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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銀上月料增貸9千億
季內最高

江南集團今招股 入場費4141

譚紹興：保薦人監管罰則須提高

多隻重磅新股或季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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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經濟參考報》透露，目前國家發
改委、交通運輸部和財政部正就航運企業應如何應對當前
的市場危機、需要國家給予什麼樣的支持和政策進行研
究，研究和評估結果將於6月底上報國務院。業內人士估計
將從稅收政策、融資政策予以支持。

業內料在稅收融資政策支持
航運業人士指出，中國航企的營業稅和船員所得稅高於國

際慣例，造成中國航企在與國外企業競爭中處於劣勢，而持
續的航運危機或將給航運業稅負改革帶來轉機。
報道指，航運企業2011年的業績「慘不忍睹」。截至4月8

日，A股市場航運板塊共9家上市公司發佈2011年年報，
WIND統計顯示，9家上市公司2011年共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負117億元，而2010年為132.5億元。9家上市公
司經營活動的現金流為負43.3億元，而2010年為209.4億元。
造成當前航運低迷的主要原因是運力過剩。業內專家認

為，今年運力過剩的局面依然嚴峻，全球運力的增長仍然
在10%以上，而需求的增長在5%左右，今年仍然會有1,000
多艘船舶下水，而且單船平均載重越來越大，這些都將加
劇運力過剩局面。

財 金 簡 訊

三部委商討航運「救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網消息，杭州市餘杭區一家房產公
司正式向法院提交申請破產，並已得到受理。而該公司就
是西城時代家園開發商金星房產。它也是本輪房產調控政
策下杭州地區第一家因資金鏈問題申請破產的房產公司。
新浪網消息指，作為事件主角，金星房產曾5次轉讓股

權，欠款4,000萬，欠稅2,398萬，在今年杭州市地稅局曝光欠
稅所有企業中排名第二，可謂一路坎坷。它的母公司為浙江
中江控股，有消息稱，中江控股集團也已經申請破產保護。

杭州首現房產公司破產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銀泰百貨(1833)昨表示，截
至201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總銷售額為35.28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16%。期內，同店銷售增長9.1%，至33.17億
元人民幣。

銀泰百貨首季銷售額增1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國際對伊朗制裁產
生的影響再度擴大。據路透社消息，業內一名高層
官員表示，歐盟針對伊朗的新制裁措施令生效後，
與西方來往密切的香港船運保險商將不能再為載有
伊朗石油的油輪提供全額保險。
按照對伊制裁措施，歐洲保險商和再保險商將被禁

止為全球所有裝載伊朗原油和油品的船舶提供保險。
就算不少亞洲船舶保險商沒被歸進制裁體制，但由於
依賴歐洲再保險市場來對沖風險，亦難以置身事外。
上周，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中船保)兩名高層人士

曾經表示，由於西方國家對伊朗的制裁愈發收緊，
該會將於7月起停止為載運伊朗石油的油輪提供保
險。雖然中國公開批評西方對德黑蘭政府實行制
裁，不過，中國是伊朗最大石油買家，其進口商要
殺出另一條血路相信亦是很難。

港險商停為涉伊油輪提供全保
香港所受的影響亦不少。香港船東會董事Arthur

Bowring表示，香港保險商比大陸同業擁有更多國
際客戶，許多歐洲公司在港設分公司。他指，就現
在所需的承保範圍，國際市場提供的再保險是必需
的，然而國際市場肯定受到制裁影響。而政府提供
的保險是唯一替代品，只是，索賠可能變得困難，
特別是以美元來計價的情況。
Bowring強調，歐盟制裁或將不能再為伊朗原油

運載船隻提供責任保險。受影響的不是原油擁有人
或運輸者，而是第三方。若出現事故發生原油泄
漏，第三方將受影響。責任保險覆蓋第三方，若被
取消根本不合道理。

香港文匯報訊 受季末因素推動，中國3月四大行，包括工
商銀行（1398）、農業銀行（1288）、中國銀行（3988）和建設
銀行（0939）新增人民幣貸款接近3,000億元人民幣。以此推
算，3月全部新增貸款可能超過9,000億元，料創今年以來月度
最高水平。

四大行料新增3000億
綜合中國證券時報及中國證券報的消息，根據以往經驗，

四大行信貸投放數量佔全部新增貸款的比例通常在30%至40%
之間，2011年的均值是36%，今年前兩個月分別是43%和
36%。以此數據估算，今年3月份全部新增信貸有可能超過
9,000億元，創今年以來月度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預計，一季度新增信貸將達2.35萬億元，接近一季

度2.4萬億元的新增信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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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近期不斷打擊投資者對民企的
信心。今年首季被市場認為「出事」
的民企已超過10家，借勢被洗倉令股
價暴挫，更令不少股民損失慘重，亦
使市場再度質疑本港監管機構對上市
審批及公司監管的力度。投資者學會
主席譚紹興認為，近年港交所(388)
重業務發展，好像忽略了市場監管，
證監會亦出奇低調，他認為現在是時

候提高保薦人的監管與罰則。

贊成違規保薦人須負刑責
譚紹興表示，近期民企大規模出

事，與內地經濟冷卻有關，在早幾年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大批民企每年
獲得高速的盈利增長，純利每每創新
高，但當中國經濟一冷卻，民企對抗
逆境的能力即時受到考驗，從早前溫
州民企老闆落跑便知道，其他民企遲
早也會出事，也造成現在民企質素好
像急速變壞的現象，其實在經濟順境
時，這些問題會自然被掩蓋 。

發續牌時應考慮往績表現
他認為，近年港交所也為了業績，

審批上市 重數量，上市科的人手也
不足，造成了今日局面。對於現已上
市的民企，已經難以補救，要亡羊補
牢，一定要加強保薦人的監管，證監
會現正檢討保薦人規管，預期會於未

來數月發表諮詢文件，當中包括建議
違規的保薦人須負刑事責任，他認為
這是需要的。他又建議加強保薦人的
發牌及續牌條件，可以加入過去保薦
上市公司的往績作為考慮。
對於最近博士蛙(1698)因審計師辭

任，股價急挫三成半，最為人垢病的
是港交所竟然容許該股在下午繼續交
易，至開市後約8分鐘作突然暫停交
易。譚紹興認為，港交所與證監會都
有權勒令股份停牌，監管當局應為上
市公司制定指引，在發生特大事件例
如核數師呈辭時，要即時停牌，並全
日生效。
今年3月，證監會發表保薦人主題視

察報告，結果亦發現部分保薦人工作
出現缺失，包括盡職審查欠妥善、向
港交所作出有問題的資料披露、沒有
備存適當的文件紀錄，以及內部系統
和監控制度不足。據悉，證監會總裁
歐達禮去年底已分批約見投資銀行，

警告保薦人不要接受過多保薦工作，
以免資源不足影響質素。

證監正作檢討並準備諮詢
民企接連出事，港交所上市科主管

狄勤思早前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市旺
時企業趕上市和急速擴張，經濟一旦
逆轉，企業就受到龐大壓力，認為是
在所難免，港交所所關注的是上市公
司有否就本身的營運和財務變化，盡
早預警投資者，以及公司的招股文件
或通告有否誤導市場。目前來說，該
所看不到上市制度出現系統性風險。
狄勤思又說，暫沒計劃收緊上市規則

或新股入場要求，但會密切監察情況，
亦會跟進個別個案。他說有4類公司值
得特別「關注」，包括延遲公布業績、
無法提供賬目資料、核數師辭任及財務
狀況突變。至於保薦人的監管，他說證
監會正籌備相關改革諮詢，相信對改善
本港上市質素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 回顧

今年首季的新股市場，上市新股數目

有18隻，較去年同期多5隻，但投資者

仍未從去年的慘況中重拾對新股的信

心，新股集資總額僅98.18億元，同比

減少45%。據調查機構Dealogic統計，

紐交所今年首季的集資額達405.8億港

元，相比之下，港股僅及其四分一。

撇除以介紹形式上市的太古地產

(1972)及3隻以全配售形式上市的新

股，上季14隻透過公開發售集資的新

股當中，雖然僅5隻於首日跌破招股

價，但至今「潛水」的多達8隻。當

中必瘦站(1830)雖然首日保得住招股

價，截至上周四卻已累計跌30.7%。

西王特鋼(1266)首日跌19.62%，至今

仍跌19.25%。

集資額較少的允升國際(1315)及瀚

洋控股(1803)首日卻都有逾3成升幅，

至今分別升82%及131%。然而這亦反

映市場只能接受小規模的新股。今年

暫佔集資王之位的陽光油砂(2012)，

公開發售認購不足，至今累計跌

1.6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多隻大型新股正在醞
釀上市，內地電線電纜供應商江南集團(1366)率先於復
活假期後搶閘而出。該股宣布今日起至本周五進行公
開發售，並於4月20日掛牌，集資最多7.89億元，將主
要用於設高壓電纜生產設施及擴充南非市場，以應付
即將出現的行業整合潮。

擬增3生產線擴產能
該股將合共發售3.848億股，公開發售佔10%，招股

價介乎1.42-2.05元，一手2,000股，入場費為4,141.33
元。集資額約33%用於擴充江蘇的高壓電纜業務，常
務副總裁兼執行董事夏亞芳表示，集團將增加3條生
產線，預計明年上半年投產，每條生產線年產能將為
300公里。
其餘集資用途，將包括設立鋁合金及倍容量導線途

電線的生產設施及收購上游資產。夏亞芳指，集團未
來會拓展高毛利率的高壓電纜業務，亦有意併購上游
及下游企業，從而成為行業的整合者。

有意併購上下游企業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芮福彬指，集團現時在內地電

線及電纜行業市場份額僅1.4%，但排名已達第三位，
因為整個行業有多達4,000家企業，相比已發展國家，
五大供應商控制 90%以上的供應量，因此他認為，
內地電纜行業的整合是勢在必行。
現時集團逾9成的收入來自內地市場，但集團自04

年已進入南非市場，今次集資額約20%亦將用於在南
非建造設施，以支持集團擴充當地市場。芮福彬預
計，南非廠房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建設工程，明年次
季竣工，同年第三季投產，預計年產能為1萬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劉璇) 今年

首季的新股市場並沒有受惠於港股的雙位數

升幅，港交所(0388)集資額較去年同期少

45%。回顧往年，第二季都會有巨無霸新股

「撐場」，今年可憧憬的大型新股亦不少，當

中包括光大銀行、海通證券（6837）及上海

銀行等大型金融新股，其中海通證券有傳在

復活節假期後重啟上市，成為今年首隻「百

億新股」。不過，縱使有多隻重磅新股撐

場，隨 新一輪的民企風暴颳起，第二季的

新股市場氣氛實在不容樂觀。

去 年底市場估計今年本港新股集資額可能減少
至2,300億元至2,500億元，但現時首季集資額

僅98.14億元，同比減少45%，除了遠遠不及紐交所
的52.03億美元(約405.8億港元)，亦只達到市場預期
的4%左右。港交所今年在集資王寶座之爭，或會進
一步被紐約交易所拋離。

海通或成今年首隻「百億新股」
據港交所資料，截至今年3月30日，處理中的上市

申請個案有66宗，原則上批准但仍未上市的企業達
19家，證明仍有一定數量的企業正在排隊上市，這
當中可能包括幾宗規模逾百億元的IPO，例如遲遲未
啟動的光大銀行，及渴望捲土重來的海通證券，其
中外電指海通證券已經通過港交所聆訊，將重啟在
港發行H股計劃，擬集資最多130億元，計劃4月12日
在港掛牌，或成為今年首隻「百億新股」。

光銀等待合適時機啟動上市
光大銀行曾在去年中籌備發H股籌資60億美元(約

468億港元)，上月該行董事長唐雙寧證實，H股上市
事宜已獲內地監管部門批准，目前只等待較合適時
機啟動上市。
另外，上海銀行有傳計劃同步發行A、H股，而A股

的集資額約為180億元人民幣。其他有傳將在第二季
上市的包括鄭州煤機、永達汽車、中鋁國際工程等，

集資規模約在5億至8億美元(約39億至62.4億港元)。
不過，上月出現的新一輪民企風波，令投資者對

新股都抱有強烈的戒心，將對本季新股市場帶來嚴
重影響。2010年底上市的博士蛙(1698)、歲寶(0312)及
大慶乳業(1007)都因賬目問題未能公佈業績，而去年
上市的華能新能源(0958)及豪特(6880)公佈的盈利都未
能達到招股書預測，引起民企股及半新股板塊出現
股災。

市況差 大型新股料按兵不動
從以往的市況看，第二季是新股上市的其中一個

高峰。去年集資王嘉能可(0805)是在5月掛牌的，而
2010年，農行(1288)是在6月份啟動其935億元的上市
計劃。不過，今年情況可能不一樣，若然市場仍未
能從民企風暴中走出來，大型新股將選擇按兵不
動，畢竟光銀及海通一直拖延的原因，就是不希望
在市況差的時候，以較低的價格上市。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表示，民企狀況令

投資者擔憂，影響市場未來對新股的看法。信誠證
券聯席董事張智威亦指，民企風波打擊投資者對新
股市場信心，預料負面消息需要在第二季度進行消
化，因此對第二季新股市場持悲觀態度。

民企風暴不息 恐打擊市場氣氛

市場估計第二季上市新股
部分擬來港上市企業 預計集資額（港元）

海通證券 130億

上海銀行 180億

光大銀行 468億

鄭州煤機 62.4億

中鋁國際工程 39億

永達汽車 46.8億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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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證券將重啟在港發行H股計劃，或成為今年首

隻「百億新股」。

■光大銀行H股上市事宜已獲內地監管部門批准，目

前只等待較合適時機啟動上市。

■上海銀行有傳計劃同步發行A、H股，而A股的集資

額約為180億元人民幣。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休市

滬深300指數 2495.15 -24.68 -0.98 

上海A股指數 2394.10 -21.74 -0.90 

上海B股指數 233.67 -2.56 -1.08 

上證綜合指數 2285.78 -20.78 -0.90 

深圳A股指數 957.52 -10.13 -1.05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41.58 -10.87 -1.67 

深證成份指數 9710.91 -75.28 -0.77 

東京日經225指數 9546.26 -142.19 -1.47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600.87 -105.39 -1.37 

首爾綜合指數 1997.08 -31.95 -1.57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2960.10 -26.10 -0.87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休市

新西蘭NZ50 休市

雅加達綜合指數 4154.07 -12.31 -0.30 

吉隆坡綜合指數 1591.28 -7.59 -0.47 

曼谷證交所指數 休市

馬尼拉綜合指數 休市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1)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922.32 -137.82 -1.06 

納斯達克指數 3039.09 -41.41 -1.34 

倫敦富時100指數 休市

德國DAX指數 休市

法國CAC40指數 休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