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譽報告指，調低展望評級主要由於匯豐
銀行在內地等高風險市場迅速擴張，而

在歐美市場亦面對激烈競爭，有可能影響匯控
整體信貸狀況，並導致經營市場風險增加。

歐美市場預料激烈競爭
不過，匯控透過其全球業務和審慎管理流動

性，可以抵銷匯豐銀行面對的挑戰，令負面效
應於集團的整體層面被攤薄，因此匯控的IDR
和VR評級未受影響。目前匯豐銀行面對困難
經營環境，包括歐洲經濟放慢、匯融資產問
題，及英國匯豐銀行VR轉弱等不利因素，均
可能對匯控的收入或資產質素形成壓力。
至於本港業務，報告指匯豐銀行佔據領導

地位，但與中資及外資銀行的競爭不斷加
劇，防守亦需要成本，故亦存在一定隱憂。
另外，匯豐銀行在新興市場擴張的同時，未
有相應地增加其資本及盈利能力，亦會令其

IDR於長期情況有降級風險。
寶華世紀首席經濟師及財富管理策略顧問

兼項目總監陳寶明認為，惠譽下調評級展望
對匯控影響不大，因市場已預期所有歐洲銀
行均會被降級，而匯控三分一業務處於歐
洲，加上其需籌集資金及重組業務，故對其
評級展望遭下調並不感意外，相信有關影響
早前已經反映在匯控的股價中。
事實上，今年以來多個機構均曾唱淡匯豐

前景。另一間評級機構穆迪2月中亦宣布把匯
控在內的逾百間大型金融機構放入負面觀察
名單，並稱未來或將匯控的評級下調兩級，
由目前的「Aa2」降至「A1」，主要是由於脆
弱的經營環境以及資本市場的挑戰，將影響
到匯豐銀行的未來盈利；而國際監管環境的
轉變，國與國之間對銀行資產更嚴密監控以
避免小存戶受損，也將影響匯豐的跨境資金
調撥支持。

下調大新評級至「BBB＋」
惠譽昨日亦將大新銀行（2356）長期外幣

發行人違約評級由「A-」降至「BBB＋」，VR
由「a-」降至「bbb＋」，評級展望維持「穩
定」。同時下調該行之次級票據評級，由
「BBB」降至「BB＋」。惠譽指，下調評級主
要反映大新銀行盈利質素減弱，因為該行對
持有20%權益之重慶銀行的盈利倚重程度日
增，令該行的信貸狀況越來越受波動的內地
經濟所影響，而重慶銀行盈利貢獻對大新的
資產增長並不可靠，有關金額雖然計入股權
盈利，但未有計入監管性的核心資本。

確認8家港銀「穩定」展望
另外，惠譽還確認本港8家銀行的生存力評

級、長期發行人違約評級及其「穩定」的評
級展望，分別是 生、中銀香港、工銀亞
洲、永亨、創興、上海商業銀行、星展香港
和中信銀行國際。惠譽指出，競爭激烈的運
營環境、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和金融往來日益
緊密，是主要風險因素，但港銀通常會保守
地保留部分抵押品、資本和流動性緩衝，以
應對意外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國政協
會議今日開幕，港股會前即收復10天線。
生指數昨日最多升逾235點，全日收報

21,562點，升174點，成交615億元；累計
全周升0.7%。市場人士指，市場觀望全國
「人大」、「政協」兩會結果，故 指只會
窄幅上落。另外，內銀股及內房股帶動昨
日升勢，令國指跑贏 指，收報11,738
點，升136點，升幅1.17%。

逾900股票報升
昨日市場逾900隻股票上升，下跌只有

400多隻，反映市場氣氛理想。天大證券
董事施俊威表示，市場預期中央將討論內
地養老金投入股市，料約5,800億人民幣
「新水」可望湧入股市，加上內地PMI指數
回升，令大市市底相當強，嘗試幾次調整
亦不果，預期 指短期可企穩在10天線
(21,488點)之上。不過，由於港股今年首兩
個月已累積大量升幅，一旦市場新消息未
合乎市場預期，屆時大市可能來個「反高
潮」，他料 指於21,760點會遇阻力。

即月期指低水28點，藍籌股個別發展，
匯控(0005)雖遭惠譽下調評級，惟股價重
上70元以上，收市報70.3元，升1.6%，為
指進賬近52點。思捷(330)除淨，股價再

升至收報19.26元，急升6.41%，為升幅最
大成份股，並創逾5個月新高，該股今年
以來已上升近一倍。
市場消息指，內地2月新增貸款或逾

7,000億元人民幣，內銀股造好，交行
(3328)升2%，信行(0998)升1.4%，建行
(0939)亦升1.23%。另外，有指內地四大銀
行將提高地產貸款審批效率，加快對地產
商及首次置業貸款審批，並積極支持資質
良好的開發企業建設商品房，內房股大幅
反彈，越秀(0123)受惠純利急升而大漲
12.6%。首創(2868)升8%，佳兆業(1638)亦
升7.65%，合景(1813)及綠城(3900)升逾
6%，中海外(0688)及潤置(1109)升逾3%。

提防內房股回吐
匯業證券財經研究部主管熊麗萍認為，

近期內房傳聞過多，消息混亂，但相信總

理溫家寶在兩會期間會重申調控房地產的
立場，預期市場對有關言論有負面反應，
加上內房股累升太多，故現階段不宜跟炒
內房股。
相反，澳門2月博彩收入勝預期，濠賭

股普遍上揚，永利(1128)升3.46%，新濠
(0200)升3%，只有澳博(0880)跌0.25%。資
金流入炒作二三線股，中信大錳(1091)因
業績理想，股價升16%，潤泥(1313)公布業
績前升逾6%，中渝置地(1224)擬就分拆包
裝業務上市，全日升5.2%。

B2 責任編輯：劉理建 2012年3月3日(星期六)

證監擬牌費寬免 交易徵費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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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重上70  指升174點

高風險市場擴張存隱患 歐美市場競爭激烈

惠譽下調匯控評級展望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21562.26 +174.30 +0.81 

滬深300指數 2679.93 +46.59 +1.77 

上海A股指數 2577.60 +36.18 +1.42 

上海B股指數 245.47 +4.22 +1.75 

上證綜合指數 2460.69 +34.58 +1.43 

深圳A股指數 1025.66 +20.95 +2.09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77.52 +13.53 +2.04 

深證成份指數 10299.94 +238.98 +2.38 

東京日經225指數 9777.03 +69.66 +0.72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8144.04 +25.70 +0.32 

首爾綜合指數 2034.63 +4.38 +0.22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993.49 +14.65 +0.49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364.14 +18.16 +0.42 

新西蘭NZ50 3375.81 +44.95 +1.35 

雅加達綜合指數 4004.87 +42.58 +1.07 

吉隆坡綜合指數 1583.78 +10.33 +0.66 

曼谷證交所指數 1165.15 +0.17 +0.01 

馬尼拉綜合指數 5016.30 +77.69 +1.57 

漲跌（點）漲跌%

歐洲股市(截至21:35)

倫敦富時100指數 5914.80 -16.45 -0.28 

德國DAX指數 6922.03 -19.74 -0.28 

法國CAC40指數 3497.23 -2.50 -0.07 

西班牙IBEX35指數 8539.8 -7.9 -0.09

意大利富時MIB指數16852.12 +21.5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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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惠譽國際昨日發表研究報告，匯控（0005）及

匯豐銀行的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並確認兩者的長期發行人違約評

級（IDR）為「AA」，惟匯豐銀行的生存能力評級（VR）則由「aa」降至「aa-

」。不過，匯控股價昨日未受壓，反漲1.59%收報70.3元，為 指進賬近52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建強）和黃（0013）月底公
佈業績，里昂預料該集團去
年純利增長1.77倍至556億
元，末期股息1.62元，收益
率達3%。另外，受惠於油
價上升及美元疲弱，對和黃
提升資產價格有利，可推動
股價造好，因此給予和黃評
級「跑贏大市」，目標價由
83元調升至86元。和黃股價
昨日造好，升0.97%至每股
77.45元收市。
不過，里昂又預期，和黃

未能受惠於意大利及英國的
頻譜分配，相信3G業務不
會有太多驚喜，但全年可錄
得稅前息前盈餘（EBIT）
盈利及正現金流。至於油價
上升及生產增加9%，則可
推動和黃旗下赫斯基能源盈
利升1.35倍，如日後油價繼
續高企，該行將上調今年預
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亞洲金融
（0662）昨日公布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全年度
業績，錄得股東應佔虧損1.38億元，而去年
同期賺2.69億元；每股基本虧損13.5仙，派末
期息2仙。該集團執行董事陳智文表示，去
年金融市場疲弱導致集團所持股票出現未變
現虧損，但隨 近期股市回升，今年首兩月
售出的股票均錄得淨利潤。　

股市不明朗 改增持債券
陳智文昨日於業績會上表示，該集團所買

的均是藍籌股，雖然去年的表現難如人意，
但最近兩個月已經較好的反彈。不過他對美
歐經濟前景均不樂觀，指美國的增長仍十分
緩慢，歐洲亦「離復甦好遠」，相信未來一
段時間的前景仍難以明朗。該集團今年將會
減持股票套現，同時增持債券等固定收益資
產。據他披露，截至去年12月底，股票佔集
團投資組合比例為38%，債券為54%；而今

年2月底已分別降至34%和升至58%。

保險業務拖累集團業績
保險業務方面，總裁陳智思指去年「天災

人禍」不斷，包括日本海嘯、澳洲水災、新
西蘭地震、泰國水災等。尤其是泰國水災，
他稱「從未見過如此大的災害」，由於該集
團承保的日本工廠在泰國的業務受到影響，
亦拖累該集團業績。
據業績報告披露，去年該集團保費收入為

704億元人民幣，同比輕微減少2.4%，在內
地人壽保險市場位列第五位，銷售網絡包括
2,100多間分公司。不過，旗下亞洲保險期內
受到亞洲和澳、紐地區突發天然災害的衝
擊，需要為再保險業務作出理賠撥備，期內
承保溢利下跌32.1%。其他投資組合收益同
比下跌215%，反映期內股市下跌影響。期
內，該集團投資總額為11.74億元，約佔總資
產15.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香港證監會儲
備高達約75億元，但無意進一步削減徵費。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昨出席立法會財委會
面對議員質詢時表示，該會曾下調兩次徵
費，目前比率已處極低水平。不過，他指，
證監會已向立法會建議於4月1日起，寬免現
有持牌人為期兩年的牌照年費，此舉將令證
監會收入每年減少1.65億元。目前證監會的
交易徵費率為0.003%，即每10萬元的交易收
費3元。

儲備用途年中檢討
證監會認為，交易徵費已為極低水平，僅

佔證券交易總成本的0.8%，縱使再削減徵費
率，亦未會對投資者帶來重大好處，也不會
刺激成交額上升。故此，歐達禮建議寬減牌
費兩年，指該會明白到中介人，特別是中小

型經紀經營
困難，面對
不明朗因素
持續，以及
成交額下跌
問題。
現時證監

會 儲 備 龐
大，歐達禮
稱，該會將
於今夏或秋
季檢討儲備
用途，因為儲備用途影響到經費模式，包括
徵費亦會受影響。問及證監會會否購買辦事
處，他表示，現階段未有定論。早前該會曾
表示，中環租金成本不斷上漲，若購買辦事
處，每年可節省1.8億元的租金開支。

港信用卡改革邁第3階段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余美

玉 ）金管局及
銀 行 公 會 宣
布，本地信用
卡改革措施已
進 入 第 三 階
段，以提高信
用卡收費的透
明度及令其條
款更易明，保

障客戶之餘，亦有助銀行減低信用卡帶來的
壞賬風險。
第三階段的建議包括信用卡合約條款及細

則需以簡單文字清楚表達，字體大小及編排
要清楚合理，收費亦要具透明度及合理水
平。金管局副總裁阮國 表示，是次階段有

9項建議將於今年內及明年陸續落實；希望
客戶能細閱，並相信改革會令信用卡收費趨
向合理化。他又指，是次改革建議主要參考
歐美市場，未來不排除再作檢討。
銀行公會主席馮婉眉表示，該會已於昨日

向成員銀行發信，提出9項工作建議。她又
指，隨 市場的改變及消費模式的轉變，發
卡銀行有必要落實執行相關工作，保障客戶
之餘，亦有助銀行減低信用卡帶來的壞賬風
險。

銀公：業界支持統一積金守則
此外，馮婉眉指，業界均支持積金局繼續

擔任強積金管理人及協定人，但認為應該統
一銀行及其他中介的銷售守則，營造公平經
營環境，並稍後會向立法會提出簡化銷售強
積金程序的建議。

地產券商發力 滬指連升七周

亞洲金融轉虧蝕1.3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上海報道）在
券商股和地產股等權重股領漲下，滬深股
市昨日再度走強，呈單邊上揚走勢，重回
5日線上方，滬指更站上10月線。上證綜
指收報2,460點，漲1.43%，成交964.5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逾三成；深證成指收
報10,299點，漲2.38%，成交864.8億元。
本周滬指漲幅0.86%，已連續七周上漲。
深指全周漲1.74%。
內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表示，要切實改

進房地產金融服務，提高貸款審批效率，
同時將積極支持資質良好的開發企業進行

普通商品房建設。消息一出，上一交易日
因上海暫停放寬非本地戶籍人士購房政策
而受挫的地產股再度走強，四大地產股大
升：萬科漲3.98%、保利漲4.40%、招商漲
4.81%、金地漲6.95%。
分析人士稱，前期基金等機構看好地產

股，紛紛增倉，推動地產股行情。該板塊
昨日再度走強，顯示仍有增量資金看好，
借調整之際介入，後市值得關注。
另外，有消息稱廣東券商交易佣金設定

最低限額，對目前由於低價招攬客戶而陷
入惡性競爭的券商是個利好，廣發證券昨

大漲8%。同時，券商股昨日上漲3.42%。

下周「兩會行情」有炒作
市場人士認為，技術上看，A股開始向

上拐頭；政策面上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
稱，大市估值「現在已降低到歷史最低水
平，與國際上的主要市場基本相當，具備
了長期投資價值，倡導理性投資遇到了最
好時機」，透露出強烈的力推信號。從外
圍市場環境看，道瓊斯及標準普爾走出慢
牛行情，為A股提供大多頭環境。上述因
素有利於下周A股開始「兩會行情」。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馮婉眉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惠譽指出，匯豐銀行在新興市場擴張時，未

有相應地增加資本及盈利能力，造成違約風

險。 資料圖片

■亞洲金融陳智思(左)及陳智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本港股市昨日逾900隻股份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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