報 不包括股息

個月 個月 年 年初至今 個月 個月 年 年初至今

澳洲綜合普通股指數

滬深 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恒生指數

印度國民指數

耶加達綜合指數

日經 指數

南韓綜合指數

富時馬來西亞 指數

新西蘭證交所 指數

菲律賓證交所綜合指數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台灣加權指數

曼谷交易所指數

綜合亞洲日本除外自由指數

綜合太平洋日本除外指數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標準普爾綜合指數

倫敦金融時報 指數

法國巴黎 指數

德國 指數

歐洲指數

全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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