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中国图片

持仓报告显示

对冲基金经理勒布抛售科技股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最新披露的13F持仓报告显示， 知名对

冲基金经理丹尼尔·勒布（Daniel� Loeb）旗

下的Third� Point基金在2018年第四季度大

举抛售了阿里巴巴、微软、奈飞、PayPal等科

技股。

13F持仓报告主要显示机构投资者在美

国证券市场上的资产配置情况。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Third� Point基金净卖出63亿美

元的股票，最新持仓市值略高于65亿美元。

在Third� Point基金的清仓名单中，阿

里巴巴、 微软和奈飞分别列第二、 三、四

位。其中，阿里巴巴的清仓规模达到405万

股、微软为410万股、奈飞为125万股。 与

此同时，Third� Point基金还大举减持了

在线支付企业PayPal股份，减持规模达到

503万股。

2018年第四季度，该基金增持了食品公

司金宝汤 （Campbell� Soup）300万股，目

前Third� Point基金持有金宝汤2100万股，

占到公司流通股总量的7%。

据美国财经媒体报道，勒布在2018年损

失惨重，Third� Point基金在2018年12月亏

损了约6%，2018全年亏损达到约11%。 据统

计，在2018年之前，勒布管理的对冲基金在

20多年间的投资回报率为标准普尔500指数

同期涨幅的近一倍。

机构下调欧美企业盈利增长预期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日前多家知名海外机构下调了欧美企业的盈利预期。

瑞银2月12日指出，欧洲上市企业盈利将迈向“零增

长” 。 基于瑞银早前调低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按照由上

而下的盈利模型，该机构下调含英国在内的欧洲股票今、

明两年盈利增长预期至4%及0%（原来为7%及3%）。

与此同时， 华尔街分析师一再下调对2019年标普

500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期， 彭博统计的盈利增长预期中

值已从7.7%减少至5.4%。

不过，摩根士丹利美股首席策略师Mike� Wilson认

为这一增速仍然较高。 他在最新报告中再次下调了对

2019年全年标普500指数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预期，从

4.3%大幅下调至1%。 他强调，美股上市企业盈利的下行

速度较市场预期更快，盈利衰退可能已经到来，而这会影

响到支出、雇佣等企业行为，进一步施压盈利增速。

Refinitiv数据显示，截至2月8日，标普500指数成分

股中已有333家公司发布了2018年第四季度财报， 其中

有71.5%的公司盈利超出了分析师预期， 高于历史平均

水平的64%，但不及史上第四季度的平均水平78%。

小米和美团被纳入MSCI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美国指数编制公司MSCI于北京时间2月12日公布

了2019年2月MSCI股票指数季度指数评估结果，宣布将

在MSCI全球所有国家指数（ACWI）中增加17只股票，

移除1只股票，所有变更将于2月28日收盘后实施。 港股

市场上小米集团和美团点评位列其中。

具体来看，MSCI此次共纳入12家中国公司，分别为

中国铝业、哔哩哔哩、工业富联、广汇能源、华西证券、爱

奇艺、美团点评、拼多多、国投资本、腾讯音乐、小米集团

和中通快递。 MSCI全球指数新增的成员中市场规模最

大的三家企业分别是Adyen、KKR以及Altice；MSCI新

兴市场指数新增成员中市场规模最大的三个成员分别是

工业富联、美团点评和小米集团。

市场人士表示，MSCI是全球第一大指数公司，其推

出的MSCI指数广为投资人参考。 MSCI董事总经理、全

球研究主管雷米·布里安表示，“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

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依然是可投资的。 ” 这意味着，小米、

美团成功“入摩”后，未来将有更多增量资金流入。

在MSCI公布评估结果的前一天，小米、美团股价便

双双走高， 截至2月11日收盘， 小米和美团股价分别涨

4.29%和7.77%。 2月12日，小米、美团双双高开逾2%，但

随后震荡走低，当天分别跌0.93%和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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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仍看好中资地产股业绩表现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港股市场2018财年年报披露季即将到

来，中资地产企业是否能交出亮眼的年度成

绩单颇受市场关注。 近日，瑞信和花旗相继

发布研究报告预计，中资地产股2018财年业

绩将有不俗表现。

2019年年初以来，港股市场上的中资地

产股股价集体呈现攀升态势，恒生地产建筑

业指数也跑赢恒指。

业绩料大幅增长

瑞信在1月29日发布的报告中预计，大

部分中资地产企业将公布强劲的2018财年

业绩。 该行预计，其所覆盖的中资地产企业

2018财年的核心盈利将同比增长39%，合同

销售将同比增长29%。 预计中资地产股2018

年下半年毛利率为31.1%，2018年全年则为

32.1%。 另外， 中资地产股净杠杆率预计在

2018年底略升至86%，中资地产企业会维持

可观的派息，因此预计中资地产股2018年下

半年的股息收益率约为4.6%。

花旗集团同样看好中资地产企业2018

财年业绩表现， 该行在1月31日发布的报告

中预计， 内地房地产行业核心盈利将同比增

长28%，且毛利率将保持稳定。强劲的业绩表

现将为市场带来更多正面影响。

机构依然乐观

受2018年第四季度香港楼价大幅下

调且全球楼市不景气影响，港股中资地产

股同期集体走软， 直至2018年末才显现

回暖趋势。 进入2019年后，地产股股价持

续攀升，中资地产股也展现出强劲的反弹

态势。

截至2月12日收盘， 恒生地产建筑业指

数报4218.86点， 年初至今涨幅为11.15%，

而恒指同期涨幅为9%； 该指数在2月1日盘

中高见4241.18点， 刷新自2018年7月30日

以来的近六个半月新高。 同花顺数据显示，

于港交所主板挂牌的中资地产股共计68只，

年初至今上涨的共计50只，占比超七成。 其

中，涨幅跑赢恒指的有29只，占比逾四成；年

初至今涨幅超20%有11只， 其中汉港控股、

中天国际、 富力地产和卡森国际涨幅居前，

年初至今涨幅分别为 43.24% 、42.55% 、

34.12%、34.01%。

市场分析认为，基于机构对中资地

产企业乐观的年报业绩预期， 市场情

绪将趋于正面 ， 中资地产板块涨势有

望持续 。

摩根大通此前发布报告称，2019年港

股中资地产股将迎来包括售价回稳、 增长

优于预期、 投资回报率良好及信贷市场稳

定在内的多项正面因素。 法巴银行董事总

经理李伟烈上个月指出， 虽然内地房地产

市场需求正在下降， 但一二线城市依然供

不应求，不少开发商已持续降低杠杆，银行

也持续为大型房企提供资金， 因此依然看

好中资地产股。

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大力支持人工智能发展

美国人工智能研发投入持续加码

□

本报记者 陈晓刚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1日签署一份行

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 。这份名为

“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 的行政令称，

将从国家战略层面调动更多联邦资金和资

源用于人工智能研发，以应对来自“战略竞

争者和外国对手” 的挑战，确保美国在该领

域的领先地位。

将从多个领域发力

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提出国家层面的人

工智能助推计划，但该倡议并未列出具体的

财政支持方案，据悉美国国会将负责具体的

财政资金划拨。

该倡议还提出应在多个重点领域发力

的建议：第一是在研发方面，将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对基础性研发投资的重点；第二是在

资源调配方面，联邦政府的数据、算法和计

算机处理资源将更多向人工智能研发人员

和企业开放；第三是在标准方面，白宫科技

政策办公室将和商务部下属部门制定一套

可靠有效的人工智能体系技术标准；第四是

在人力资源培养方面，将通过学徒培训等方

式，确保相关产业工人学习相关技能；第五

是在国际合作方面，美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

与全球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美国科技巨头此前一直在向美国政府

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方面提供额外的研发资

金和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 2018年12月，

包括谷歌、IBM、微软在内的科技巨头高层

还与白宫官员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此后在特朗普2019年2月5日发表国

情咨文时，他表示对“未来尖端产业” 的投

资是“必须” 的。对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表示，人工智能、5G宽带、量子科学、先进

制造业等领域均属于特朗普定义的“未来

尖端产业” 。

与人类辩论 AI再获突破

特朗普签署上述行政令的同一日，一场

有趣的辩论赛也吸引了关注人工智能发展

人士的目光。

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的IBM� Think会

议上，IBM通过6年努力推出一款名为 “辩

论小姐” 的人工智能辩论系统，在数百名记

者和科技行业内部人士组成的观众面前，与

美 国 辩 论 顶 尖 高 手 、31 岁 的 Harish�

Natarajan就 “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幼儿园”

为论题展开辩论。

这场辩论赛标志着人机对抗已进入更

深层次的挑战。 虽然早在20多年前，IBM就

推出了可以击败国际象棋高手的人工智能

系统， 但是辩论一直被外界认为需要更多

“创造力和情感表达” ， 更难以在人工智能

系统中实现。虽然观众最终投票由人类选手

获胜， 但在大约半小时的比赛时间内，“辩

论小姐” 的幽默以及构建逻辑论证的本领

依然令外界赞叹不已。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月底公布的最新

报告显示，IBM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量最大的企业，截至2016年底拥有8290项

发明；其次为微软公司，拥有5930项发明。

报告称，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分别是人工

智能领域最主流和发展最快的技术，研究

机构或者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

请数量迅速增加，意味着大量基于人工智

能的新产品、新申请和新技术即将改变人

类的日常生活。

不断强化政策支持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处于全球

前沿地位。 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从国家战

略层面加紧布局，发布多项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重点布局互联网、芯片与操作系统等计

算机软硬件、金融、军事以及能源等领域，大

力扶持技术研发机构和各类实验室，试图为

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多方面保障。

与此同时，美国还着手构建包括法律框

架体系、评估体系、科技情报体系、人才培养

体系等在内的人工智能综合国家框架体系，

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争成为人工

智能全球标准体系的制定者。

美国白宫还于2018年5月成立了“人工

智能特别委员会” ，加强各机构在人工智能

相关领域的协调工作。该委员会由国家科学

基金会主席、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局长等

联邦政府最高级研发机构官员组成。而在立

法层面，美国国会还在讨论多部着眼确立美

国在未来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法案法规，其

中包括 “人工智能未来议案” 、“人工智能

就业议案” 、“人工智能报告议案” 等。

竞争加剧 美国银行业并购潮涌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继美国地区性银行BB&T上周启动自

2008年以来的美国银行业最大并购案后，美

东时间2月11日摩根士丹利宣布， 将收购加

拿大股票计划管理软件服务商 Solium�

Capital，以开拓财富管理业务。

分析人士指出， 基于目前宏观经济环境

向好、 政府管制放松以及减税红利释放等利

好因素分析，美国银行业并购将迎来机遇期。

美国银行业竞争加剧

摩根士丹利对Solium� Capital的收购

价为每股19.15加元， 较2月8日收盘价溢价

43%，这也是摩根士丹利自2008年以来的最

大规模并购交易。 美国投行Evercore� ISI分

析师Glenn� Chorr表示，Solium过去五年营

业收入年复合增长11%， 这将令摩根士丹利

的财富管理业务更加稳定。

Solium是一家软件服务提供商，可以提

供股权管理、财务报告和合规服务。 对此，有

分析人士指出， 摩根士丹利的收购案反映了

美国大型银行正在试图夺回被数字化平台吞

噬的市场份额。 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于2018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过去七年中， 美国消费者已经迅速办理和转

用移动银行业务， 该业务的采用率已达到或

接近50%。德勤还预计，一些银行和传统金融

公司将在2019年实现金融科技核心实力的

对外输出， 甚至将以这种方式将业务架构中

原有的成本模块转变为盈利模块。

除为应对互联网冲击美国银行业加速并

购步伐外，地区性银行整合潮或将到来。 2月

7日， 美国两大地区性银行的并购案就是典

型案例。 BB&T以及SunTrust公布，将进行

总额达282.4亿美元的并购，成为金融危机以

来最大银行业并购案，交易完成后，将诞生全

美资产排名第六大的商业银行。

咨询公司J.D.Power的调查显示， 以地

区性银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银行从沟通、 建议

到产品和费用等各项业务环节都无法与大型

银行比拼。更加残酷的是，行业向数字化转型

对地区性银行增长的限制也更为明显。 据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BB&T以及SunTrust

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科技” 、“电子” 及“创

新” 等词汇出现了十几次，分析人士称，这项

交易有助于削减新银行在技术上的投资。

福布斯日前发布的2019年美国银行业

报告显示，目前美国拥有超过5000家银行和

储蓄机构，但是资产集中在最大的几家，美国

最大的100家银行和储蓄机构有13.8万亿美

元的资产，占全美银行总资产的78%。而规模

较小的地区性银行提升竞争力的路径之一就

是整合并购。

行业并购迎来机遇期

目前多家机构预期， 美国银行业将迎来

新一轮并购潮。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莫伊尼汉表示，美国银行业会持续整合，并将

不断涌现新的竞争对手。 摩根士丹利则身体

力行，称公司可能将继续发起并购案。加拿大

皇家银行资本市场 （RBC� Capital� Mar-

kets）表示，在2019年底或2020年初，部分

银行将重新开启并购行动， 并有望扭转金融

危机后银行业并购活动“贫血” 的局面。从宏

观环境、政策环境、企业状况来看，美国银行

业也有望迎来并购机遇期。

目前美国银行业处于较为有利的发展环

境。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面临监管的美

国银行业多年来处于收缩期， 但伴随美联储

加息、外部资本流入、金融监管放松和美国政

府减税等利好及美国经济逐渐复苏， 美国银

行业已驶入上升通道。

政策方面，美国金融“去监管”政策取得

显著进展。 2018年5月美国众议院批准了改

革《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议案，降低了对小

型银行和社区银行的监管限制。其中，监管的

一个显著变化是将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认

定标准从资产规模500亿美元提升至2500亿

美元，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不

用再参加美联储每年举行的压力测试。此外，

该法案还放松了对资产规模少于100亿美元

的银行在交易、放贷、资本和数据报告等方面

的监管要求。

企业盈利向好以及税改红利的释放也将

为企业并购提供资金支持。最新一期财报中，

多家银行股业绩超预期。 其中，1月16日，

2018年第四季度财报发布后， 因公司公布业

绩远超预期，高盛股价大涨9.5%，创10年来的

最大单日涨幅。 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

通、富国银行等大行当季财报发布后，股价也

普遍上扬。 对此，高盛策略师表示，加息环境

下利差上升对银行股表现有利， 宏观基本面

稳健也会提振银行的销售业绩， 看好大型银

行股表现。 此外，安永表示，2018年美国金融

服务业并购交易的总价值从2017年的823亿

美元翻了一倍以上，至1965亿美元；该机构预

计，2019年银行业将出现大量的合并交易，因

监管措施的放松以及税收改革都有助于银行

向获得新客户和科技方面投入巨额资金。

“鸽声”再现

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渐行渐远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自美联储上月宣布不加息并连续传递超市场预期的

鸽派信号后， 上周印度央行意外决定降息25个基点至

6.25%。 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央行日前也在议息会议上大

幅下调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

2月11日， 在今年年初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首席经济学家的Gita� Gopinath表示，支持美联

储暂缓加息的举动。 美联储此前暂缓加息的决定已经

“无疑帮助” 了新兴经济体。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货币紧

缩时点延后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未来更多央行或加入鸽

派阵营。

IMF智囊支持美联储暂缓加息

现年47岁的哈佛教授Gita� Gopinath在今年年初成

为IMF首位女性首席经济学家。 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她强调，目前全球经济风险尚存，经济增长动力也出

现减缓。 美联储暂缓加息的事实， 将对经济提供大量支

撑。 在财政刺激的基础上，美联储“耐心加息” 的承诺将

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月表示，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

面将保持“耐心” ，并强调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改

变” 。 当时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股市下跌和贸易情绪紧

张的影响下，美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

Gita� Gopinath还表示， 此前美联储暂缓加息的决

定无疑帮助了新兴经济体。 2018年，美联储加息四次，金

融状况收紧使得融资成本激增，新兴市场惨遭重创。“新

兴市场货币在2018年贬值不少，资金流也确实减弱。 我

们看到两种状况均已有所改善。 ”

然而， 全球经济的增长压力并未因美联储的改变而

消退。 1月，IMF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3.7%下调

至3.5%。 IMF对欧洲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尤为显著，其中，

对德国2019年的增速预期下调0.6个百分点至1.3%，对

意大利2019年的增速预期下调0.4个百分点至0.6%。

更多央行或加入“鸽派” 阵营

实际上，近期除美联储外，欧洲、印度、澳大利亚、英

国央行同样在积极释放鸽派信号。

印度央行在2月7日意外降息25个基点，同时大幅下

调了通胀预期。该行称，未来的货币政策立场将从之前的

“紧缩” 调整为“中性” ，此次降息是该行自2018年8月

以来首次放松货币政策。

澳大利亚央行本月大幅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并暗示

降息概率增大。 瑞银集团分析师指出， 澳央行调低当地

今、 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至3%及2.7%（原来为

3.25%及3.0%），但瑞银比澳央行更加悲观，估计澳大利

亚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仅为2.3%及2.4%。 根据过

往经验，不排除澳央行进一步下调预测的可能。澳大利亚

房地产市场与消费数据疲弱， 更增加了其今年四季度降

息25个基点的几率，且明年上半年可能将再度降息。

英国央行在上周四的议息会议上大幅下调对于未来

经济增长的预期， 主要是由于全球增长放缓和脱欧的不

确定性，暗示当前加息进程可能暂告一段落。英国国家统

计局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

值（GDP）增长1.4%，为2012年以来最低增幅。低迷的经

济令英国央行距离持续加息渐行渐远。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在1月底表示， 如果形势恶

化，欧洲央行将重启购债计划。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全球

经济压力增大，未来或有更多央行加入鸽派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