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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季工商舖登記減36%

投資者1100萬購深灣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今年環球金融表現波
動，令投資者入市態度轉趨審慎。本港今年第三
季工業樓宇、商業樓宇及舖位買賣合約登記錄得
3,104宗，涉及金額258.2億元，分別創9季及6季以
來新低。

上季宗數9季新低
中原地產資料顯示，第三季工業樓宇、商業樓

宇及舖位買賣合約登記錄得3,104宗，創2009年第
二季錄得2,478宗後9季以來新低，按季下降
36.2%；金額方面，工商舖買賣合約登記總值258.2
億元，是2010第一季錄得234.02億元後6季新低，
按季下降34.6%。

中原地產研究部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今年第
三季登記數字為新低，反映今年6月至8月環球金
融不穩及本地政府收緊按揭，拖累期間整體工商
舖交投減少。當中工商舖三大類型的登記宗數均

低於今年第二季，按季均下跌介乎30%至40%，跌
幅頗為顯著。

他指出，今年第三季舖位買賣登記數字按季跌
幅較為顯著。在今年第三季，舖位買賣合約登記
錄得963宗及92.6億元，均創2009年第二季錄得893
宗及80.56億元後9季以來新低，較今年第二季的
1,583宗及174.75億元下降39.2%及47%。

其他類型方面，第三季工業類型買賣登記錄得
1,479宗，創6季新低，按季降34.2%；登記總值
75.02億元，是4季以來新低，按季降25.5%。商業
類型樓宇買賣登記得662宗，創9季新低，按季降
35.9%；登記總值90.58億元，創6季新低，按季降
24.2%。

大額個案方面，期內最高登記金額的工商舖登
記個案包括：灣仔軒尼詩道188至190號偉興大廈全
幢，成交價2.68億元及黃竹坑香葉道2號One Island
South中層全層，成交價2.54億元。

工廈車位買賣3連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工廈車位需求下降，今年第三季

工廈車位買賣登記錄得69宗，環比25%，宗數連跌3季，累

跌59.2%，創7季新低；金額方面，買賣登記總值0.58億元，

創6季新低，按季下降45%。

中原地產研究部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登記宗數及金額均

創新低，反映6月至8月間工廈車位市況處於偏低水平，交投

相對淡靜。期內高額登記個案包括，田灣漁豐街3號大洋中

心一籃子車位，成交價600萬元、荃灣柴灣角街83至93號榮

興工業大廈一籃子車位，成交價328萬元以及荔枝角青山道

481號二車位，成交價230萬元。

按金額分類統計，各金額類型的登記宗數及金額均錄得按

季下降。100萬元以上類型錄得12宗及0.23億元，按季下降

14.3%及62.9%；50萬元至100萬元類型錄得37宗及0.27億

元，按季下降7.5%及8.7%；而50萬元以下類型有20宗及833

萬元，按季下降47.4%及42.9%。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高級市場部經理衛
德倫表示，內地推行自由行計劃，內地旅
客消費力驚人，令不少國際品牌紛紛進入
香港零售市場。第四季會是商舖租務市場
最旺的日子，理由是迎合聖誕節及農曆新
年等大型節日，吸引零售商及散戶以短租
形式租用人流量較多的地區商舖，租金方
面有機會隨之而起，直接令租金回報率有
所上升。

呎租季內料升近半成
他預期，11月及12月的租務市場宗數會

創年內紀錄，呎租會有近5%升幅。呎價
方面會與第三季同期比較造價接近，買賣
宗數預計有3%升幅。

其他商業樓宇方面，寫字樓租售氣氛皆
受惠於施政報告利好帶動，吸引不少國際
跨國企業公司選擇進駐九龍灣、觀塘等新

核心商業區「CBD2」，導致該區客戶查
詢個案大增。衛氏指出，一手市場方面由
於多項新盤屬遠期樓花，令投資者多了一
條出路，亦因為早 先機的投資者能在現
市況回暖下有所獲利及長遠投資。此外，
乙級商廈料會跟隨甲級商廈同時造好，呎
價預期橫行，成交宗數得到保持。

東九龍全幢交投看升
他預期，未來東九龍的樓面面積大大擴

展，可以紓緩傳統商業區的低空置率問
題，同時帶動東九龍甲級寫字樓的租金有
穩定升幅，亦有助提升收租回報。而中環
及金鐘鄰區第四季成交宗數較為平穩，租
金會有2%升幅。東九龍區的呎價及宗數
則會明顯上升7%及5%。

工廈物業方面，受惠施政報告落實加快
發展東九龍及活化工廈等多項政策。馮氏

預料，東九龍包括觀塘、九龍灣及新蒲崗
一帶工廈及寫字樓會交投即時回升，投資
者入市意慾加強，全幢物業交投量在第四
季會有顯著上升。一手新盤如敬業街55

號、海盛路3號、海豐路11號等勢必提
價，他估計，工廈物業成交宗數會按季上
升8%，呎價按季上升3%，全幢工廈買賣
宗數有機會有雙位數字記錄。

中小住宅新盤內地客佔成交4成
二手市場佔近12%  多作自住用途

迎聖誕新年商舖短租旺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研究部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今年第3季一

手中小型住宅市場，已知內地個人買家比例，佔金額39.7%，佔宗數

36.2%。二者均為有紀錄以來的新高，又是首次達到三成半以上的水

平。並且，第三季金額及宗數比例按季跳升9.1及7.7個百分點，第二

季跳升10.0及9.5個百分點。數字連續二個季度大幅跳升，幅度直追

一手豪宅市場。因為一手市場豪宅化，中小型住宅新盤亦

包裝成豪宅，以吸引本地及內地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踏入10月，香港股市走勢向好，對消費市

場有正面影響。利嘉閣(工商舖)認為，為迎合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等大

型節日，零售商及散戶會以短租形式租用人流量較多的地區舖位，租

金方面有機會隨之而起，直接令租金回報率有所上升。本港

整體第四季商舖買賣宗數及呎租料有3%及近5%升幅。

近年來，內地買家成為本港
樓市新貴，主攻新盤市場，購
買力毋庸置疑。有內地買家選
擇一次過全數支付樓價，但亦
有部分內地買家選擇申請按揭
貸款。究其原因，此類買家並
非缺乏資金，不過從投資角度
而言，趁低息環境申請按揭貸
款，提升投資的槓桿比率，加
大投資額以賺取更高回報，亦
是另一種投資方式。

新盤續獲垂青
為防止市場過度借貸，金管

局於6月推出的收緊按揭措
施，不但提高本地買家的入市
門檻，亦間接增加內地買家的
入市成本。現時內地買家申請
按揭的比例雖然已有所放緩，
但仍屬活躍水平，以日前開售
的九龍塘豪宅新盤為例，據悉
吸引不少內地買家垂青。

根據經絡按揭轉介數字顯
示，內地買家的按揭比例自08
年起穩步上升，及至本年第2
季，該比例更高達13%。至於
按揭成數方面，08年至09年期
間，當時逾半數內地買家選擇
6成至7成按揭，但直至09年
底，豪宅物業按揭多次收緊
後，該類買家的按揭成數亦隨
之而下降，最新第三季選擇6
成至7成按揭的比例已跌至不
足2成半。

事實上，金管局6月推出5項收緊住宅樓按
措施，當中包括按揭貸款人主要收入並非來
自香港，最高按揭成數需按標準下調至少1
成，以及按揭貸款申請人以資產淨值為依
據，則最高按揭成數下調至4成，此舉無疑削
弱內地買家入市的槓桿比率，加上外圍市況
存隱憂，對買家入市信心亦構成影響。經絡
按揭轉介數字反映，內地買家的按揭比例由
本年第2季高位的13%回落1.6個百分點至第3
季的11.4%，儘管如此，數字仍穩守雙位數字
水平，可見內地買家依然活躍。現時多個發
展商正密鑼緊鼓推售旗下新盤，料本季焦點
將集中一手市場，若銷情理想，有助帶動整
體樓市氣氛。

劉圓圓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

內
地
客
比
例
保
持
雙
位
數

■業界表示，本港第四季會是商舖租務市場最旺的日子。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將軍澳天
晉開價以來，整體已經接獲逾540個查
詢，超額近10倍。為配合天晉明日開
售，以登記先後為揀樓次序，新地決
定同日開放示範單位予公眾參觀。

天晉預留消息甚囂塵上，新地代理
執行董事雷霆昨日於記者會時表示，
項目未有預留，首批50個單位於本周
六下午開售，周日可公佈銷情。同時
位於中環國際金融中心示範單位及交
樓標準示範單位決定同日開放予公眾
參觀。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陳漢向補充，
首批價單中，「天鑽泳池屋」獲多於
10個有興趣買家登記，而「空中花園
大宅」則接獲超過30個登記；其餘48

個「天晉至
尊 」、 「 頂
級四房」及

「天晉大宅」
共 獲 得 逾
5 0 0 個 登
記，當中包
括 內 地 買
家，及於九
龍東及港島
東上班的買家查詢。本周六開售時，
以登記順序作為揀樓次序，而每種面
積單位登記次序均有不同。

他又表示，由於同區無大單位供
應，故不存在競爭。至於加推單位，
會參考首批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基於市
場反應良好，嘉華於香港仔的「深灣9號」
加推10伙，平均呎價2.22萬元 ，較上一
張價單高出約2%至3%，最快周日揀
樓。

加推10伙 呎價2.22萬
嘉華國際營業及市場策劃董事陳玉成

表示，旗下南區「深灣9號」至今預留及
成交共套現80億元，其中昨日售出14
伙，套現6.5億元。

他指出，現時該盤已推275伙，並售出
近90%。他指出，調整今年銷售目標至
100億元，並預料會於今年內推出頂層複
式及花園洋房兩個特色戶，其中頂層複
式意向價1.6億元。

傳劉嘉玲王菲做鄰居
他透露，有兩名本港藝人購入該項目

的一對單位，包括11樓A及12樓A，相信
為藝人劉嘉玲及王菲。早前，有「撈底
王」之稱漫畫家馬永成亦有參觀該盤示
範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位列
全港第二貴屋地的李兆基家族山頂
白加道35號，上月獲屋宇署批出圖
則，可興建3幢4層高(連1層平台)的
大屋和1幢1層高管理員宿舍，總樓
面約2.69萬呎，平均每幢大屋超過
8,500呎。白加道屋地去年5月由李兆
基家族私人斥18.2億元購入，並表明
供家族居住，樓面地價高達6.83萬
元。

會德豐種植道1號建20幢洋房
此外，會德豐一直持有收租的山

頂種植道1號，亦獲批出圖則。地盤
現址有4幢低座豪宅，提供48伙，面
積由1,768至4,360呎。新圖則准建20
幢4層高洋房(連1層平台)，住用樓面
約9.07萬呎。其他獲批則豪宅，包括
科達集團淺水灣道111及115號，准
建1幢27層高分層住宅，住用樓面達
13.73萬呎。著名富豪慈善家余彭年
九龍塘根德道5號養和護老院批建4
幢4層高(連1層地庫)的物業，住宅樓
面約9,532呎。

新地香粉寮地建4幢30層住宅
屋宇署9月共批出38份建築圖則，

其中不乏大型住宅項目，如新地獲
批出大圍香粉寮地皮圖則，准建4幢
26至30層高(連2層地庫)的分層住宅，
住用樓面約52.1萬呎。同系去年6月
以109億元投得的何文田佛光街與忠
孝街交界地皮則獲修訂圖則，總樓
面86.9萬呎不變，建9座洋房減至7
座，2幢原本26層高住宅改為25層。

信置筲箕灣興民街68號海天廣
場，准建1幢33層高(連2層地庫)商住
物業，總樓面約8.45萬呎。資本策略
銅鑼灣伊榮街1至5號JIA酒店，批建1
幢24層高(連1層地庫)商廈，樓面約
6.91萬呎。百利保等持有的上環文咸
西街及永樂街地盤，批建1幢32層高
酒店，樓面約5.64萬呎。

黃良昇指出，第三季二手中小型住宅
市場，已知內地個人買家比例，佔金額
11.7%，佔宗數9.6%。相對於一手市
場，所佔份額明顯較低，只有一成，不
足以左右大市。第三季佔金額及宗數比
例按季升1.4及0.9個百分點，第二季升
2.3及1.9個百分點。按季升幅相當緩慢，
反映二手中小型住宅不是內地買家的主
要目標。再者，其中頗多買家應為長居
香港的內地人，買二手樓作自住用途。

二手樓掃嘉湖最多 海逸金額居首
今年首三季，已知內地個人二手買家

宗數較多的大型屋苑有：嘉湖山莊68

宗，1.48億元；柏慧豪園62宗，1.73億
元；海濱南岸56宗，3.06億元。已知內
地個人二手買家金額較多的大型屋苑
有：海逸豪園4.22億元，48宗；嘉亨灣
4.14億元，44宗；太古城3.87億元，50
宗。

內地客845萬買凱旋門收租
他表示，今年第3季內地個人買家仍然

高度集中於本地豪宅市場。一手豪宅佔
宗數及金額五成及五成半，二手豪宅佔
宗數及金額各三成。一手中小型私人住
宅佔宗數及金額三成半及四成，而二手
卻低至各一成的水平。

另一方面，世紀21日昇地產蘇偉傑表
示，九龍站凱旋門映月閣中層E室，面
積528方呎，1房間隔，座向東面，望市
景，剛以845萬元易手，平均呎價16,004

元，屬市價成交。
據悉，買家為內地客，購入物業作投

資收租之用。原業主於10年7月以745萬
元購入，持貨1年獲利100萬元或13.4%。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盧鏡豪表示，該行新近促成
鴨 洲深灣軒3座高層H室成交，該單位面積957平方
呎，擁三房半間隔，享全海景，連租約出售，成交價
1,100萬元，平均呎價約11,494元，屬市價成交。買家為
投資客，作長線收租之用，現月租27,000元，租金回報
約3厘。原業主則於2008年3月以905萬元購入，獲利195
萬元或22%。

■天水圍嘉湖山
莊成為內地客主
要 購 入 對 象 之
一。 資料圖片

■嘉華國際陳玉成(右)表示，深灣9號今
年銷售目標調升至1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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