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純利同比升13.54%  全年照舊派息5.2元

生去年賺149億勝預期

利福純利14億增23%
內地重點拓展長三角

生銀行2010年業績
項目 2010年 同比變幅

股東應佔溢利 149.17億元 +13.54%

每股盈利 7.8元 +13.54%

中期息 1.9元 不變

凈利息收入 143億元 +1.98%

凈服務費收入 48.97億元 +13.33%

總營業收入 344.17億元 +4.88%

扣除貸款減值提撥 218.30億元 +4.89%

及其他信貸風險

準備前之凈營業收入

貸款減值提撥 （3.90億元） 減少4.22億元

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

資本充足比率 13.6% 下降2.2個百分點

核心資本比率 10.8% 下降2個百分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踏入三月份，新股市
場擺脫二月的低迷，資源類企業陸續登陸本港，惟多屬
於未有盈利的公司。中國金石礦業（1380）昨日舉行推
介會，並擬於本月7日起招股，18日掛牌。澳洲鋰精礦
開採商銀河資源（Galaxy Resources）將在本周展開上市
前 推 介 。 同 樣 來 自 澳 洲 的 礦 業 公 司 源 庫 資 源

（Resourcehouse）亦將於本月中開始預路演。

金石礦業下周一起招股
中國金石礦業為內地一家大理石生產商，是次擬發行

5.8億股，9成國際配售。消息人士指，招股價介乎2.25
元至3.35元，集資額為13.05億元至19.43億元。每手1,000
股，入場費約3,383.77元。集團於四川省擁有的張家壩
礦山去年9月才開始生產，因此預計去年度虧損2,560萬

元。
即使業務屬起步階段，仍獲5名基礎投資者垂青，新

世界發展（0017）主席鄭裕彤旗下周大福、富大地產
（2777）主席李思廉、 大地產（3333）主席許家印及
渝港（0713）主席張松橋分別斥資1,000萬美元認購，內
地上市公司金螳螂則斥資800萬美元認購，5者合共投資
4,800萬美元（約3.74億元）。

銀河資源料籌20.28億
已於澳洲上市的銀河資源，去年曾宣佈來港作第二上

市，本周將正式開始推介。由於旗下凱特琳山礦場於去
年10月才開始生產，因此至今並無產生純利及正面經營
現金流，去年首3季合共虧損1,271.5萬澳元，比09年同
期多蝕3倍。是次上市預料集資2.6億美元（約20.28億

元），保薦人為大摩及法巴。

Ferragamo否認來港上市
由澳洲富豪Clive Palmer控股的源庫資源，消息透露其

已獲聯交所通過上市申請，擬於本月14日開始推介，集
資30億美元（約234億港元）。該集團早在09年已欲來
港，惟當時因引入中國中冶（1618）而推遲計劃。中國
中冶於去年2月收購其5%股權，但適逢歐洲債務危機，
再把上市計劃延至今年。據悉，摩根大通及中銀國際為
是次上市的安排行。

其他新股方面，三三傳媒（8087）昨以配售形式首日
掛牌，最多升30.6%至2.35元，惟收市報1.8元，與配售價
相同。另外，有報道指意大利時裝名牌Ferragamo擬來港
上市，惟其行政總裁Michele Norsa昨日對此作出否認。

■中國金石礦業（1380）昨日舉行推介會，並擬於本月7日
起招股，18日掛牌。圖中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濤。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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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涂若奔）

生銀行（0011）公佈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

全年業績，期內純利同比升13.54%至149.17

億元，優於市場預測，每股盈利7.8元，派第

四次中期息1.9元，全年派息5.2元，與09年相

同。對於純利上升卻未增派息， 生副董事

長兼行政總梁高美懿解釋，主要是今年金管

局將公布《巴塞爾資本協定三》詳情，該行

在得悉詳情前採取比較保守的做法，以預留

資金以應付資本要求，但強調目前未有供股

的計劃。 生股價昨收報124.2元，

跌0.5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建
銀亞洲行政總裁郭佩芳表示，該行
將於3月底推出人民幣雙幣卡，又指

去年其人民幣存款有倍數增長。至
於擴張計劃，郭佩芳指該行現時有
2,000名員工，今年將繼續增聘人

手。
對於有報道指，建行（0939）有

意入股馬來西亞銀行 EON Capital
Bhd，董事會秘書陳彩虹指未有相關
消息披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邱婷）據中央社報道，有見全球
交易所正掀起合併與收購浪潮，目前未有上市的韓國交
易所亦計劃考慮建立跨境交叉交易與策略聯盟。韓交所
主席金奉洙發佈電郵聲明指出，韓交所今年計劃與東京
及上海同業會晤，共商跨境交叉交易計劃。

全球交易市場排名第13
韓交所指出：「韓國若自外於全球證交所整併潮，韓

交所在亞洲將淪為一家中小型交易所。」在尋求其他機
會前，韓交所計劃與同時區的交易所，例如日本與香港
交易所建立跨境交叉交易夥伴關係。

據彭博數據顯示，全球交易所過去10年來掀起併購潮，
涉及金額近1,000億美元，德意志證交所2月15日宣佈以
95.3億美元買下紐約泛歐交易所，而在此不到一周之前，
倫敦證交所才同意以近31億美元併購加拿大多倫多證交所
集團。去年新加坡交易所則開價84億澳元（85億美元），
欲收購澳洲證交所。替代交易平台崛起、交易系統加快
與資本市場全球化迅速發展，引爆全球交易所大洗牌。

金奉洙又指出，韓交所身為全球第13大股市，也必須
開始「思考」IPO（初次公開發行）事宜，因未上市的交
易所難以與全球上市的交易所結盟。在政府要求韓交所
放棄審核企業上市或下市的權力後，韓交所的釋股計劃
於07年8月喊停。該聲明還指出，韓交所也需要資金以拓
展海外事業。

力吸外企赴韓國上市
韓交所計劃向30個開發中國家推銷其資訊科技（IT）

系統，其中包括股票交易平台、市場運作、市場資訊與
衍生性金融商品清算等，並戮力吸引更多外國企業赴韓
國上市，藉此擴大營收來源。韓交所早前協助東南亞最
小經濟體寮國成立股票市場，並持有寮國證交所49%股
權。韓交所2009年營收達3,670億韓圜（3.26億美元），
2008年營收2,960億韓圜。

韓交所欲夥滬港日
拓跨境交叉交易

長建夥電能斥7.18億
購加國赫斯基熱電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繼去年11月長江基

建（1038）及電能實業（0006）合作收購EDF
Energyplc之英國電網資產後，長建昨再聯同電能實
業，斥資約7.18億港元，與赫斯基旗下Husky Oil
Limited及Trans Alta Cogeneration, L. P.達成協議，收
購位於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熱電廠Meridian
Cogeneration Plant。交易完成後，長江基建及電能
實業於Meridian Cogeneration Plant的有效權益將由
24.995%增加至100%。

甘慶林：備50億現金作收購
長建董事總經理暨和黃執行董事甘慶林表示，長

建現時擁有50億港元現金，將致力延續收購動力，
正就十多個位於世界各地的投資機會進行研究，並
期望於不久將來進一步擴大集團的業務組合。

和記港口星上市
集資58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和黃（0013）昨日

宣佈，就分拆和記港口信託到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一
事，每個基金單位之指示發售價將介乎0.91至1.08美
元之間，將合共發行87.09億基金單位，預計是次上
市集資58億美元，並且在上市後，市值達到79.3億
至94.1億美元。

基礎投資者認購16.2億美元
集團又指，多名基礎投資者已訂立認購協議，合

共認購總額16.2億美元之基金單位。基礎投資者陣
容龐大，包括新加玻主權基金淡馬錫，美國對沖基
金公司Paulson、國泰人壽、代表投資基金的Lone
Pine Capital、以及Ally Holding、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Metropolitan Financial
Services及Seacrest FIR Incorporated共8個。據路透社
報道，淡馬錫將投資1億美元，而Paulson將投資3.5
億美元。集團指，和記港口信託去年的凈利潤為
6.55億美元，收入為14.9億美元。預計是次融資所得
將用於償還債務，及在內地兩個港口的建設。

鄧聲興加盟尚乘掌證券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

文）尚乘集團昨宣佈，鄧聲興
（見圖）今日（3月1日）起正
式加盟尚乘集團，擔任集團新
成立證券業務部的總經理。鄧
氏在金融界擁有豐富的經驗，
是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
協會副主席及香港證券學會理
事，並為香港著名財經分析評論員。

尚乘新成立的證券部門將為客戶提供網上股票買
賣，以及證券研究等增值服務。尚乘集團董事兼行
政總裁曾慶璘稱，往後，集團將鞏固現有業務，積
極拓展股票證券服務及資產管理服務的兩項新業
務，並進一步擴充內地業務，集團有信心能把握商
機，將集團的業務推至另一個高峰。

信義擬拆太陽能業務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信義玻璃（0868）

昨公布，正考慮分拆太陽能玻璃業務於主板獨立上
市的可行性，已於昨日向聯交所呈交建議分拆方
案，惟仍未就建議分拆是否及於何時進行作出最終
決定，亦不保證聯交所將會批准建議分拆。信義昨
收報6.35元，升3.58%。

去年多賺逾倍至15.7億
公司昨同時公布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末期業績，

純利按年升103.12%至15.71億元，每股盈利44.43仙，
派末期息13仙。期內，信義的銷售額為63.64億元，
按年升60.8%，而整體毛利率由36.9%升至40.1%。

董事會又宣布，執行董事李友情於昨日起不再擔
任集團營運總監，但將繼續擔任執行董事，並委任
黃定軒為集團營運總監。

展望今年，集團會繼續增強研發能力，推出新產
品及提升產品質素，而今年底前集團在長三角、珠
三角及環渤海區的工業園新生產線將陸續投產，東
北營口市工業園亦預計在2012年底前投產，重點發
展優質浮法玻璃、新能源及環保節能玻璃產品，又
相信未來內地二、三線城市對優質浮法及LOW-E玻
璃將有強大需求。同時，集團已在蕪湖市及天津市
加建四條新超白太陽能玻璃生產線，以滿足市場對
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的需求。

中國金石澳銀河資源本月上市

梁高美懿指出，今年該行將增加約700人手，包括內地
及本港的大學生畢業生，並會按照個別員工的表現而加
薪及派發花紅，但未有提及平均加幅為多少。

梁高美懿盼今年息差平穩
對於該行去年息差收窄，梁高美懿表示，希望今年息

差可保持平穩。在貸款需求龐大情況下，貸款利率可望
增加，但是預期美國今年未必加息，所以存款息率將維
持低企。她又表示，今年市況仍充滿挑戰，包括部分國
家開始退市及中東的政局不穩等，料今年的壞賬未必能
夠下跌，料會與去年相若。

生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薛關燕萍稱， 生中國去年
收入按年升24%。早前 生中國於上海購入物業作總
部，至於其它分行會否購入物業，她說該行持開放的態
度，若果遇到吸引機會時將會考慮，但現階段會打穩業
務基礎。她又表示，內地的緊縮政策沒有對公司構成持
續的影響， 生中國的策略會以繼續擴闊客戶及存款基
礎來維持。

淡出H按市場 非完全暫停
生總經理兼財資及投資業務主管馮孝忠表示，該行

去年參與興業銀行的供股，暫時未有收到再供股的消
息。 生執行董事兼個人銀行業務主管梁永祥則指出，
由於市場資金的流動量減少，故該行淡出H按市場，將
資源放於為股東帶來較好回報的業務。又指該行致力維
持與客戶的關係，並非完全暫停H按計劃。

期內，該行淨利息收入增加1.98%至143億元，收益率

為1.78%，較09年下降12個基點。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整
體上升13.33%，達48.97億元，理財業務繼續成為收入增
長的主要動力。

保險代理服務費收入增加34.7%，主要由於一項可提供
保障及回報之人壽保險產品銷售表現強勁。信用卡業務
無論在發卡數目、應收賬項及卡消費方面均繼續增長，
有關市場佔有率亦能維持，令服務費收入增加3.5%。信
貸便利之服務費收入增長44.4%，主要反映來自企業貸款
的服務費增加。

保險業務收入增9%至26億元
另外，該行去年交易收入增長或7.1%達20.59億元。其

中外匯交易收入輕微減少1.3%，原因是來自外匯掉期活
動之淨利息收入減少、客戶對與外匯掛 結構性產品需
求下降，以及若干美元資本以人民幣重估所出現之外匯
虧損增加所致。來自證券、衍生工具及其他交易活動的
收入大增122.1%，主要由於衍生工具交易有所增加。保
險業務收入亦增9%至26.24億元。來自人壽保險業務之淨
利息收入及服務費收入增長18.4%，而來自人壽保險資金
投資組合之投資回報收益為2.87億元，較09年有所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邱婷）香港
崇光百貨經營商利福（1212）截至
去年12月底止全年純利增23.2%至
14.08億元，受惠於三間較成熟的百
貨店的經營優勢以及兩間新店虧損
的收窄；每股盈利83.92仙；派末期
息19仙，按年增11.8%。董事總經理
劉鑾鴻昨表示，未來會繼續物色位
於上海周邊、長三角地區的新項
目，公司現時可承擔為新項目投資
50億至80億元。

擬內地買地建百貨店
劉鑾鴻續指，公司較傾向向當地

政府洽購土地，自行建設百貨店經
營，目前有個別項目已進入深層商
討階段。財務總監潘福全補充，每
個投資項目不少於10萬平方米。去
年度，公司營業額上升14.9%至
43.17億元，手頭現金為37.6億元，
處於淨現金狀態。

內地降消費稅削優惠
劉鑾鴻表示，雖然面對內地調控

及外圍不明朗因素，但對內地及本

港的零售市道仍看好，今年1-2月份
各店舖平均銷售錄得雙位數增長，
有信心全年銷售及盈利錄得可觀增
長。對於內地降低消費稅，是否影
響本港百貨店的增長，他認為，自
由行對本港零售業有很大貢獻，措
施一旦落實本港難免受影響，但強
調去年度本地人消費佔公司銷售約
七成，相信本地消費者仍能支持零

售業增長。
去年度，受惠特許專櫃平均扣率

改善及銷售額增加，利福的毛利率
按年增長0.8個百分點至57.5%。香
港部分業績上升24.2%至13.87億
元，崇光銅鑼灣店及崇光尖沙咀店
分別錄得13.7%及13.5%的銷售增
長；內地部分業績則升35.1%至1.86
億元。

建銀亞洲今年續增聘人手

■左起： 生銀行企業及商業銀行業務主管陳力生，總經理兼財資及投資業務主管馮孝忠， 生中國副董事長兼
行長薛關燕萍， 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 生銀行執行董事兼個人銀行業務主管梁永祥及財務總
監梁永樂，在業績發佈記者會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左起：利福國際財務總監潘福全，董事總經理劉鑾鴻及總經理盧少
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