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

 澳洲所有普通股指數在 月微升 （以當地貨幣計，不包

括淨股息）。

 能源及必需消費品行業表現最佳，但資訊科技和非必需消費品

行業卻抵銷回報。

 澳洲債券收益率曲線略為走斜， 年期和 年期澳洲債券收益

率分別上升 個基點和 個基點。

 雖然美匯指數上升（ ），澳元兌美元匯價同樣升值

（ ）。

 澳洲儲備銀行維持現金利率於 ，並決定停止在買債計劃下

繼續購買債券。最後一次買債日期為 月 日。

 根據央行的主要預測，預料 年國內生產總值（ ）增

長約為 ， 年則為 。家庭和企業的財政普遍理想，

而且商業投資增加、有大量建築工程即將展開，以及宏觀經濟

政策有利，均支持 增長前景。

 澳洲儲備銀行承諾會維持極具支持性的貨幣環境，以實現澳洲

全民就業的目標和保持通脹於目標水平。

中國

 中國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物料和能源行業表現領先，而通訊服務和非必需消費品行業則

表現遜色。

 雖然有關當局繼續表示會推出支持措施，但房地產行業仍然疲

弱，在放寬政策消息與特殊風險之間搖擺不定。

 數間發展商已進行不良債務交換安排及出售核心資產，以增加

流動資金。

 然而，我們仍然看好中國股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對中國的影

響相對輕微，近期的市場波動亦進一步鞏固中國資產作為分散

投資工具的角色。

 我們預料於 月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後，政府將會推出

更多支持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

香港

 香港指數於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表現主要源自必需消費品和工業行業，而金融和房地產行業則

削弱表現。

 由於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最近回升，政府收緊社交距離限制措施

以控制疫情擴散。

 政府正在籌備為期九天的大型封城安排，要求全港市民在 月

下旬完成三次全民檢測。

 於 財政預算案中，由於推行總值超過 億港元的

逆周期措施，估計財政赤字為 億港元。

 相關措施將會包括 億港元的抗疫方案、 億港元一次性

個人或企業稅項／費用減免或資助，以及發放予 萬名香港

市民的 港元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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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球股市仍然受壓，隨著歐洲的地緣政治衝突升溫，布蘭特原油升至超過每桶 美元。雖然商品價格可能上升，印度及中國等亞洲央行
維持寬鬆取態。

東南亞經濟體繼續復甦及放寬防疫規定。由於工廠的生產活動逐步恢復，區內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整體繼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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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領先月內下跌 的 世界指數（以美
元計，不包括淨股息）。表現領先源於東盟國家能源相關股票上升，但月內亞洲市場的表現各異，其中馬來西亞和印尼增長強勁，印度及中
國則下滑。



印度

 印度指數於 月下挫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物料、健康護理和必需消費品行業表現最佳，小型股和中型股

表現則較大型股遜色。

 鑑於俄烏衝突，商品價格上升令通脹憂慮進一步加劇，可能影

響短期經濟增長。

 由於投資者迴避風險，針對印度等新興市場的金融投資亦受影

響。

 然而，整體經濟前景仍然樂觀，因為我們相信經濟目前處於盈

利上升周期的初期。在經濟增長很可能已見底的時期，利潤佔

的比例上升將會令未來數年的盈利出現非線性的升勢。

印尼

 印尼指數在 月大幅上升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

息）。

 印尼銀行月內維持政策利率於 ，符合預期。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增至平均每日 宗，並於 月中見頂，

最後回落至平均每日 宗。

 整體通脹率為按年 ，但按月則持平，略低於市場預期，並

主要由非食品通脹帶動。

 隨著每日新增確診個案回落，而且繼續為民眾接種疫苗，印尼

的經濟復甦主題不變。

日本

 日本指數在 月微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加上盈利動力改善，應會利好日本市

場。

 我們繼續留意疫情發展，以及最終形成的壓力（如有）。

韓國

 韓國 指數在 月回升 （以當地貨幣計，不包括淨

股息）。

 公用事業和工業行業利好表現，但非必需消費品行業則表現遜

色。

 年第四季盈利普遍令人失望， 企業的盈利均低於預期。

 地緣政治局勢發展及聯儲局的鷹派立場，令市場走勢波動。

年的盈利預測被調低亦打擊承險意欲。

 韓國央行於去年 月及今年 月連續兩次加息 個基點後，於

月維持利率不變。

 月出口數據高於預期，但整體 通脹率仍然高達按年 。

馬來西亞

 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指數在 月躍升 （以當地貨幣計，不

包括淨股息）。

 強勁升勢主要源於必需消費品、能源和物料行業，但健康護理

行業卻拖累表現。

 受強勁出口和貿易盈餘支持， 年第四季 增長 ，

而 年全年增長為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 年的 增長為 ，符合政府

預測的 至 幅度。

 隨著政府正在研究向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重開邊境，復甦主題

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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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新西蘭證交所 指數在 月上升 （以當地貨幣計，不包

括淨股息）。

 雖然美匯指數上升（ ），月內新西蘭元兌美元匯價仍升

值（ ）。

 新西蘭央行將官方現金利率（ ）上調 個基點至 ，並

表示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才能為過熱的經濟降溫。

 將於今年年底調整至 ，並於 年 月上升至 ，

遠高於 月分別預測的 及 。

 委員會亦表示將會根據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透過債券年期及

受監管的銷售，逐步減少債券持倉。

菲律賓

 菲律賓指數 月大致持平，微升 （以美元計，不包

括淨股息）。

 新冠肺炎每日確診人數繼續下滑，由 月中最高的平均每日

宗回落至 宗。

 因此，政府容許商戶、企業及公共交通工具由 月起全面恢復正

常營業（須符合衛生規定）。

 馬尼拉和其他鄰近省份目前均處於最低的第一級警戒級別。

 在政治方面，競選活動期於 月 日正式展開。在 進

行的 月民意調查中，小費迪南德‧馬科斯（ ）

與薩拉‧杜特爾特（ ）與其他候選人的支持度拉開，

支持率分別為 及 。

 由於疫苗接種率已達總成年人口的 ，放寬經濟活動正為經

濟復甦舖路。

新加坡

 新加坡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

息）。

 指數於月內上升至約 的高位，後來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高通脹、延遲重啟經濟及 重新平衡指數影響而下滑。

 消費稅的調整將會分兩階段進行：於 年調高 ，再於

年調高 ，令消費稅率增至 。

 碳稅方面，目前為每噸溫室氣體排放（ ）徵收 新加坡

元，並將於 年調高至 新加坡元，然後逐步上調至

年的 至 新加坡元。

 至於疫苗接種者旅遊走廊計劃，新加坡計劃先由菲律賓、泰國、

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以色列開始，惠及本地商戶及

休閒旅遊行業。

台灣

 台灣指數在 月下跌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資訊科技行業成為表現遜色的主因，抵銷工業和房地產行業帶

來的回報。

 於資訊科技行業內，由於市場擔心近期的地緣政治衝突會令重

要的半導體材料供應受阻，因此半導體及晶圓企業表現落後。

 製造業 月內輕微回落至 。

泰國

 泰國指數在 月上升 （以美元計，不包括淨股息）。

 政府公佈 年第四季 擴張 ，高於預期的 ，主

要受政府開支及製造業帶動。

 通脹率意外地上行，按年為 ，高於預測的 ，主要受能

源、食品及關稅上升帶動。

 另一方面，泰國央行維持政策利率於 ，符合市場預期。

 泰國當局於 月開始與中國和馬來西亞磋商旅遊氣泡安排。

 此外，政府亦研究推出「驚豔泰國，精彩新篇章」及吸引遙距

工作人士的計劃，因此經濟復甦的主題仍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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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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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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