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市場關注內地貸款質
素，以重慶為重心的重農行(3618)單在第三季已作出2.4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資產減值損失，為核銷呆賬貸款
後計提撥備。該行董事長兼執行董事劉建忠昨接受訪
問時表示，冀年底將該行的不良貸款率，由截至9月底
的1.79%，進一步降至1.5%。重農行昨日升4.9%，收報
3.64元。

劉建忠料全年多賺四成
重農行首3個月錄得盈利32.9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7.62%，劉建忠表示，全年盈利應可錄得四成按年增
長。

另外，劉建忠又表示，冀最終可將不良貸款率壓低
至1%，甚至更低的水平，而今年底前應可降低至1.5%
至1.7%。對於市場關注的地方融資平台貸款，目前該
行有關貸款餘額為56億元，佔該行整體貸款的6.9%，

劉建忠指有關貸款均有土地作抵押，並有足夠現金流
覆蓋，信貸質素理想。

房地產貸款還款有保證
至於，房地產相關貸款總共430億元，其中貸予開發

商的達85億元，劉建忠指出借款者均為重慶當地前列
的房地產開發商，還款能力有所保證；該行之前進行
壓力測試，倘若重慶樓價下挫50%，該行不良貸款率
將會升至5.5%。至於涉及中小企業的貸款，則佔上該
行整體貸款的50%，劉建忠強調重慶當地企業營運非
常正常，發展情況良好，未有出現如溫州的中小企倒
閉情況。

截至9月底，重農行新增貸款達197億元，劉建忠坦
言「第四季仍有一定的信貸投放，全年計肯定不止200
億元」，又透露明年的貸款增速不會低於今年。

就中銀監早前引入巴塞爾三資本協議之《商業銀行

資本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假如將來全面實施，
劉建忠指面耗用額外的250億元資金；副行長隋軍補
充，該行的資本充足率將會下降1.83個百分點，核心資
本充足率則將下跌1.25%；截至9月底，有關比率分別
為15.75%及14.5%。

建行按季多賺1.2%  表現對辦
首三季純利1392億超去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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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20019.24 +330.54 +1.68 
滬深300指數 2709.02 +51.54 +1.94 
上海A股指數 2590.57 +39.52 +1.55 
上海B股指數 253.58 +5.18 +2.08 
上證綜合指數 2473.41 +37.80 +1.55 
深圳A股指數 1085.26 +23.67 +2.23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10.20 +18.69 +3.16 
深證成份指數 10561.99 +238.71 +2.31 
東京日經225指數 9050.47 +123.93 +1.39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616.06 +50.85 +0.67 
首爾綜合指數 1929.48 +7.44 +0.39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905.72 +58.15 +2.04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411.42 +7.55 +0.17 
新西蘭NZ50 3325.60 +22.13 +0.67 
雅加達綜合指數 3829.96 +16.96 +0.44 
吉隆坡綜合指數 1481.82 +10.89 +0.74 
曼谷證交所指數 973.18 +13.01 +1.35 
馬尼拉綜合指數 4333.72 +66.22 +1.55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36)
紐約道瓊斯指數 12195.99 -12.56 -0.10 
納斯達克指數 2733.11 -5.52 -0.20 
倫敦富時100指數 5700.06 -13.76 -0.24 
德國DAX指數 6329.37 -8.47 -0.13 
法國CAC40指數 3349.50 -19.1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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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農行冀年底不良貸款率1.5%

農行增長勁 工行最賺錢
四大行首三季表現(人民幣)

工行 建行 農行 中行

淨利息收入 925.83億元 773.04億元 786.34億元 570.87億元

按年變幅 +18.17% +20.07% +26.19% +16.65%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245.04億元 211.21億元 176.88億元 158.53億元

按年變幅 +38.64% +40.44% +52.84% +21.59%

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 76.64億元 61.28億元 137.42億元 39.5億元

按年變幅 -7.39% +113.59% +6.33% +226.18%

純利 543.59億元 461.87億元 340.9億元 297.88億元

按年變幅 +27.56% +16.17% +40.25% +9.4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下半年至今，建行

(0939)股價最多曾挫逾三成，大失股民所望。建行昨日

壓軸公布第三季業績，繼農行(1288)後成為另一家錄得

盈利按季增長的大行，純利按季微增1.2%至461.87億

元(人民幣，下同)，符合市場預期；亦與農行一樣，建

行首三季盈利已超逾去年全年所賺水平，共

賺1,392.07億元，按年升25.8%。

中遠洋盈轉虧
首三季蝕47.7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遠洋（1919）

公布按中國會計準則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9個月
業績，錄得股東應佔虧損47.77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去年同期的56.45億元盈利大幅倒退，
每股虧損0.47元。集團預期截至2011年12月31日
止年度淨利潤將出現虧損，主要是由於期內國際
航運市場持續低迷，特別是國際乾散貨航運市場
形勢嚴峻，導致經營業績受到了較大的衝擊。

國際航運低迷 料全年見紅
業績報告披露，2011年前三季度集裝箱航線貨

運量累計為513.18萬標準箱，較2010年同期增加
11.4%，集裝箱航線總收入下降11.7%至256.1億
元。前三季度碼頭業務總吞吐量為3,759.94萬標
準箱，較2010年同期上升16.2%。截至2011年9月
30日止，集團經營船隊包括155艘集裝箱船舶，
運力達66.06萬標準箱。同時，持有32艘集裝箱船
舶訂單（訂造及訂租），合計24.42萬標準箱。

另外，集團高層亦出現職務變動。自2011年10
月27日起，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魏家福改任為董事
長兼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馬澤華、孫家康及
徐敏傑改任為執行董事。

投資基金公會：
中國購歐債需評估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投資基金公會主

席程劍慧昨日出席一論壇時表示，儘管歐洲金融
穩定機制（EFSF）達成最後協議，決定通過擴
大規模來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目前歐洲各國亦尚
算意見統一，都表現出願意合作的態度。但她指
出，長遠而言，倘若要解決歐洲經濟問題，仍需
較長時間來解決，並且在未來適當時候，需要對
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規模是否足夠做出
反思和改善。

料歐債危機短期難解決
有指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期望內地能

夠購買歐洲政府債券，以援助歐洲解決債務危機
的說法，且認為推出的政府債券對於中國而言具
有一定的吸引力。對於是否真的決定購買歐洲資
產，程劍慧相信內地將評估其資產價值、升值潛
力，以及風險因素和投資回報等才能決定。

對於基金市場，程劍慧則認為，現時亞洲經濟
基本因素並無改變，其經濟增長表現優於其他地
區，近期已有資金流入新興市場，即使投資者仍
處於觀望態度，但其心態已有所改善。同時，對
於環球經濟不穩定，她認為主要是受投資者情緒
影響所致。

建行昨日升2.99%，收報5.85
元。

淨利息收入按季升4.36%
單從首三季純利跑贏去年全

年來看，建行表現絕不失禮，
其第三季淨利息收入仍能按季
升4.36%，淨利息收益率亦按季
升0.02個百分點至2.68%；但手
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卻按季下跌
13.85%，投資證券淨收益亦按
年大跌六成，故建行第三季經
營收入實較第二次輕微減少
4,500萬元，至1,005.71億元。

不良貸款餘額增12.25億
至於令建行第三季純利微增

的因素，主要是該行的貸款資
產減值未有再如第二季般大
增，上季貸款資產減值損失按
季跌三成至61.28億元，惟首三
季合計仍錄200.23億元，較去年
同期增54.17%。建行解釋，此
舉是考慮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及
政策環境對信貸質量的影響。
故該行減值準備對不良貸款比

率增至248.65%，較上季增3.97
個百分點。

建行的資產質素亦未見明顯
改善，未能如農行及工行(1398)
般維持不良貸款餘額及不良率

「雙降」趨勢，截至9月底，縱
然其不良率較上半年微跌0.01個
百分點至1.02%，但其不良貸款
餘額，卻較上半年增12.25億元
至646.42億元。

存款減少1.58%  差過中行
而建行面臨之存款流失情況

亦比中行(3988)嚴重，總計7至9
月間，建行共流失1,565.28億元
存款，跌幅為1.58%，中行則為
1.47%；建行之貸款總額，則較
上半年增3.28%，至6.34億元。
由於貸款增幅高於存款，令建
行 之 貸 存 比 率 由 上 半 年 的
62.07%，升至65.14%。

資本狀況則為建行挽回聲
譽，截至9月底，其核心資本充
足率增至10.57%，較上半年增
0.15個百分點，為四大內銀中最
高；資本充足率則為12.5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招商銀行
(3968)第三季業績優於市場預期，純利按季微
跌0.02%至97.88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
32.59%；今年首三季該行盈利283.88億元，
按年升37.91%，已超越去年全年257.69億元
的水平。季內招行資本狀況錄得改善，核心
資本充足率回升至高於8%的監管警戒線。招
行昨日升5.49%，收報16.92元。

核心資本率重回警戒線上
截至今年9月底，招行資本充足率和核心

資本充足率均較6月底時有所回升，前者上
升0.34個百分點至11.05%；後者重回8%監管
警戒線以上，上升0.29個百分點至8.1%。

招行之資本充足率一直處於行內偏低水
平，遂於7月中再啟動A加H股供股，每10股
供2.2股集資最多350億元，為繼去年4月供股
集資221億元後再向股東「提款」。該行已於
本月中收到中銀監的批覆，同意其A加H股
供股方案，有傳最快於下月展開供股程序。

貸款撥備覆蓋率達366.53%
外界關注內銀貸款會否轉差，9月底招行

不良貸款率較上半年下降0.02個百分點至
0.59%，但因應地方政府平台貸款及房地產
貸款的減值準備增加，該行首三季的資產減
值損失達55.73億元，按年大增87.07%；貸款
撥備覆蓋率因而按季再增18.12個百分點至
366.53%，為已公布業績的眾多內銀中最
高。

淨利息收入199億增逾8%
截至9月底，招行淨利息收益率為3.03%，

較上半年再提升0.04個百分點，季內淨利息收入按季升
8.44%至199.08億元。招行貸款及墊款總額為1.598萬億
元，按季增約1,031億元；但存款則錄輕微流失，7至9
月間流失了27.54億元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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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第三季業績概要
金額(人民幣) 按年變幅

淨利息收入 199.08億元 +37.05%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37.02億元 +32.56%

資產減值損失 15.09億元 +157.95%

純利 97.88億元 +32.59%

財務比率 比率 與本年第二季末比較

不良貸款率 0.59% -0.02個百分點

減值準備對 366.53% +18.12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比率

資本充足率 11.39% +0.34個百分點

核心資本充足率 8.1% +0.29個百分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建行第三季業績概要
金額(人民幣) 按年變幅

淨利息收入 773.04億元 +20.07%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211.21億元 +40.44%

客戶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 61.28億元 +113.59%

純利 461.87億元 +16.17%

財務比率 比率 與本年第二季末比較

不良貸款率 1.02% -0.01個百分點

減值準備對 248.65% +3.97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比率

資本充足率 12.58% +0.07個百分點

核心資本充足率 10.57% +0.15個百分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子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內銀股

已悉數公布第三季業績，論賺錢能力，

工行(1398)繼續領風騷，首三季共賺

1,638.4億元(人民幣，下同)，幾乎達到去

年全年1,651.6億元水平，為眾內銀之

冠。

而建行(0939)及農行(1288)的首三季盈

利，更已跑贏去年全年水平，而且是僅

有兩間錄按季盈利上升的內銀。但若論

收益增速計，則以農行前景最樂觀，第

三季盈利較次季升4.58%，按年更升達四

成，正式跑贏中行(3988)成為內銀三哥。

中行僅增9.43%  季績最差

中行則斯人獨憔悴，第三季純利僅按

年增9.43%，按季更倒退近一成。而截至

9月末，中行更持有歐洲債券折合約70.83

億元之多，形勢果真不容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余美
玉）美盛旗下Esemplia Emerging
Markets高級投資經理梁思湛日前表
示，內地企業尤其是金融行業的估
值處於非常吸引的水平，認為目前
是值得投資的好時機。

他說，內地地方平台融資、中小
企借貸難是現時主要的問題，惟這
些亦只是資金流動性問題，不是主
權問題。加之地方債佔整體債務的
10%，並不會有大的影響。

內銀資本率勝歐行
梁思湛表示，未來1年，歐洲大型

銀行或需要通過集資，來滿足一級
資本比率達9%的要求，但與之相
比，從內地銀行資金情況來看，部
分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已超過9%，
或達10%。

最近更有部分發展商為解決資金
問題而出售資產，他指出，小型開
發商因資金鏈問題而倒閉的情況很
正常，亦是市場競爭之結果。

港商外拓新選擇：波蘭土耳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尋找生意機會一
向都需要獨具慧
眼，看準具發展
潛力市場。港商
拓展內地業務，
發展新興市場亦
是一個外拓的選
擇。貿發局昨日

表示，波蘭及土耳其經濟發展迅速，對優質產品需求不斷
上升，值得港商考慮的新投資機會。

土耳其增長冠歐洲
貿發局經濟師陳永健指出，中歐及東歐市場比傳統西歐

的出口表現理想，波蘭及土耳其更是近年本港的出口首
選，僅次於俄羅斯及匈牙利。土耳其2002年至2010年平均
GDP增長達5.1%，去年更成為歐洲增長最快的地區。另
外，其人口眾多，約六成市民為35歲以下，是歐洲人口最
年輕國家。加上約20%家庭有3個以上小孩，陳氏認為，

新穎設計產品、服裝、嬰兒用品、環保產品等都有相當大
市場。

波蘭方面，他指出，也是歐洲及環球經濟危機中唯一免
疫的國家，亦是東歐的人口大國，加上歐洲國家盃等盛事
造就商機，其發展潛力強勁。目前，本港出口去波蘭的，
主要是電子產品、服裝、玩具，而出口到土耳其主要有電
子品及禮物飾品。

專營珠寶的嘉定珠寶公司表示，成功開拓東歐市場，選
擇波蘭是因為能更易踏足周邊國家市場，例如波羅的海三
國。其創作總監張定豪表示，波蘭顧客喜高質素產品，其
珠寶款式口味與義大利、法國設計相仿。但認為語言是最
大的挑戰，估計當地只有約20%人士懂簡單英語，在溝通
上有相當困難，故計劃與當地人合作。

貿發局明年雅加達設展
貿發局亦在多個中歐、東歐、東南亞地區舉行展覽，明

年3月將在雅加達舉行生活時尚展。該局更推出電子平
台，商戶可免費下載手機App來瀏覽參展商名冊及產品介
紹雜誌。另外亦有多個收費項目來助合作商戶增加展覽及
向買家曝光的機會。

■建行第三季純利461.87億元，按季增1.2%，符合市場預期。首三季盈利則為1392.07億元，按
年升25.8%。 資料圖片

■重農行董事長兼執行董事劉建忠期望，該行不良貸
款率最終可降至1%以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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