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交所無意海外建「帝國」
李小加評併購條件 須與中國大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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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去年盈利382億增74%

加四大銀行反對倫交所購TMX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面對環球交易所

併購潮，市場憧憬港交所(0388)也會有所動作。

不過，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表示，該所目

前沒有計劃和能力去運營一家海外交易所，但

關注全球交易所併購浪潮的發展。他指出，港

交所在國際上的任何舉動，都必須獲得令人信

服的戰略意義，這亦必須與中國內地的大方向

一致。另外，他說，除了延長交易時段外，本

港金融市場的基建將繼續調整，以吸

引更多內地投資者來港。

東京與大阪交易所商合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雖然倫敦交易所與加拿大TMX交易

所的合併，可能遇上阻滯，但無礙全球交易所進入合併潮的大趨
勢。據外電消息，東京交易所將與規模較小的同行大阪交易所展開
磋商，討論合併的可能性。雙方希望合併後繼續拓展各自的優勢，
但談判計劃尚未公開。

東京交易所主要從事股票現貨交易，大阪交易所在股指期貨和其
他衍生品交易方面有優勢，兩所成功合併，未來會發展成一家綜合
性交易所。兩間交易所發言人不願證實有關消息，但消息已令大阪
交易所的股價昨曾大漲9.6%。

將成綜合性交易所 增競爭力
東京交易所社長齊藤惇曾經表示，計劃在2012年底前與大阪交易

所合併，以對抗海外競爭並保住全球主要證交所的地位。近期跨國
間的交易所整合活動日益頻繁，齊藤惇稱，在外尋求併購前，先選
擇與國內的同行合作，又指再不加緊推進磋商，會使日本失去競爭
力。大阪交易所社長米田道生更表示，要在3個月內達成合併協
議。

《日本經濟新聞》昨透露，醞釀中的建議是，東京交易所今年秋
季首次公開招股(IPO)，當東京交易所成為上市公司後，便將兩家交
易所的業務整合在一家控股公司下。目前東京交易所的日均成交額
約1.5萬億日圓(約180.4億美元)左右，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在
該所上市股票的總市值超過300萬億日圓，約4.12萬億美元，僅在美
國的16.3萬億美元之後。

憂內地加息
港股A股齊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地出口增速遠遜預

期，但同時內地加息的壓力卻增加，港股A股均回
落。 指昨收報23,614.8點，跌195點；國指跌96
點，報12,992.5，成交717億元。信誠證券投資部經
理劉兆祥表示，早前已預計近兩天大市上升是「假
突破」，屬走勢陷阱， 指以貼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將又要下試50天線的支持力度，如果大市失守
23,500點的話，將證實假突破的預測。

後市觀望內地通脹數據
他又指，如果投資者將去年11月高位、今年1月高

位與昨天高位連成一條線，便出現了「三頂不破」
的走勢，大市仍走不出22,800至23,800點之間的波
幅，即使3月的業績期，也不能推高大市，顯示要突
破24,000點，需要獲中央政策配合，但目前看不到
內地有任何推動大市的好消息醞釀出台。

內地出口增速遜於預期，BMI基金管理總裁沈慶
洪表示，數字雖然低於預期，但仍有可觀的增幅，
反而市場更留意今日公布的3月份通脹數據。他預
期，大市短期內將繼續橫行，支持位及阻力分別為
23,500點及24,000點，即使 指能上試24,000點，但
除非港匯指數顯著轉勢走強，否則升幅難以持續。

保障房衝擊 內房股捱沽
內地推保障房，內房股全線捱沽，SOHO中國

(410)主席潘石屹表示，「十二五」規劃建設3,600萬
套保障房會令一半的內房公司，在未來兩三年內遭
淘汰。被淘汰的內房股將是實力較差，產品與保障
房相比在地理位置、產品質量和戶型上無甚差距的
公司。市場隨即看淡二線內房股，世房(813)、花樣
年(1777)與 大(3333)亦受牽連，股價跌超過3%，遠
地(3377)與龍湖(960)跌約2%。

農行來港發百億人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  農業銀行(1288)宣

布，將在香港發行不逾100億元人民幣債券，年期不
超過5年，票面利率則參照市場利率確定。至於發行
日期，農行表示將在取得相關部門批准，以及董事
會批准之日起24個月內發行，而該人債集資所得，
將作為發放人民幣貸款，補充營運資金及一般用
途。

內地再加息預期升溫
人民幣升值壓力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泰國和韓國央行相

繼於前日、昨日宣布加息，內地昨日發行的三個月
期央票利率走升，再加上人民幣中間價扭轉連跌兩
日的走勢，市場對人行再次加息的預期升溫。內地
加息預期升溫，令昨日內地A股及港股同告下跌。

繼前日泰國央行宣布加息後，韓國央行昨日亦宣
布加息25點子，這是兩家央行今年以來第二次加
息，而中國人民銀行於2月9日也已啟動今年首次加
息行動，將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調25點子至3%，與美
國聯儲局接近零的利率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

新鴻基證券外匯分析師Kenix Lai向彭博通訊社表
示，亞洲國家的加息舉措令投資者對內地加息的預
期再次升溫，中國將採取加息等更多緊縮措施，以
控制通脹，這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人民幣中間價扭轉兩日跌勢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昨日開出的人民幣兌美元中間

價為6.5713，較上日上升35點子，並扭轉了過去兩
日的跌勢。不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兌美元
詢價昨日收市報6.5747，較上日收市價則跌26點
子。

雖然本周人行透過在公開市場操作回籠資金重顯
效力，近四個月來首現淨回籠100億元資金，令人行
再調升存款準備金率的預期有所降溫，但由於三個
月期的央票收益率昨日意外走升，一時又惹起了些
許加息猜疑。昨日在公開市場發行的320億元三個月
期央票對應收益率上漲逾16點子至2.7944%，但在二
級市場銀行間債市央票到期收益率曲線顯示，三個
月期央票最新收益率為2.5623%。

三月期央票收益率升惹猜疑
不過，對貨幣市場指標作用更強的一年期央票發

行收益率目前暫維持穩定，因此雖然本周央行回購
利率及三個月期央票收益率均走升，但業內人士認
為，此輪利率調升主要仍是為了恢復公開市場功
能，具體是否為加息前兆，關鍵要看下周一年期央
票動向。

李小加表示，港交所沒有能力去構建一個「帝國」，但
希望在能力、資產類別和流動性等方面發展。他又說：

「遊戲還沒有結束，可能還會有新的配對，誰知道會發生
什麼呢。所以我們保持密切關注。在某個時點，我們可
能會考慮一些事吧。」

結盟重點擴大交易及能力
港交所主席夏佳理曾表示，在商品期貨領域作聯盟或

併購時，將考慮洲際交易所的模式，並考慮與上海及深
圳交易所進一步合作，但目前的監管使這種安排很難進
行。

對於和黃(013)以商業信託形式分拆港深碼頭在新加坡
上市，集資額逾452億元，是為當地歷來最大集資額新
股，由於香港未有商業信託形成上市的安排，故被指失
先機。李小加表示，港交所正在做技術上的研究，希望
在未來能找到合適的方式，使這產品也能推出市場。

李小加稱，目前未有具體內容可公布，而過去是因法
律問題，沒有制定商業信託的上市辦法，若日後落實商
業信託上市的話，仍要保留保障投資者的條款，包括要
求發行人持有信託50%權益等規定，但他強調，港交所
不一定要跟隨其他交易所做法。

商業信託上市門檻不能降
證監會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何賢通日前表示，港交所

上市科主管狄勤思正研究有關商業信託的事宜。何賢通
稱，商業信託若採用海外商業信託法成立，在港上市

時，可在上市規則等施加規定，令其管治水平符合本港
要求。

商業信託的單位持有人，享有信託利益，但一切管理
運作均由信託管理公司負責，單位持有人難以過問，這
與股東所擁有的權益不同。新加坡的商業信託法為人詬
病之處，是撤換信託管理公司須獲四分之三信託單位持
有人投票通過，所以和黃只需持有25%的權益，便可完
全控制有關信託基金，其他單位持有人的票數不足以撤
換信託管理公司。

何賢通直言，僅以25%權益便能控制整個商業信託的
做法，是不可以接受，本港在制定有關架構時，會將有
關水平提升至五成。目前交易所僅可接納房地產信託基
金上市。港交所發言人強調，有關商業信託的成立及營
運，須充分保障投資者、確保訊息披露及企業管治等條

例去進行，目前難以確定時間表。

研吸更多內地投資者來港
對於港股延長交易時間已經4天，李小加稱很難就4天

的結果，去評論延長交易的成效，但他相信，延長交易
時段是全球大趨勢，除了延長交易時段外，該所為吸引
更多內地投資者來港，本港金融市場的基建將繼續調
整，以適應內地投資者。

至於港交所此前宣布將於下半年推出的「人證港幣交
易通」，李小加指出，在交易通系統下，一些銀行需要承
諾一定的人民幣額度，而兌換價格則按照市場進行。這
樣，人民幣計價IPO就可以正常運作，而不是淪為二等
交易。他並指出，目前已開設人民幣戶口的券商，佔整
體市場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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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交易所之間併購，
除有助增加交易所本身的證券產品交叉銷售生意
之外，還牽涉諸如「金融中心地位」等國家戰略
及政治層面的問題，要合併的阻力也頗大，如加
拿大的大銀行，就反對倫敦證券交易所收購多倫
多證交所(TSX)母公司TMX Group。

擔憂外國人插手加金融市場
據路透社消息，加拿大道明銀行、帝國商業銀

行、國家銀行以及豐業銀行，正計劃發表一封公
開信，反對多倫多和倫敦股市的合併計劃。他們
認為合併意味 加拿大機構被外國公司收購，會
導致加拿大人失業及加拿大的頂尖人才流失到英
國。安省和魁北克省的官員也對外國人插手加拿
大金融市場表示擔憂。但分析員認為，加拿大4大
銀行反對TMX與倫敦交易所合併的計劃，深層的
原因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保護。

分析指反對因保護自身利益
有財經界人士指出，合併後多倫多股市會變得

更大，會對六大銀行所經管的阿爾法證券市場
(Alpha Group)不利。如果合併計劃完成，銀行對加

拿大證券金融市場的控制力下降，分析認為，這
是四大銀行反對合併的主要原因。阿爾法的首席
執行官則稱，合併將導致更多的決策在加拿大境
外作出。蒙特利爾銀行和皇家銀行表示不會簽署
公開信，這兩家銀行分別是合併雙方的顧問。

有加拿大官員表示，銀行有權在兩大證交所合
併問題上提意見，但加拿大將基於外商投資法律
規定原則，對是否批准合併案做出最終決定。惟
分析人士指，加拿大銀行的反對也可能讓合併計
劃受阻。按加拿大投資法規定，多倫多和倫敦股
市合併計劃，必須經過多個省級監管機構和聯邦
政府的批准。

問題關鍵非主控權而是監管
剛於去年11月辭去聯邦部長一職，出任帝國銀

行(CIBC)行政總裁的潘提斯表示，TSX和倫敦交易
所合併，最主要的不是主控權問題，而是監管問
題。加拿大的金融監管制度幫助該國安全渡過08
年金融危機，合併必須確保TSX不要搖身一變成
倫敦交易所或紐約交易所。根據合併建議書，倫
敦交易所將持有合併公司55%股份，合併公司的行
政總裁必須駐紮倫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太古集團昨日公布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錄得股東應佔溢利382.52億
元，較09年同期增長74.7%。但若剔除非經常性項目的影
響後，股東應佔溢利僅為110.99億元。其中A股（0019）
每股盈利25.42元，派末期息2.5元；B股（0087）每股盈
利為5.08元，派末期息50仙。集團主席白紀圖表示，關於
分拆太古地產上市計劃，管理層一直在進行研究，但短
期內未有更多消息公布。

地產業務多賺23%  料租金增長升
在五大主營業務方面，期內航空、地產和貿易及實業

業務均取得不俗業績。地產部門的基本溢利為48.62億
元，同比上升23%。貿易及實業部門的應佔溢利亦增長
22%，至4.27億元，其中太古資源及太古汽車溢利均大幅
上升。航空業務亦受益於國泰業績勁增，期內集團應佔
國泰溢利為50.79億元，增長逾2倍。另外，集團亦暫無計
劃私有化港機工程（0044）。

至於本港業務，執行董事郭鵬指去年租金收入僅增長
6%，遜於市場平均表現，主要是由於寫字樓租約為每3
年簽1次，2010年的合約大部分是在07年高峰期時簽的，
當時本港寫字樓租金水平較高，故導致去年的升幅不及
大市，但他相信今年本港商用物業市場需求會保持強
勁，集團續租的租金增長亦會勝過去年。

看好內地需求 拓展計劃無變
太古今年初宣布與金寶湯公司簽訂協議成立合資公

司，其進展受到外界關注。白紀圖昨日於業績會上回應
稱，該合資公司可拓展內地業務，對其前景看好，但目
前討論投資金額等問題「言之尚早」。

郭鵬則表示，現時要在內地發展業務，不僅地價較前
更昂貴，取得地皮亦更困難，但他強調，內地市場的需
求仍旺盛，故未有改變拓展內地主要城市業務的計劃。

瑞士寶盛增推人幣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美玉）本港人民幣離岸市

場發展潛力大，私人銀行瑞士寶盛亦擬分杯羹，擴大
該行人民幣產品，並已就搶攻市場取得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QFII)牌照，金額則仍待審批。該行投資方案
部門環境副主管董事總經理何祖光預期，本地人債市
場規模可於未來12個月增加5倍以上。

該行現可為客戶提供一系列人民幣產品及服務，包
括兌換服務、往來及定存賬戶、結構產品，而人民幣
計價基金亦在不久前推出，主要投資本港的點心債
券，其資產總值約1.35億美元，另何祖光估計，以人
民幣計價的新股亦將會在本港上市。

此外，何祖光指瑞士寶盛是唯一持有QFII牌照的外
資私人銀行，申請額度為2億美元，正待有關方面審
批，為投資內地A股及債市做好準備。

環球交易所新近併購事件
2010.10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出價83.5億澳元，收購澳

洲證券交易所

2011.02 倫敦證券交易所同意支付19.4億英鎊購買加
拿大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2011.02 德國證券交易所同意以95.3億美元收購紐約
泛歐證券交易所

2011.03 東京證券交易所和大阪證券交易所從昨天
針對2012年整合運營開始進行協商

■ 白 紀 圖
稱，關於分
拆太古地產
上市計劃，
管理層一直
在 進 行 研
究，但短期
內未有更多
消息公布。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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