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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強勁

獅城股市不失魅力

（免責聲明：所有專欄內容純供讀者作參考用途，本報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傳
統足球強國巴西於世界盃成功淘
汰墨西哥，進入8強賽事。巴西在
本屆世界盃整體表現普遍被球迷

指力不從心，歷經新興市場走資潮的衝擊
後，到底其經濟會否與賽事表現一樣令人
失望，說好的經濟復甦會否出現？

近年各國逐步結束寬鬆貨幣政策，美
聯儲（FED）加息預期升溫，美國10年期國
債息率頻頻走高，新興市場首當其衝被抽
走資金，其貨幣及資產均面對下行壓力，
MSCI新興市場指數一度從今年最高位回落
逾15%。其中，巴西央行在上月已屢次出手
干預市場以穩住里爾兌美元匯率，但至今
貶值壓力依然存在。

根據IHS Markit數據，受卡車司機大罷
工影響，巴西6月經季調後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由高位連續第3個月，回落
至49.8，為去年3月以來首度失守於50的決

定性分水嶺。期內，產量及新訂單亦為16
個月來的首度收縮；但新出口訂單取得去
年11月以來最快增長，而投入成本通脹率
亦升至歷年第2高，產出價格通脹率續升至
28個月高。

另一方面，巴西工業、外貿和服務部
本周亦公佈數據，顯示6月份貿易盈餘為
58.82億美元，僅次於去年同期歷史最高水
平的71.84億美元；上半年整體貿易盈餘則
為300.6億美元。

從數據可見，儘管早前以出口原材
料的巴西經濟曾受美國對鋁業實施關稅打
擊，但巴西經濟正逐步站穩，國內投資與
消費不斷升溫，亦成功擺脫上月卡車司機
大罷工的影響。若巴西於年內能維持貿易
盈餘的良好增長，最終能符合工貿部500
億美元的預測，整體經濟年內有望得以恢
復。

俄羅斯6月Markit綜合PMI指
數從上月的53.4，下滑至52.0。6
月服務業PMI指數下滑至52.3，與
製造業一同呈放緩趨勢。

綜合PMI指數中的新訂單降至
2016年5月來新低，表明當地第3
季國內需求增長勢頭放緩。

儘管今年下半年的當地經濟
增長可能較慢，但預計不會明顯
萎縮。

短期風險：上升  |  俄羅斯6月綜合PMI放緩

英國6月Markit綜合PMI指數
報55.2，高於上月和市場預期的
54.5。自3月下跌後，該指數已連
續3次上升，創下自去年11月的
新高。6月製造與服務業整體PMI
指數均勝市場預期，並以服務業
創下年初至今的新高。

整體PMI指數新訂單達自今
年2月來最高，顯示國內需求仍受
到支撐。

短期風險：持平  |  英國6月綜合PMI勝預期

2018年6月財新中國綜合PMI
取得53.0，創今年2月份以來新
高。

 6月份財新製造業PMI輕微回
落至51.0，說明中國製造業繼續
輕微改善；6月份財新服務業PMI
較前值上升1個百分點，創4個月
來新高，說明服務業加速擴張。

中國經濟保持穩定的輸出，
服務業近期發展強於製造業。

短期風險：下降  |  中國6月PMI創4個月新高

6月日經印度製造業PMI指數
上升至53.1。製造業生產上升，
連續11個月擴張，比去年12月的
增速更快。

製造業輸出擴張為6月新業
務提供機會，為年初至今最高水
平；強勁的潛在需求有助獲得新
客戶，國外新訂單連續8個月上
升。製造業擴張速度強勁，達自
今年2月來的最大增速。

短期風險：下降  |  印度6月制造業PMI指數上升

巴西經濟復甦在望？

新加坡經濟和股市前景如何？問|

新
加坡貿易和工業部公佈的第1季
國內生產總值（GDP）初值數據顯
示，2018年第1季，新加坡經濟年

比增長4.3%，符合市場預期並高於去年第
4季的3.6%增速；按季節調整後，國內生產
總值則增長1.4%，低於去年第4季的2.1%增
幅，但仍高於市場預期的1.2%增幅。 

該季製造業年比上升10.1%，優於上季
的4.8%增幅；建築業年比萎縮4.4%，但跌幅
小於上季的5.0%；此外，服務業則年比微升
3.8%，略勝去年第4季的3.5%增幅。

製造業的各行業集群普遍擴張，其中
電子和精密工程領域取得最大增幅，而服
務業增長則主要受到金融和保險、批發和
零售貿易，以及運輸與倉儲業的支撐。

儘管所公佈的數據仍會進一步修正，

但整體數據顯示新加坡經濟增長仍然強
勁。鑒於當地經濟增長受到外部因素及房
地產市場逐漸復甦的驅動，商業、服務業
和建築業有望受到支撐。

自2016年末以來，隨著經濟基本面獲
得改善，亞洲企業盈利趨勢開始好轉，新
加坡市場的盈利預計亦將呈現上升趨勢。

在國內和外部環境的持續改善下，當
地企業盈利仍有進一步增長空間，有助於
支撐該市場的未來發展。

截至2018年7月4日，新加坡股市2018
和2019年的預測本益比分別為12.9倍和
11.8倍，低於16.0倍的合理本益比，並對
投資者有利。雖然今年新加坡股市隨整體
股市下滑，但估值水平顯示其仍有上升空
間，代表該股市目前依舊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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