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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回购增持激增提振市场信心

□

本报记者 倪伟

2019年开年以来， 港股市场上市公司回购

和股东增持数量激增，截至1月15日，已经有超

过50家公司进行回购和上百家公司股东进行增

持，其中不乏花旗、摩根大通等国际知名机构增

持的身影。

分析人士表示，港股市场去年深幅调整，市

场普遍预期大市短期下行空间有限。 而公司大

幅回购和增持证明从公司的层面看不仅表明个

股或许处于估值合理或者低估的水平， 还表示

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且有充裕的现金

流。相信这些利好因素的聚集，将会给港股市场

的投资情绪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港股开年迎回购增持潮

2018年，随着港股市场持续震荡下跌，在恒

生指数全年大幅下挫13.61%的背景下， 大多数

公司股价跌幅明显， 而这也成为推升上市公司

回购热情的直接原因。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港股

市场就掀起了历史上的第五轮回购潮。 万得数

据显示，去年7月港股市场股票回购金额达到了

110.98亿港元， 刷新港股历史上最高单月回购

金额纪录， 当月回购公司68家；8月回购公司46

家，9月回购公司83家，10月回购公司的家数已

经达到了89家， 单月该指标再次刷新7年新高；

此后11月、12月回购公司数分别为58家和73

家，有所回落。

今年1月1日以来，港股市场再次出现了大量

的上市公司回购，并且出现很多公司股东增持的

情况。 根据万得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月15日，半

个月中港股市场已经有56家公司宣布回购，回购

总金额为5.926亿港元，同比增幅2倍，而2018年1

月全月公司仅为37家， 回购额仅为4.63亿港元。

目前回购的公司中，13家公司回购额超过1000

万港元，其中生物制药、通讯科技和房地产板块

回购高发。 回购额最高的是刚刚被沽空机构

Bonitas� Research质疑财务数据造假的恒安国

际，回购金额为1.22亿港元；其次是1月以来4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的瑞声科技，回

购金额0.92亿港元；此外三生制药、理文造纸、中

国生物医药、创科实业等大公司也名列前茅。

同时， 根据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本月15

日，2019年首月已经有146家港股公司的主要

股东入市增持， 金额在几万港元至数百万港元

不等。在众多股东增持的公司中，亦有不少是同

时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个

人股东以外，黑石、花旗、摩根大通等知名国际

投行机构也出手对部分港股进行增持。 1月2日、

3日， 黑石在二级市场上一口气分别对上海电

气、中国中铁、中国平安、中广核电力、中国银

河、中国铝业、中海油田、伟易达集团、首都国际

机场、海螺水泥、广州汽车、招商银行等24家公

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持， 最多增持金额超过

千万港元。 这些公司基本全为A+H股优质大蓝

筹公司。 花旗1月以来已经有了10多次增持活

动，包括7家大公司的H股。 摩根大通近几日也

选择了增持中国平安、中石油、舜宇光学、龙源

电力等优质大公司。

回购激增或提振市场信心

回顾历史数据可以看到， 港股市场历史上

有过四轮规模较大的回购潮。 第一轮是在2007

年股灾之后的2008年， 全年回购金额达到175

亿港币。 第二轮回购潮是在2011年的3月至12

月，阶段回购额共98亿港元，规模较第一轮回购

潮有所缩小。 第三轮回购潮在2013年的3月至7

月，回购金融共计69亿港元。第四轮回购潮是在

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 回购额达到275亿港

元。而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可以看出港股市场

回购额出现了明显的走高， 显示港股历史上第

五轮回购潮拉开帷幕。 而目前就1月数据来看，

第五轮回购潮仍在进行中， 而总回购额已经明

显超过此前的几次回购潮。

总结历史上前几次的回购潮， 还是有一些

共性存在的。 首先，出现回购潮之后，港股市场

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2008年回购潮后接下来

10个月恒指涨幅达到63%；2011年回购潮后，

2012年前4个月恒指涨幅14%；2013年回购潮

后，当年下半年恒指累计涨幅14%；第四轮回购

潮规模最大，此后恒指在2016年3月至2018年1

月涨幅高达73.85%。其次，此前的几轮回购潮都

发生在港股市场下跌的过程中， 而一旦牛市行

情开启，回购潮就会戛然而止。 第三，上述回购

潮都不是单月独立出现的，而是长期的，涉及行

业广泛且大规模的股票回购。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港股市场此前深幅调

整，市场普遍预期大市短期下行空间有限；同时

美国加息预期降温， 贸易摩擦局势减压的背景

下， 内地A股和港股市场或迎来短暂的喘息机

会。而公司大幅回购和增持证明，从公司的层面

看个股处于估值合理或者低估的水平， 而逢低

回购也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还表示公司

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且有充裕的现金流。相

信这些利好因素的聚集， 将会给港股市场的投

资情绪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美妆业面临颠覆性挑战 并购势不可挡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与其他消费品行业一样， 美妆业也魅力渐

失， 面临颠覆性挑战。 美国第三大彩妆品牌

CoverGirl的母公司科蒂集团2018年股价下跌

65.66%，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表现最差，露华

浓、 雅诗兰黛、 欧莱雅和资生堂等美妆龙头个

股，也失去了上涨动能。

伴随消费者偏好高端品牌， 早前布局多元

化市场的美妆业龙头再度迎来颠覆性挑战，行

业领军者纷纷转向高端产品路线， 试图通过收

购实现资源调配、抢占市场份额。虽然多家机构

称2019年全球整体并购前景谨慎， 但美妆业并

购势头势不可挡。 欧舒丹日前启动公司最大规

模并购， 试图上线高端品牌增强全球市场竞争

力。与此同时，2019年多个高端美妆品牌获得投

资人关注。

高端路线成布局重头戏

13日晚间， 法国护肤品集团欧舒丹（L’

Occitane� International� SA）宣布，拟斥资9

亿美元收购英国高端护肤和健康品牌Elemis。

公司方面表示， 这是欧舒丹在建立高端美容品

牌组合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并计划将“千禧

一代” 和“X世代” 消费者中流行的Elemis品

牌带入新市场。

据彭博社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交易后欧

舒丹或将在两年内达到其17亿欧元的销售目

标。 欧舒丹可能会为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推出

独家产品， 因为这三个市场正在推动其大部分

收入增长，以抵消欧洲经济放缓的影响。

伴随消费升级， 收购高端品牌已成为美妆

巨头以期重现生机的救命稻草。除欧舒丹外，此

前雅诗兰黛、欧莱雅、资生堂等多个美妆巨头纷

纷通过收购等方式加码高端产品布局， 其中部

分公司业绩已获益。 得益于高端护肤品需求旺

盛， 雅诗兰黛2019财年第一财季实现销售额

35.2亿美元，同比增长8%；净利润为5亿美元，同

比增长17%。 近年来， 公司收购Becca� Cos-

metics、Too� Faced等多个品牌，拓展高端美妆

市场边界。 在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三个月内，

欧莱雅奢侈品业务的同店销售增幅达15.6%，近

年来欧莱雅曾收购美国高端彩妆护肤品牌IT�

Cosmetics，圣罗兰美妆（YSL）等多个品牌。资

生堂则凭借CPB、IPSA等旗下高端品牌的热销，

2018年上半年在中国区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212.3%， 去年资生堂还宣布收购研发人造皮肤

的美国企业Olivo� Laboratories， 资生堂将把

其人造皮肤技术用于抗皱产品中。

2019年并购交易势头不减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与牛津经济

研究院发布的全球交易展望报告显示， 宏观经

济驱动指数放缓下，2019年全球并购交易额将

下滑，其中预计2019年的并购交易额为2.9万亿

美元， 低于2018年的3.1万亿美元，2020年该数

值则将降至2.3万亿美元。 不过美国跨国独立投

资银行、 金融服务公司Houlihan� Lokey�的总

监Susan� Roddy表示，美妆行业的并购势头不

会放缓， 尤其是供应链方面的并购交易将会在

2019年持续增加。 德勤2018年年底发布的报告

也显示，89%的私募股权高管和投资者计划未

来一年至少收购一家时尚或奢侈品公司， 其中

60%的受访者表示会留意化妆品和香水领域。

据美国时尚杂志Women’ s� Wear� Daily

和时尚商业财经网站华丽志（Luxe.Co）盘点，

2019年多个美妆品牌获得投资人关注。 其中，美

国高端护肤彩妆品牌Tatcha在2018年销售额增

长了将近两倍，达到了1.5亿美元，该品牌的发展

速度将会为其吸引更多投资人的注意。 英国高

端彩妆品牌Charlotte� Tilbury的收购传言也一

直不绝于耳，2017年该品牌曾获得红杉资本

（Sequoia� Capital）投资，消息人士称，目前该

品牌非常抢手， 将会吸引行业内战略买家的注

意。 美国小众护肤品牌Drunk� Elephant� 2018

年销售额约为1亿美元，该品牌吸引了大型基金

和战略买家的兴趣。此外，保健美妆品牌Moon�

Juice、 抗衰老护肤品牌Strivectin、 药妆品牌

Babara� Sturm等均已吸引投资人注意。 微电流

美容仪公司NuFACE、 头发护理梳篦品牌

Wetbrush也均已邀请投行为其进行财务咨询。

值得注意的是， 也有一些美妆行业巨头选

择出售旗下的部分品牌。 其中美国个人护理用

品巨头强生集团即将出售旗下的护肤品牌

Roc。 德国制药化工集团拜耳正在考虑进行战

略重组，剥离旗下防晒品牌Coppertone。 瑞士

雀巢集团（Nestlé SA）也正在剥离旗下的皮

肤健康公司。

微信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微盟登陆港股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1月15日，微信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微盟集团

（02013.HK）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微

盟集团每股定价为2.80港元， 发售约3.02亿股，

集资净额约为7.56亿港元。 微盟集团上市首日

开盘价3.10港元， 较2.80港元发售价大幅上涨

10.71%。 截至当日收盘， 其股价上涨4.64%至

2.93港元,盘中最高一度涨至3.42港元。

微盟营收呈高速增长态势

在15日举行的上市仪式上， 微盟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孙涛勇代表微盟集团敲响了上市

锣，并向长期支持微盟发展的商户、合作伙伴、

投资人及微盟员工表示了感谢。 他在致辞中表

示，“2013” 这个数字对于微盟有着特别的意

义，它是微盟创立的年份，感谢港交所给了这个

有意义的代码。 未来，微盟将继续以“助力中小

企业向数字化转型”为使命，通过科技驱动商业

革新，让商业变得更智慧。 成立于2013年4月的

微盟目前是中国中小企业云端商业及营销解决

方案提供商， 同时也是腾讯社交网络服务平台

中小企业精准营销服务提供商。

根据公司财报数据显示，近三年，微盟营收

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

微盟收益分别为1.14亿元人民币、1.89亿元人民

币、5.34亿元人民币， 年复合增长率达116.4%。

2018年上半年，微盟收益3.32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56.65%；经调整EBITDA（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 为3810万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460%；经调整净利润为2840万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7200%。

国际配售获超额认购

业内人士指出， 高增长的业绩让微盟此次

赴港上市发售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其中国际

发售获超额认购， 占全球发售股份总数的约

92.1%（于任何超额配股权获行使前）。 在上市

前夕， 微盟集团在香港券商系统的暗盘交易更

是受到投资者追捧， 较招股价2.80港元大涨

14.29%。

据微盟集团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

绍，专注To� B业务，微盟围绕商业云、营销云、

销售云三大SaaS布局， 已经发布了十多个行业

解决方案，2016年推出的精准营销业务和2017

年发布的微盟云PaaS平台则能够满足企业的移

动营销推广和个性化管理需求。

从微盟此次募资款项用途上也可以看到，

微盟未来仍将以To� B端业务为重心。 招股书

显示，微盟此次公开募得的资金也将主要用于

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其中30.0%即226.7百万

港元将用于提高研发能力和改善技术基础设

施；约25.0%即188.9百万港元将用于寻求可增

加产品及供应的战略合作、投资及收购，使微

盟进入新的垂直行业、加强技术及研发能力或

投资于与当前业务互补的其他领域， 这将进

一步夯实微盟在To� B端市场的竞争优势及

商业壁垒。

此外，15%的资金将用于提升销售和营销

能力的投资，10%的资金将用于拓展营销云、销

售云产品及销售渠道。借力资本市场，微盟上市

后将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 较强的股东阵容是微盟备

受资本市场认可的原因之一。 在此次全球招股

公开发售中， 微盟的三位基石投资者———上海

双创全资控股的上海文棠、 万达控股的丙晟科

技 和 汇 付 天 下 （01806.HK） 总 计 认 购

117365000股， 占全球发售完成后已发行发售

股份的约5.84%。

据悉，丙晟科技是由万达、腾讯、高朋联合

成立的专注于智慧商业的合资公司； 汇付天下

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致

力于为商户提供支付和金融科技服务。 未来，微

盟将整合万达和汇付天下的合作资源进一步打

通新零售和支付领域业务， 释放微盟云服务生

态的商业潜力。

底特律展会折射全球汽车业冷暖

车企巨头连横合纵

应对行业困境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本周在底特律拉开帷幕的北美国际车展历

来是无数车企与车迷的盛宴， 但已经感受到阵

阵寒意的车企巨头最近很难笑的起来。 随着世

界经济发展放缓，汽车行业的“寒潮” 正在蔓延

全球，由于奔驰、宝马、奥迪等巨头悉数退出，此

次展会被认为“没有过多亮点” ，并不被华尔街

机构所看好。

但车企巨头并未放弃2019年逆风翻盘的

努力， 从美国到日本的知名车企纷纷在此次展

会上宣布加码电动汽车产业的研发。另外，各大

车企之间、车企与科技巨头之间继续谋求“连

横合纵” ，布局求变。

机构称展会将令人失望

由于技术革命对汽车行业的影响愈加深

刻， 为努力应对每年1月的另一个重大展

会———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带来的挑战，底

特律展会主办方决定，2019年是展会最后一次

在1月份举行。

华尔街投行高盛分析师大卫·塔博里诺

（David� Tamberrino）发布报告认为，此次底

特律展会可能会成为整体行业的 “负面催化

剂” ， 并且可能会从展会中看到2019年一些令

人失望的前兆。 2019年可能成为全球汽车业的

一个“艰难时期” ，全球车企业绩普遍存在下行

风险。

他表示， 美国各大车企未来将陆续发布财

报，2019年的业绩前瞻和产品积压方面预计会

传来更多负面消息， 美国汽车股近期仍将面临

压力。 塔博里诺预测，2019年各大市场的汽车

生产量将减少，而贸易摩擦、原材料方面的不确

定因素以及在技术上的支出增加将进一步限制

汽车制造商的业绩空间。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Adam�

Jonas）则预测，全球汽车销量预计2019年将

同比下降0.3%，为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销量下

降。他重申对美国汽车行业的谨慎看法,预计总

部位于底特律的三家车企巨头 （通用汽车、福

特、克莱斯勒）的利润率都将下降。乔纳斯进一

步预测， 车企巨头的管理团队可能会在底特律

展会的场合发布一些“下行”的业绩指引。

电动车成救命稻草

在华尔街机构看淡底特律展会的同时，汽

车行业近期也是利空消息频传， 一些巨头相继

宣布裁员或停产， 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叠加全球

经济放缓，已让整个行业陷于困境之中。车企巨

头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削减传统汽车制造业务

比重，向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新兴业务加大投

入，尽早抢占市场制高点。 受此影响，此次底特

律展会出炉最多的就是电动车方面的新闻。

福特在展会上公布，公司将在2022年之前

向电动汽车投资110亿美元， 计划生产40种类

型的混合动力和全电动汽车。 福特首席执行官

哈克特表示：“我们谈到了对电动汽车的巨大

投资。 我们有16款车型正在设计和开发中。

2020年我们将迎来一个相当大的惊喜。 ”

通用汽车则宣布，旗下豪华品牌凯迪拉克，

将成为通用汽车迈向全电动化未来的先锋力

量，凯迪拉克在展会上推出的概念车EV� Con-

cept，更是令观众耳目一新。 据报道，通用汽车

将推出全新的BEV3电动车平台， 凯迪拉克首

款纯电动车将会基于该平台打造。 BEV3平台

将提供前驱、后驱、四驱三种驱动模式的车型，

将成为未来通用纯电动车主要的开发平台。 分

析人士表示，凯迪拉克的电动车于2021年上市

销售时，通过充电行驶里程可超过300英里，能

够与特斯拉一决高下。 凯迪拉克此次力推电动

车直接“对标” 特斯拉，后者在电动豪华汽车市

场“一枝独秀”的局面将出现改变。

“对标” 特斯拉的还有日产汽车旗下的豪

华品牌英菲尼迪，其宣布从2021年开始的所有

车型都将实现“电动化” ,英菲尼迪还在展会上

进一步展示了其电动SUV概念车QX� Inapi-

ration。

“连横合纵”求生

克莱斯勒在本次底特律展会上除了推出改

装后的Ram� X重型皮卡，动静并不是很大。 不

过， 克莱斯勒与谷歌旗下自动驾驶部门合作的

Portal电动车已计划于2020年开始量产， 仍然

吸引了外界的目光。外界评论称，克莱斯勒作为

汽车制造厂商，愿意打破现有的模式，与科技巨

头携手，将各种对于未来汽车的想象、与现代科

技的结合毫无保留的运用到了Portal电动车的

身上。

“连横合纵” 求生， 也发生在车企巨头之

间。据报道，大众汽车和福特将在底特律展会确

认一系列广泛的“全球联盟”举措，其中包括自

动驾驶和电动汽车。 联盟计划不涉及任何合并

或两家公司相互持有股权， 可以为两家公司节

省数十亿的研发成本， 并允许共享平台和自动

驾驶技术。分析人士强调，福特公司将可以使用

大众的MEB电动汽车平台，此前大众计划首批

基于MEB平台的车型将于2019年11月推出，

大众表态打算到2025年可以生产3百万辆左右

的电动汽车。

通用汽车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部门

Cruise在展会上的动态也备受外界注目。该部

门的动态代表着通用汽车和本田汽车的合作

进展， 本田汽车将在未来的 1、2年内 ，向

Cruise注入20亿美元的资金， 并有7.5亿美元

的股权投资。 外界认为，本田汽车的这笔投资

加上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将给Cruise带来非

常大的改变，通用汽车和本田汽车也将从中极

大受益。

黄金矿商巨头抱团 共寻盈利增长点

□

本报实习记者 周璐璐

据媒体报道，1月14日， 全球排名第二的黄

金生产商纽蒙特矿业公司 （Newmont� Min-

ing）宣布，将通过全股票交易收购其竞争对手

加拿大黄金矿商巨头Goldcorp。 根据协议，纽

蒙特将以自家0.3280股的价格置换1股Gold-

corp股票，这使得Goldcorp股票的总价值达到

100亿美元。 据悉，并购完成后新成立的公司名

为“Newmont� Goldcorp” ，总部设在美国丹

佛， 届时，Newmont� Goldcorp将超越加拿大

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成为新的全

球最大黄金生产商， 同时这也将成为全球黄金

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起并购。

市场分析认为， 黄金矿商巨头抱团的背

后，则是近几年金价处在较低水平、全球多年

未发现新的大型金矿以及黄金开采成本增加

所带来的黄金生产商盈利前景黯淡等因素，因

此这些公司不得不为寻求更高效的方式进行

资源整合。

黄金行业或掀起并购潮

据悉， 纽蒙特和Goldcorp将对生产矿山、

勘探开发项目、储量和员工进行整合，合并后的

新公司名为Newmont� Goldcorp。 新公司将由

纽蒙特首席执行官盖里·戈德堡领导， 直到其

2019年第四季度退休， 届时纽蒙特矿业首席运

营官汤姆·帕尔默将接任首席执行官职位。 在财

务顾问方面，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花旗和高

盛担任纽蒙特的财务顾问，而Goldcorp的财务

顾问则为道明证券和美银美林。 除了顶级的人

力资源配置外， 新公司所拥有的矿山资源分布

将扩展至美洲、澳大利亚和加纳，也将成为全球

拥有最多黄金矿藏的公司。机构预计，未来10年

及更长时间内新公司每年将生产600万至700

万盎司黄金，超过目前行业“领头羊” 巴里克黄

金450万至500万盎司的同期预期产量。

Goldcorp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大卫·加罗法

洛表示，Newmont� Goldcorp将成为世界顶级

黄金企业，其将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最大黄金

资源储量、稳健的项目及产业链、包容多样的企

业文化以及良好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纪

录，所有这些将为企业提供最佳回报。

据悉，纽蒙特对Goldcorp的收购是近几个

月以来黄金行业发生的第二次重磅收购事件。

2018年9月，巴里克黄金公司宣布以全股票交易

的方式斥资61亿美元收购南非兰德黄金资源公

司，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商。麦格理研

究分析师迈克尔·西珀科称， 纽蒙特对Gold-

corp的收购交易还可能引发该行业更广泛的整

合，因为近几年全球优质黄金储备日渐枯竭、开

采成本上升，迫使矿商寻求成本效益，并收购其

他公司的黄金储备。

CMC� Markets市场分析师大卫·麦登表

示， 投资者们应当为未来该行业的更广泛并购

做好准备，在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情况下，

矿商们不得不做更多策略性的交易。 据悉，澳大

利亚黄金生产商Newcrest正寻求收购一些较

小的黄金生产商，南非的Kinross和Anglogold

也将寻求和其它矿商的合并， 而加拿大的

B2Gold则很可能成为其它矿商并购的目标。

共寻盈利增长点

市场分析认为， 黄金行业显现并购趋势的

背后，是近几年金价走低、全球优质黄金储备日

益降低、 黄金开采成本增加所带来的黄金生产

商盈利前景黯淡等因素的推动， 因此这些公司

希望通过高效整合各自资源的方式来寻求盈利

增长点。

据媒体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2018年是黄

金市场三年来的第一次年度收跌， 除了金价走

低之外，全球黄金生产商的业绩也相当低迷。 从

全年来看， 金价下跌了2.1%； 黄金矿企股ETF�

GDX下跌了8.8%；初级矿企股ETF� GDXJ下跌

了11%。从黄金矿产商的角度来看，2018年的黄

金行业表现可谓惨淡， 北美地区68家黄金生产

商中，只有11家最终收获盈利，占比只有16.2%。

全球黄金生产商巨头的业绩也在2018年惨

遭下滑。此前，巴里克发布的2018年三季度财报

显示，该公司第三季度总营收为18.4亿美元，去

年同期为19.93亿美元；第三季度净利润为亏损

4.12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亏损1100万美元。截

至2018年10月25日，巴里克黄金总负债为57亿

美元， 净债务为40亿美元。 纽蒙特此前发布的

2018年三季报显示，该公司2018年前三财季盈

利3.39亿美元， 同比下降20.98%； 营业收入为

52.05亿美元，同比下降3.84%。 其中第三季度转

盈为亏，亏损额为1.45亿美元；营业收入为17.26

亿美元，同比下降8.14%。

据悉，黄金市场在2018年8月触底之后便开

始了上行趋势，并获多家投行看好。世界黄金协

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19年市场风险和经济

增长的相互作用将推高黄金需求， 同时全球投

资者将继续青睐黄金， 将黄金当作一种有效的

多元化投资标的和系统性风险对冲工具。 市场

分析认为，未来在黄金受捧态势下，全球黄金生

产商巨头此番整合将使黄金市场更加活跃。 而

此类投资主导的战略旨在建立投资组合， 着眼

于渠道互补和协同增量， 为未来的增长创造空

间，为股东带来可持续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