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指，香港吸引86%受訪的高檔零售
商進駐，較2011年的調查報告增加

2%。在整體零售類別中，40.5%國際零售品
牌選擇進駐香港，令其得以保持亞洲第一零
售城市的地位，較新加坡高出4名。

國際零售品牌 亞洲稱冠
不過，報告又顯示，香港全球排名則下跌

一級至第六位，次於倫敦、杜拜、紐約、莫
斯科和巴黎。55.5%受訪的國際零售商選擇
進駐倫敦，令其得以排行榜首，拋離去年同
級的對手杜拜。
綜合旅發局的內地遊客訪港數字，去年頭

2個月累計旅客人次較按年增加15.2%，今
年再下一城，增幅達19.7%。情況自然吸引
不少國際品牌來港。世邦魏理仕商舖服務部
資深董事連志豪指，香港的排名反映出奢侈

品牌的重要，很大程度是由於內地訪港旅客
對高檔商品的需求持續，他們希望在香港市
場購買奢侈商品可以享受到價格差額。
連志豪補充，該報告預計中國今年將成為

全世界最頂級的奢侈商品消費市場，目前逾
七成訪港旅客來自內地，故業主都積極管理
他們的零售資產，擴大舖面以售賣奢侈商
品。

舖租升幅回落 每呎584
世邦魏理仕研究報告所示，今年首3個

月，本港整體主要零售地區舖租按季上升
1.9%，按年增長14.3%至平均每平方呎584港
元。這較2011年首季的按季增長9.9%為低。
以個別地區來看，銅鑼灣的租金升幅最大，
按季上升2.7%至平均每平方呎653港元，主
要是由化妝品及鐘錶商戶的擴充所帶動。

連志豪認為，今年第1季這種「奢侈零售
效應」仍然持續，但主要零售區舖位需求
大供應少，在業主堅持貴租下，不少零售
商寧可退守較便宜的二、三線地點，如沙
田、屯門及將軍澳等，以攻本地以及內地

消費市場。
他並預料，市場對國際品牌需求將持續，

未來數月主要零售地點的租金將得到支持。
惟租金仍有增長空間，增幅將遠遠不及2011
年。一些國際零售商或會因追不上租金攀升

而選擇進駐商場，中檔零售商或因貴租而不
再追求進駐香港。
世邦魏理仕調查全球73個國家共372個世

界頂級零售商，研究他們在大部分主要經濟
體系的國家及城市的發展趨勢。

新樓落成回升 明年萬五

戴行：港樓步鞏固期

國際零售商攻港 搶貴舖位
世邦魏理仕：首季舖租續升 近月或會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立法會《一手住宅物
業銷售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召開第四次會議，其間
消委會批評，條例草案竟然容許預留，未來收票或
「圈貨」活動將繼續出現，雖然有關預留不能「指明」
購買單位，但開售前發展商可以因此發放收了高票的
消息，藉機推高銷情或售價，有損銷售秩序。消委會
強調，新法例必須有效杜絕上述情況的出現，以確保
所有準買家得到公平對待。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表示，條例草案除預留上存在

漏洞外，有關披露物業成交資料的時限為24小時亦太

長，建議將時限收緊為「實時公布」，又認為冷靜期沒
收訂金的水平過高，政府應考慮降低訂金水平；就價單
的發布，新例未有規定發展商在發出價單之餘，必須出
售價單上所有單位，令價單列出單位數目下限的規定沒
有實質意義，「唧牙膏式」的賣樓方式仍會出現。

代理籲政府清晰定義
中原地產陳永傑指出，多次會議上均未見政府就預留

有清晰的定義，希望政府正視問題，以免代理誤墮法
網。昨日多位代理商會代表均有出席會議，並不約而同

提出，未來差餉物業估價署應免費提供實用面積資料，
有意見更認為「中央資料庫」除一手物業資料外，亦應
涵蓋二手物業，給消費者提供更全面資料。
另外，就條例草案更細節的法律條文，香港律師會

有多項技術性修訂建議，包括賣方的犯罪意圖等，運
房局下周一將與律師會開會討論。

「實用」「建築」面積續爭辯
實用面積與建築面積的表述問題，繼續成為會議上最

熱烈討論的焦點。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表示

售樓時亦應提供建築面積，並指要統一建築面積定義難
度不大，一個星期可以完成，政府只是無心處理。
不過，香港測量師學會潘永祥反駁，單方面由發展

商統一定義當然容易，可能一個小時內就完成，但關
鍵是之後的諮詢程序，建築面積涉及過百個設施，甚
麼計入甚麼不計入，短時間無法凝聚社會共識。立法
會議員李永達會後更猛烈批評，建築面積給市民的另
一印象是「發水樓」，現時市場均已討論採用實用面積
後的應變措施，商會反而走「回頭路」討論建築面積
定義，不合時宜。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志高昨回應與會者意見

時，亦指訂立建築面積並非如梁志堅所說的簡單，因
為物業買賣牽涉很多利益，兩年時間都未必可以完
成。對於地建會指條例草案部分條文違反基本法，
志高強調已確保草案符合基本法。

「預留」不公 消委會建議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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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受惠內地遊客「自由行」消費，不少奢侈

品牌熱愛香港市道，選擇進駐本港。零售商對優質舖位的需求持續增加，令

香港首季舖租持續上升。世邦魏理仕出版的《零售業全球化進程》報告指

出，香港於奢侈品牌排行榜上3年蟬聯世界第一，同時在所有國際品牌零售

類別中亦高踞亞洲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有利樓市因素持續，
仍然利好樓市。戴德梁行指出本港樓市正經歷鞏固
期，樓價在高水平有支持，但成交量會下跌。另外，
投資物業市場來季仍以商業市場最受投資者歡迎。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策略發展顧問部主管陶汝鴻昨日

於記者會時表示，目前低息環境持續，吸引更多人置
業，令本年首季度的物業臨時買賣合約總數達到
24,756宗。無論是中小型住宅或豪宅的樓價，自12月
底跌至1月的近期低位後，再因為成交上升而上揚，
樓市於2月火紅，不少業主乘勢反價，樓價於這段期
間的增長亦最迅猛。本港中小型住宅首季已按季升
8.9%。

新特首上場料無大變化
他認為，候任特首梁振英上場後房屋政策將不會有

巨大變化，反而有更健康的土地供應，令住宅單位供
應更穩定，本港樓市長遠將健康發展，但買家短期仍
會採取觀望態度。對於第2季度的展望，近月樓價升
幅較急，買家的考慮時間將會更長，形成交投減少，

加上市場上優質物業買少見少，買家的選擇亦更為局
限。
此外，市場亦會繼續留意外圍及本地經濟的變化，

以及政策對本地樓市的影響，樓價在現水平有支持，
估計4月的宗數為1.1萬宗，而第2季度的交投量料將少
於第1季度，5月至6月維持為8,000至1萬宗水平，目前
本港樓市正經歷鞏固期，樓價在高水平有支持，但成
交量會下跌。

樓價有支持 宗數料下跌
首季物業投資市場，該行香港投資部主管邱振發指

出，本年首季表現大致復甦，唯投資者對豪宅市場仍
然較為審慎，部分轉移至寫字樓及商舖，以致本季豪
宅交投宗數略少於上一季度，金額亦較上季下跌
18.7%。
對於來季的展望，他預料，租金升勢最佳的商舖類

物業仍然會受到投資者垂青。而投資者仍然較上季活
躍，以整體金額較小或極具增值潛力的物業較受投資
者所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差餉物業估價署昨
日發表《香港物業報告2012》，公布截至12月底，預
計落成和將發展項目合共提供約62,000伙單位，可在
未來3至4年間出售。而去年住宅落成量跌至9,450
伙，但今年和明年分別將回升至11,890伙和14,930伙
落成，新界區再度成為供應重鎮，預測落成量達1.3
萬伙。

杭州酒店公寓南下推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在內地不受限購規

範的「酒店式公寓」，對境外買家亦有多種限制。計
劃來港推售的杭州「東方君悅」酒店式公寓項目，
即受針對海外買家的「限貸令」影響，港人只可選
擇全款購買，或選用一年分期付款，支付50%首期
後，分別於90日、180日及360日支付剩餘的20%、
20%及10%樓價。
物業銷售代理美聯中國營運總監王書權表示，

項目將於5月13日在港展銷，推出50伙單位，面
積由674呎至1,890呎，每方呎售價約3,530元，
首20名買家可獲1%折扣。發展商浙江金瑞副總裁
包榮稱，項目未來計劃去新加坡及台灣舉行展銷
會。

代理高層去年收入大縮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去年下半年樓市交投

淡靜，地產代理的生意大受打擊，叫苦連天，即使

是地產代理高層的收入亦要大縮水。

根據美聯集團(1200)最新年報顯示，美聯集團創辦

人、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黃建業去年的薪金連績效獎

勵總收入按年大減43%，全年收入3,536.4萬元，其中

薪金微升0.17%至1,680.2萬元，績效獎勵大減86%至

635.1萬元。

至於美聯集團執行董事陳坤興，去年的薪金連績

效獎勵總收入按年亦減少28%，全年收入1,077.3萬

元，其中薪金升5.7%至246.8萬元，績效獎勵減

34.5%至829.3萬元。

港客逾3千萬掃曦巒3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低息環境刺激入市

意慾，消息指出，金朝陽於銅鑼灣曦巒昨單日售出4
伙，包括一名香港客斥資3,055萬元買入17樓E、F室
及19樓F室合共3伙，按E室（526呎）及F室（510呎）
建築面積計算，呎價19,760元。
同屬港島區，英皇旗下西灣河的港島．東18以702

萬元沽出29樓D室，建築面積494呎，呎價14,210元。
九龍區方面，新地位於太子的譽．港灣昨日售出

第1A座的B室，建築面積1,700呎，售價約1,870萬
元，呎價1.1萬元。
此外，一名內地客近日以8,000萬元向新地買入上

水天巒琉森大道3號屋，單位面積5,076呎，呎價
15,760元。此外，天巒琉森大道8號屋亦以9,300萬元
售出，建築面積6,195呎，呎價15,012元。

新世界宣傳車公廟項目
至於新世界與港鐵合作的沙田車公廟站的溱岸8

號已委託地產代理作宣傳推廣，並已向代理派發
1,650呎及1,200呎的兩款圖則作推介，項目仍待批
售樓紙。

奢侈品牌進駐排名
排名 城市 受訪奢侈品牌

進駐百分比

1 中國香港 86%

2 阿聯酋杜拜 82%

2 英國倫敦 82%

4 俄羅斯莫斯科 72%

4 美國紐約 72%

4 法國巴黎 72%

7 美國洛杉磯 70%

7 新加坡 70%

9 中國北京 68%

9 日本東京 68%

■世邦魏理仕

認為，本港第

1季「奢侈零

售效應」持

續，但不少零

售商退守較便

宜的二、三線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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