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從日前結束的2011
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暨全國外匯管理工作會議
所透露的信息顯示，該會議「破例」未明確提出全
年信貸增長的目標，而是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
資規模。

人行工作會議於本周三至周四在北京舉行，從該
會議獲得的信息顯示，今年人行工作會議「破例」
未明確提出全年信貸增長目標，證實了之前媒體所
報道的今年信貸不設目標的消息。不過，在人行針
對商業銀行舉行的貨幣政策吹風會上，人行則透露
了控制信貸的底線。據財新網報道，在貸款投放方

面，人行對貸款增速、
GDP和CPI三者關係有一
個動態分析。其結論是隨

貨幣化的基本完成和直
接融資的進一步發展，加
之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
貸款增速與GDP和CPI增
速之和的差距應逐步縮小
並趨於一致。

在過去人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8年間，貸款增速
與GDP與CPI之和，平均相差不到2個百分點，但09
年貸款增速卻比GDP與CPI之和高出23個百分點。人
行認為這是反危機時期的特例，不應成為一種常
態。基於人行預期，在GDP增長8%，CPI增長4%的
情況下，可以接受的貸款增速應該是12%至13%。

倘通脹加劇 升幅則低
不過人行指出，政策可以靈活應變。當CPI保持穩

定，而GDP增長過快的時候，貸款也可以增長快一
點，但如果CPI上漲較快，為了控制通脹，貸款增速

就要低一點。而CPI上漲究竟是輸入型的還是國內因
素導致的，也會影響政策走向。如果是前者，人行
認為，信貸增速有所加快還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
是後者，就必須加大貸款的調控力度。

基於上述看法，人行高層明確表示，原則上今年
各銀行新增貸款均要比上年有所回落，其中大型銀
行由於系統性重要的程度更高，新增貸款下降的幅
度相應的也要更大一些。

對於今年的貨幣供應量，在人行工作會議上與往
年一樣沒有提出今年廣義貨幣（M2）的增長目標。

人行的工作會議提出了今年央行主要工作任務，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穩定物價。根據人行網站報
道，今年要將穩定物價放在金融宏觀調控更加突出
的位置，提高調控的針對性，有效管理流動性，控
制物價過快上漲的貨幣條件。

另外，人行也提出要防範風險，要抓緊機制建
設，改善融資結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加強金融
監管協調，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預警體系
和處置機制。加大跨境資金流動的監管力度，防止
異常外匯資金大規模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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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賣樓
套逾250億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長和系主

席李嘉誠蟬聯福布斯香港首富，人逢喜事
精神爽，昨日他於公司周年晚宴上，指集
團各核心業務增長穩固，增長勢頭料持
續。事實上，李嘉誠近兩年無論個人還是
公司，都可謂大豐收。首先是他自前年中
期業績後，開始不停增持長實(001)及和黃
(013)股份，尤其是前者，一年多來增持了
近百次，涉資數十億元，增持價位由09年
中的約90元左右開始，增持平均價約110
元，以昨日長實收報約130元計，他單是
長實股份的投資已獲利近20%。

另外，李嘉誠旗下基金據報在08年兩次
合共1.2億美元購入Facebook 0.8%股權，
以當年Facebook估值150億美元計，李嘉
誠的投資目前已升值2.3倍，賺了21億港元。

長和業務大躍進
長實與和黃方面，近年業務亦進得大躍進。長實

除了賣樓收益理想外，長實亦將分拆旗下的內地房
地產信託基金(REITs)上市，並有可能成為首隻在
港以人民幣集資的新股。該房產基金將集資100億
元人民幣，預計在今年首季上市。

和黃在3G的業務將虧轉盈，也成為市場近半年
熱烈追捧該股的主因。和黃在去年3月的業績會
上，首次表示3G業務年內的EBIT可望取得收支平
衡，部分地區的3G業務更有盈利，自此時開始，
和黃的股價便飛漲，由當時約50元水平，一直飆升
至昨日近88元的三年新高，期間升幅達76%。和黃
今年亦宣布增購碼頭業務，早前以57億元現金，向
華潤增持貨櫃碼頭的權益。

百次增持長實 2年賺20%

強調長和核心業務穩固 續伺機增持

港經濟基調良好
樓價走勢視乎通脹

超
人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市場早前傳出長實(001)
有意將旗下內地商業地產業務分拆，並成立以人民幣計
價的房託基金(REIT)上市，昨獲長實主席李嘉誠公開承
認。他指出，有關分拆上市的工作正在進行中，有關事
項有其他同事負責，自己不會就事件作出評論。

長實若順利將內地商業物業組成房託基金於香港上
市，極有可能成為本港首隻人民幣IPO(首次公開招股)。
早前有消息稱，上市最快可於今年首季完成。李嘉誠昨
沒有回應有關時間表的問題，只強調有其他相關同事負
責，相信「佢地應該做得幾好」。

內地已放行 待港交所審批
早前的消息指出，長實已委託中銀國際、中信證券和

匯豐證券為是次IPO的聯席主承銷商，估計募集資金約
為100億元（人民幣，下同）。目前有關計劃已獲內地放
行，但仍需港交所、香港證監會等審批。

消息指出，長實分拆的業務，主要涉及內地資產包括
北京東方廣場(上圖)等，事實上，長和系去年底亦積極
增購內地土儲，如11月底至12月初連奪上海、大連、及
重慶地皮後，12月底和黃(0013)再分別以31.8億元奪得南
京地皮，及夥拍長實以13.1億元再奪重慶市商住土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今年人行工作會議
「破例」未明確提出全年信貸增長目標，分析人士指
出，今年經濟增長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可能是信貸目標
沒有敲定的主要原因；另外，人行也希望多採用市場
手段代替行政手段來調控信貸，以增加貨幣政策的靈
活性。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中國經濟形勢更為複雜，國內
方面，隨 前期調控政策的陸續出台，加上去年上半
年經濟增速較快，今年前兩季度經濟增速可能延續回
落態勢。如果收緊信貸，可能影響到前期開工項目的
續建，尤其是地方融資平台可能面臨資金面緊張甚至
斷裂的風險，繼而影響到銀行業資產質量。

分析人士續稱，國際方面，歐美國家有再度出現較
大經濟波動的可能性：一是美國年中隨 金融機構合
約的集中到期，業內人士擔心會出現新一波「次債危
機」；二是歐元區債務危機有愈演愈烈之勢。面臨內
外不確定因素，人行對信貸增長的調控可能更多是

「邊走邊看」。

料擴大使用存備金率工具
瑞信私人銀行部亞太區研究主管范卓雲昨日向記者

表示，今年人行未明確提出全年信貸增長目標，旨在
希望減少利用行政手段來調控貨幣，留有餘地提高貨
幣政策的靈活性。

瑞穗駐香港經濟學家沈建光向彭博表示，很明顯人
行試圖拋棄貸款限額的做法，而轉而擴大對存款準備
金率工具的使用，有關工具有可能成為抑制銀行信貸
成長的一種有效手段，但實施起來會有難度。

市
場
手
段
代
替
行
政
手
段

在昨晚的周年晚宴上，李嘉誠在入場前接受記者訪
問，他沒有正面回應有關今年樓價的走勢，僅表

示要視乎通脹情況如何。不過，他補充，目前建築費已
經增加，其他物價亦已上漲，通脹會來已是「通識」。
他之後在晚宴致辭中表示，兩年多前發生的環球金融風
暴為世界經濟帶來百年一遇的嚴峻考驗，美國亦開始持
續實施貨幣量化寬鬆政策，雖然加快了復甦的機會，但
影響所及，亦使資產價格及通貨膨脹存在不穩定因素，
歐洲部分國家也遭受債務危機的困擾。

指具備多項有利因素
李嘉誠稱，雖然如此，該集團去年分佈在全球50多個

國家的各項核心業務均能建立了穩固增長的基礎，發展
令人鼓舞。他說，「我深深相信，憑藉集團在世界50多
個國家業務的雄厚發展潛力、國際視野、分佈全球的24
萬名勤奮員工以及優良信譽和財務實力，我們將有足夠
能力面對激烈競爭的環境，迎接各項挑戰，如世界無特
大不能預見的波動，集團無論在任何時段—包括短
期、中期及長期，均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對集團的
長遠發展前景充滿樂觀和信心。」

展望今年，李嘉誠指出，香港經濟基調仍然良好，並
將繼續受惠於國家持續高速發展，但由於受到各種客觀

因素影響，波動在所難免，但預計集團將可繼續取得理
想成績。然而，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大家在樂觀進取之
餘，亦要時刻居安思危，注意國際及社會情況的轉變，
做好風險管理，發揮創意思維和團隊精神，秉持「發展
中不忘穩健、穩健中不忘發展」的宗旨。

花紅加薪各地難劃一
不過，被問及集團新年是否會派花紅及加薪，李嘉誠

則強調，集團業務遍佈全球53個國家及地區，員工24萬
人，涉及不同的行業，各地區情形不同，難以一視同
仁，亦難有平均數可以公布。

否認和黃有意購電盈
被問及和黃（0013）過去一年股價大幅攀升，是否有

大豐收的感覺，李嘉誠表示，自己的責任只是將工作做
得更好，對得起股東，股價升跌是市場的事，現階段只
能說公司做得好，亦對集團前景有信心。他又指出，過
往除了少數時機外，一直都有增持旗下長和系股票，未
來亦有機會增持。至於二子李澤楷任主席的電盈(008)，
股價昨日突大升，有傳聞是和黃有意購入電盈，李嘉誠
則連說兩次「無可能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長江實業集團(001)昨日舉行周年晚宴，約1,600名員工出席。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指出，香港經濟基調良好，並將繼續受惠於國家持續高速發展，但受外圍

客觀因素影響，今年經濟波動仍在所難免，同時通脹重臨已是「通識」，強調未來仍需要居安

思危，注意國際及社會情況的轉變，做好風險管理。他並表示對該集團的長遠發展前景充滿

樂觀和信心，未來續伺機增持長和系股份。

內地貸款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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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近兩年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一向賣樓貨如輪轉
的長實集團，去年無論本地或海外的住宅銷售均
屢創佳績，售樓收入大豐收，全年合共售出超過
2,600伙，套現逾250億元。馬鞍山「天宇海」全數
1,143個單位於短短4日內旋風式沽清，成為去年熱
賣紅盤；東涌「海珀名邸」、大圍「名城」等項目
亦掀起全城搶購潮，創下理想銷售成績；而海外
住宅項目亦同樣報捷，其中新加坡「The Vision」
所有單位極速售罄，並創西岸最高呎價紀錄。

今年擬推4000伙
至於長實今年計劃推售的新盤，包括洪水橋尚

城、中半山堅尼地道豪宅、將軍澳日出康城第2
期C、日出康城第3期及大圍名城第3期，總數逾
4,000伙，相信亦是最多新盤推售的發展商，主要
提供800至逾1,000呎的中大型單位，估計總值逾
300億元。據悉，今年上半年長實會主力推售洪
水橋尚城、中半山堅尼地道豪宅及大圍盛薈。

要數全年最矚目新盤包括日出康城第2期C，此
盤提供約1,169伙，以800呎至逾1,000呎大單位為
主，適合換樓人士。至於位於康城站北面的日出
康城第3期，可發展住宅樓面1,383,647呎，包括4
座住宅大廈，提供約1,648伙。此外，預計下半年
推售的大圍名城3期，提供約1,400伙，同樣以大
單位為主，亦是內地客及換樓客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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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表示，長和去年分佈在全球50多個國家
的各項核心業務均能建立穩固增長的基礎，發展
令人鼓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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