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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回顧》比特幣狂潮襲來 各地關注引發監管風險 

虛擬貨幣比特幣(Bitcoin)可以說是 2017 的一個神話，由大部分時間一直是金融市場的配角，甚至被譏為犯罪分

子的玩物，一反成為今年搶盡風頭的主角。至 12 月中旬，今年比特幣價格已升超過 15 倍，可說是身價暴漲最快的商

品，其市值逾 2900 億美元，升幅驚人，2017 年掀起一輪比特幣狂潮。 

各國憂慮是否已經出現泡沫: 新西蘭儲備銀行行長 Grant Spencer 認為，比特幣是泡沫資產的經典例子，現時難以

估計價格可以去到幾高的水平，現時的比特幣價格太波動，難以當作交易貨幣使用。台灣中央銀行亦曾警告，比特幣

價格波動大，可能產生兌換風險，且容易遭駭客入侵和淪為洗錢等非法交易工具。南韓財長金東兗亦指，相關各部門

正在磋商是否應規範比特幣交易。香港證監會亦發出通函，促請投資者注意與比特幣期貨合約及其他加密貨幣相關投

資產品有關的風險，並提醒金融服務供應商在以香港客戶為對象時要注意的法律及監管規定。 

《2017 回顧》樓市熾熱 首期靠父幹成新常態 

反映香港私人住宅物業價格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最近升至 164.46 點，創歷史新高。本港樓價在過去數年

間屢創高峰，而目前正步入加息周期，但部份市民對樓市前景看法似乎仍很樂觀。今年上半年於農曆新年後，樓市交

投暢旺，發展商積極推售樓盤，地價也屢創新高。 

由於樓價不斷上升，加上金管局相應的多次收緊按揭，青年人靠自己努力工作賺錢去儲蓄首期買樓感到越來越

困難。在這種環境中，一些父母願意付出自己的積蓄，或將自住的單位加按，以協助子女支付首期「上車」；置業靠

父母，漸漸地成為樓市狂潮下的新常態。近期有調查估計這種「靠父幹」的買家比例趨於上升，因為「靠父幹」加上

發展商提供高成數按揭，成為不少年輕人「上車」的希望。金管局在半年報告中也指出，年輕人依靠父母的本錢置業，

已變得愈益普遍。 

 

《2017 回顧》港股大漲強股越強 廉署及證監聯手揪問題細價股 

港股在 2017 年牛氣衝天，由 2016 年底 22000 起步，至 8 月份連升 8 個月，雖然 9 月份回氣，至 10 月因中共

十九大會議憧憬再升，11 月趁美股創新高及資金推動，恒指盤中創下 30199 點年中新高，是十年首度破 3 萬點大關，

成交金額亦一度回升至 2015 年大時代水平。 年內以恒指高位 30199 點，最多升過 37%，而股王騰訊(00700)為首科

技股大發神威，曾首度突破 4 萬億元，早已取代舊經濟股對港股影響，任何舉動均左右大市走向。 

強股得寵，以往散戶較鍾情炒賣的細價股，殼股有價有市，令散戶及市場中人炒作不亦樂乎，獨股評

人 David Webb 在 5 月發表「50 隻不能買的股份」名單，令多隻名單中的細股價曾暴瀉八九成，觸發多股發盈警，雖

對大市方向沒有大影響，卻引發一連串後續行動。證監會先發制人，勒令多隻細價股停牌，中招是 David Webb 名單

內多隻細價股，當中包括隆成金融(01225)、中國華仁醫療(00648)、康健國際醫療(03886)、康宏環球(01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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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回顧》本港今年 IPO 宗數史上最多「同股不同權」新股現突破 

 本港今年 IPO(新股)宗數為史上最多,達 161 宗,主要因為大量創業板股在期內上市,有 78 間,佔總數 48%,不過因缺

乏大型 IPO 的集資活動,故集資只有約 1300 億元,不但打不入全球 IPO 市場三甲之內,更是自 2012 年以來集資最少的一

年。至於今年創業板 IPO 何解宗數如此之多,市場普遍相信,與市場對殼股需求大有關。 

「同股不同權」企業料 2018 年可上市: 港交所本月 15 日公布諮詢結果,除決定容許「同股不同權」企業在港上

市,更沒有為此設立新板,而是容許其在主板上市,而特權投票則限制每股最多相當於 10 股投票權,意味股東持 9.1%股權

將得到逾半話事權。有會計師行早前估計，最快會在 2018 年第三、四季有同權不同權企業在港上市。港交所又為免

落後美國,不希望設立時效,改為以持有人為限制,包括轉讓股份、身故都會令特權失效,其次是持有人必須為公司董事,

一旦其干犯欺詐等罪行或被取消董事資格,特權亦會取消。 

《2018 展望》業界料明年樓價升 5-10% 中資投資趨選擇性和策略性 

 隨著 2017 年各大發展商 3 月起積極推盤，市場購買力釋放，加上政府先後兩次收緊樓按措施，致一手續強，二

手平靜的局面持續。10 月施政報告公布｢首置上車盤｣，首批預期只有 1000 伙，詳情仍在計劃中，無助樓市降溫。展

望 2018 年，業界看法大致相近，皆預計美國聯儲局加息對樓價影響有限，明年樓價升幅介乎 5-10%。 

其中萊坊高級董事及估價及諮詢部主管林浩文較為看淡，表示雖然現時買家仍有能力入市，但可負擔的單位面

積越來越細，買家未必再會以高價入市。仲量行董事總經理兼資本市場部主管曾煥平則較為樂觀，他指，儘管加息將

令住宅銷售放緩，市場對中小型住宅需求仍會保持強勁，預期住宅樓價於 2018 年將上升約 10%。 

  另外，政府計劃下季推 2 幅住宅地，其中啟德住宅地市場估值約 180 億元，更有望成新地王。不過，萊坊林浩

文指，相信中資投地金額則大大減少。主要是由於中資向外投資多了限制，日後會比較選擇性和策略性投資。 

《2018 展望》大行好友仍主導 明年恒指目標 29500－36067 

 2017 年港股成環球股市中的贏家，受惠於企業上升及估值重估，在第 4 季先升破 30000 點後回落，綜合多間大

行的預測，「北水南下」仍然是 2018 年的投資主題，而環球風險包括美國加息及税改亦將影響明年的市況。 

券商目標恒指 29500－36067   國指 12450-13850: 大部分券商看好明年港股表現，一般看恒指目標見 30000 點以上，

普遍預測明年恒指可見 29500 至 36067 點，國指則介乎 12450 至 13850 點 (詳見下表)，北水南下資金流入港股，有部份

券商看好國指跑贏恒指，而恒指高位應會在上半年出現。花旗相信，明年北水續流入，現時內地市場的監管嚴謹，令

內地資金傾向投資港股，港股有不少未有在內地上市的科技股及高息股，預期明年本港企業的每股盈利約有 19%的增

長。大摩認為，滬、深港股通的資金流動將進一步加快；預測 MSCI 中國指數明年底目標由 86 上調至 100，明年每股

盈利增長 15%，2019 年增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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