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繼08年後，內房企業
再度高呼「現金為王」，綠城中國(3900)承認，今年銷售
難以達到55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全年目標，公司期望
用一至兩年時間「少買地，多賣樓」，減低負債。相對
地，處於淨現金的中渝置地(1224)，及淨負債對權益比
率僅9.6%的建業地產(0832)則表示，有充足「彈藥」買
地，加快公司發展。

壽柏年：「不買地，資金無問題」
綠城中國淨負債率由去年底的132%增至163.2%，總

資產負債比率亦高達87.7%，常務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壽
柏年解釋，主要由於今年銷售在調控下面對困難，為
應付財務壓力，貸款亦相對增加所致。截至7月，綠城
合約銷售金額僅約223億元，壽柏年承認，今年賣樓達

標「有困難」，公司目前以全年400億元銷售來作財務安
排。但他強調，「如果不買地，資金沒有問題。」綠
城目前土儲約4,069萬平米，壽柏年稱「3至5年不買地
都夠用。」

為應付調控，綠城亦將今年新開工量，由487萬平米
大幅減少至266萬平米，壽柏年指，未來兩年內銷售項
目均已動工，對未來銷售不會有影響，相信隨 樓市
復甦，動工量可以很快恢復。雖然情況嚴峻，但他認
為目前情況較08年為佳，市場有錢，只是受制於調控
而成交減少，壽柏年相信，隨 保障房陸續竣工交
付，低下階層住屋問題得到紓緩，調控將會放鬆。

建業地產未來會積極投地
笑指上半年環境「非常好」的建業地產首席執行官

王天也稱，公司資金充足，未來會積極投地，
公司上半年以29億元買地，料下半年可投入買
地資金約18億元。不過，王天也稱不少大型房
企進入二、三線城市，河南近期有出現個別

「搶地」情況，公司新購買土儲平均樓面地價
亦增至每平米1,000元，較早前的均價700元有
大幅增長，對公司會構成一定壓力。但他強
調，作為河南本地發展商，仍有一定優勢，長
遠希望將公司在河南的市佔率由目前的6%增
至10%。

中渝：可動用逾30億買地
截至6月底持有約66億港元現金的中渝置地副

主席林孝文亦表示，目前地價偏軟，不少地皮
出現流拍，是買地好時機，公司下半年可動用
買地資金約30億至40億元，主要仍位於西南地
區，亦不排除在西安尋找土儲。對於調控，他
認為重慶已有房產稅，而且樓價並不算過高，
出現限購的機會不高，公司截至6月銷售32.44
億元，對完成全年75億元銷售目標仍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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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城承認今年銷售難達標

國航新燃油對沖合約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國航（0753）副總裁樊澄昨日於業

績會上預料，今年下半年油價仍將在高位運行，對行業造成較大

影響，亦將增加公司經營成本壓力，公司會以提升燃油成本效率、

使用較省油的飛機等方式應對。他又透露，公司目前未有

新的燃油對沖合約，但長遠而言仍將啟動對沖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上海上市的
保利房地產，上半年淨利潤27.95億元(人民
幣，下同)，增長71.74%，每股盈利0.47元。
期內公司錄得簽約銷售金額395億元，簽約
面積341萬平米，同比分別增長81.4%及

27.6%，銷售均價每平米11,575元。
保利指，公司以滿足剛性需求的中

小戶型為主，比率達80%，亦加大寫
字樓、商舖等，使銷售可以保持。另

外，期內毛利率亦增長7.5個百分點至
40.7%，公司稱，主要由於廣州保利中環廣
場及北京保利西山語等高毛利率項目結算所
致。截至期末，公司現金約176億元。

盛核心盈利4億增長9.4%      
盛地產(0845)股東應佔利潤9.33億元，增

長154.7%，每股盈利0.12元，增加140%，不
派中期息。若扣除投資物業重估等影響，核
心盈利4億元，增長9.4%。截至6月底，公司

現金57.55億元，較去年底略低，資產負債比率則由
53.7%增至69.6%。

盛行政總裁程立雄稱，面對限購令擴大趨勢，定
價有一定壓力，但仍要視乎情況而定是否減價，他又
強調，公司大部分在售項目城市已執行限購措施，限
購令擴大相信不會對公司帶來太大影響。公司副總裁
兼首席財務官姜永進則指，公司下半年推售項目約19
個，涉逾260萬平米，預料銷售收益約80億元，而全年
土地及建築成本則分別約15億元及35億元，資金沒有
壓力。

盛高置地少賺65%不派息
另外，盛高置地(0337)上半年股東應佔利潤大挫65%

至1.05億元，每股盈利0.1元，不派中期息。公司負債
比率則約107%。

人民幣兌美元再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投資者預期美聯儲或採取新的經濟刺

激舉措，令國際美元走勢承壓。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
最新數據顯示，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升破
6.39，以6.3883再創匯改以來新高；同時跟隨中間價的
升勢，期匯價收盤創匯改以來新高，報6.3810人民幣兌
一美元，較上日收盤價升58點子。

除上述因素外，市傳人民銀行計劃將規模龐大的保
證金存款納入準備金上繳範圍，意味 大量資金將被
凍結，令國內資金價格和市場利率走高，美元兌人民
幣掉期貼水收窄。

路透社引述銀行交易員稱，二次匯改以來，人民幣
兌美元升值幅度接近7%，預計月底前即期匯價可能會
維持目前水準附近震蕩。

外資基金不看好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會計師行羅兵咸永道發布對中國

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的調查顯示，監管條例約束和分銷
渠道有限，制約了這些公司擴大市場份額和資產管理
規模，而來自本土公司的競爭加劇令外國同行雪上加
霜。

路透引述該行公司資產管理組亞太區主管金廣明
(Robert Grome)表示，2007年進行第一次調查時，還對
中國基金管理行業的前景頗為樂觀，但時至今日這種
樂觀情緒已經減少。該行於2011年4-6月期間在北京、
上海、深圳和香港對30家合資基金管理公司進行調
查。結果還顯示，大多數外國基金管理公司最看重的
是資產管理規模的增長。2010年，本土公司的市場份
額為53%，資產管理規模達1.321萬億元人民幣；外國
資產管理規模為1.176萬億元，市場份額為47%。

人才短缺問題凸顯
另外，受訪者首次把人力資源管理列為一個主要的

憂慮，隨 產品範圍擴大和多樣化，人才短缺問題亦
凸顯。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內地共有合資基金管理
公司36家，內地基金管理公司26家。幾乎70%的受訪者
預計未來將有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這一市場中撤離，
並預計，三年後市場上將有約45家合資基金管理公
司，有超過50家內資基金管理公司。

內地公募基金半年虧130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受累於年初至今

的股市震盪，公募基金表現亦差強人意。內地專業證
券投資諮詢機構天相數據29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內地
61家基金公司的763隻公募基金(分級基金合併計算)上半
年巨虧1,254.33億元（人民幣，下同），僅有貨幣市場基
金和保本基金保持盈利。與此同時，受換手率大幅降
低影響，券商佣金收入亦同比下降近5%至27.13億元。

數據顯示，上半年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分別虧
損789.45億元和478.55億元。其中，股票型基金平均單
隻虧損1.48億元，混合型基金平均單隻虧損1.44億元。
債券型基金和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QDII)基金則分別虧
損6.01億元和5.66億元。

管理費149.22億創新高
不過，在基金近乎全行業虧損的背景下，上半年基

金公司共收取管理費仍同比略增0.35%，達149.22億
元，並創出歷史新高。統計顯示，股票型基金和混合
型基金分別貢獻管理費78.69億元和47.14億元。

樊澄表示，公司目前有部分對沖合
約在手，均是前兩年舊有合約的延
續，將在今年11月全部結束。他稱，
今年上半年對沖收益約8000萬元（人
民幣，下同），但現時並未簽訂新簽合
約，主要是因為近期油價波動性太
大，並非對沖的好時機，另外08年金
融海嘯後監管部門亦對對沖作出了嚴
格規定。但他強調，為了保持成本穩
定，長遠仍有需要作對沖，公司已向
監管部門提出申請並得到了批准。

舊合約11月將全部結束
客運業務方面，樊澄指內地和國際

市場的運力投放會根據需求作出調
整，上半年內地市場投放運力增長約
4%，而國際市場投放增長約11%。他
稱，由於7-9月是內地市場的傳統旺

季，預計公司的投放幅度將較上半年
為多，但長期策略仍會將較大比重投
放於國際市場。

至於貨運，樊澄坦承，由於歐美經
濟仍存在不確定性，服裝等商品的訂
單有下滑趨勢，相信下半年的貨運市
場仍持續低迷，難以重現去年同期的
強勢。但他同時指出，內地市場的基
本需求仍強勁，特別是對高新產品如
iPhone、iPad等的需求不斷增長，故預
計下半年表現將較上半年有溫和上
升。他並指出，公司與國泰（0293）
組成合資公司拓展貨運市場，較其他
航空公司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下半
年仍可保持該優勢。

不贊同歐盟徵碳排放稅
在被問及高鐵帶來的沖擊時，樊澄

表示，高鐵啟航後對北京至上海部分
航線有壓力，該趨勢目前依然存在，
雖然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後，若干航班
有較強的恢復，但相信旅客分流的現
象將會是長期的過程。但他稱，工商
旅客受影響的程度不大，又認為高鐵
與民航最終將達至「空鐵聯運」的雙
贏局面。

樊澄又再次強調，不贊同歐盟單方

面實施碳排放徵稅，認為該措施不能
達到全面節能減排的效果，但由於該
措施尚未有真正的實施時間表，故公
司已預先制定收費預測表，以評估該
徵稅帶來的影響，另外亦會預先做好
炭交易市場前期的準備功夫。

國航日前公布，上半年股東應佔溢
利倒退12%至40.55億元，每股盈利0.33
元，不派中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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