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
所(0388)首次承認有意收購倫敦金屬交易
所(LME)。港交所昨日主動發出澄清通
告，指近日市場對港交所可能有意洽購
倫敦金屬交易所有不少揣測。港交所正
式確認有參與競投LME，一旦收購需要
融資，港交所考慮資金來源時，會以股
東利益作依歸，目前不確定有關競購程
序何時結束，也不確定有關程序的最終
結果如何。港交所強調一直檢討戰略發
展機會，並已委任顧問處理相關問題。

傳作價偏高 逾46倍市盈率
較早前有消息指LME的第二輪競投，

將於本周內結束，港交所據報已經向銀
行提出備用信貸要求，而上周的股東會
亦已獲股東通過，可增發最多一成股份
集資。港交所董事會表示，時常檢視各
種不時出現的戰略機會，並會對其中合
乎港交所股東利益者加以考慮。

港交所競購LME，從戰略角度，交易
可配合港交所未來推出更多人民幣產
品，但市場擔心收購LME作價或會過
高、港交所亦缺乏全球及商品交易經
驗，併購涉及動用借貸或配股，短期勢
拖累公司的盈利能力及透明度。

憂將攤薄港交所每股盈利
市傳LME售價介乎10億至15億英鎊(約

125.6億至188億港元)，但LME公布2010
年純利只得950萬英鎊，若按美銀美林
預測LME今年盈利可增至2,160萬英鎊推
算，收購作價亦介乎其2012年預測市盈
率46至70倍，屬偏高水平。大部分市場
人士意見都認為，若收購最終落實，短
期將攤薄港交所每股盈利。

LME為世界最大有色金屬期貨交易所，據統計，
去年衍生工具交易量LME佔全球第21位，去年交易
合約按年升22%，近期計劃除美元、歐元、英鎊
外，列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港交所併購LME可擴
大以人民幣計價產品範圍，擴張至貨幣、定息產品
及商品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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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年薪903.8萬增8%

逾10新股擬季內上市籌530億 中國建築：
重慶安置房進展順利

劉怡翔：按息降削銀行售產意慾

人幣跨境結算2273億增21%
升值預期降 人幣存款連跌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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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昨日公布，3月份認可機構的存款
總額減少0.9%。由於活期、儲蓄及定期存款
同時下跌，港元存款於月內減少1.6%。3月
份香港外幣存款總額微跌0.1%，其中香港人
民幣存款減少2.1%至月底的5,543億元人民
幣；而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於3
月份為2,273億元人民幣，較2月份的1,875億
元大幅增加21.23%。據資料所示，本港人民
幣存款已是連續4個月減少，反映市民對人
民幣升值預期下降。

金管局：貸存比率升至82.5%
貸款方面，3月份貸款與墊款總額增加

0.9%，其中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增加0.3%，在
香港境外使用的貸款增加2.2%。由於港元貸
款的減幅小於存款的減幅，因此港元貸存比
率由2月底的81.4%，微升至3月底的82.5%。
而1至3月的2012年首季，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增加1.5%，而上年第四季則減少0.5%。按經
濟用途分析，貿易融資、供與財務及金融有
關公司的貸款及批發與零售業貸款回升，對
建造業及物業發展與投資的貸款則減少。

資金流向飄忽防金融大波動
截至今年3月底，本港外匯基金總資產達

25,411億港元，較2月底增加16億港元，其中
外幣資產增加175億港元，港元資產則減少
159億港元。金管局解釋說，外幣資產增
加，主要是因為已購入但未結算的證券交易
及負債證明書增加。港元資產減少，主要是
因為政府提取財政儲備及港股的估值虧損，
但有關減幅因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金
及法定組織的存款而被部分抵銷。

另外，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在昨公佈的金管
局2011年年報中表示，儘管全球金融市場的

信心在2012年初有所恢復，但展望2012年，
市場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美歐各國政府還
須努力令經濟重回增長軌道。歐洲國家龐大
債務問題仍未解決，經濟又欠缺增長動力。
與此同時，美國仍受勞工和房地產市場改善
步伐緩慢所困擾。另外，全球多個地區地緣
政治風險仍在上升，為全球經濟前景蒙上陰
影。

樓市可能再度升溫帶來風險
陳德霖預計今年資金流向仍然會飄忽不

定，金融市場亦可能會大幅波動。由於先進
國家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並將利率維持
於極低水平，過去幾年已有大量資金流入新
興市場，使經濟出現過熱情況，增加通脹和
資產泡沫的風險。鑑於先進國家預計會維持
寬鬆的貨幣政策更長的時間，全球經濟雙速
增長的情況將會持續。金管局既要對歐美經
濟可能出現下行風險作好準備，同時又要小
心防範香港樓市可能再度升溫帶來的風險。

陳德霖並指出，面對極不明朗的投資環
境，金管局會繼續小心謹慎地管理外匯基金
的投資，推進投資多元化的工作，在確保外
匯基金有足夠流動性去維持貨幣和金融穩定
的大前提下，分散風險和提高中、長線回報
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香

港金管局表示，由於本港3月份的活

期、儲蓄額及定期存款都下跌，令當

月本港港幣存款減少1.6%；由於當月

貸款的減幅少於存款的減幅，令港元

貸存比率由2月底的81.4%，升至3月

底的82.5%。同時，3月本港人民幣存

款也較2月減少2.1%。另外，金管局

總裁陳德霖在金管局2011年年報中再

次提醒，今年資金流向飄忽不定，須

提高警覺防市場大幅波動。

A股交易費降25%
6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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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滬交易
所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昨宣布，A股交易的相關
收費標準將由6月1日起降低，總體降幅為25%。中
國證監會預計此舉將給投資者每年節省約30億元

（人民幣，下同）費用。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
認為，收費標準降幅為實質性的讓利，對市場會形
成重大利好。

投資者年省30億元
據悉，此次調整後，滬深證券交易所的A股交易經

手費將由原來的按成交金額0.11‰雙向收取，降為按
照成交金額的0.087‰雙向收取；結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A股交易過戶費將按照成交面額的0.375‰雙向
收取。此外，為了優化證券交易所收費結構，滬深
證券交易所將按照上市公司股本規模分檔收取上市
初費和上市年費，並對創業板公司實行減半收取。
調整後的收費標準將於6月1日實施。

證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降低A股交易相關收
費，預計年度總額會達到約30億元，將明顯降低市
場交易成本，減輕投資者負擔，有利於資本市場持
續健康發展。下一步，降低信息披露成本等市場運
行費用的措施也在研究之中。證監會將繼續推動證
券交易所和登記結算機構不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和改善服務。

匯控首季息每股9美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韻) 匯控(0005)宣布，將派

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第一次股息，每股
0.09美元，與去年同期相同。此外，根據董事會派發
普通股季度股息意向，今年首3次派息為金額相同之
股息，而第4次股息金額將會不同。

匯控股份將於5月16日除息報價，7月5日(星期四)
派發予股東。股東可選擇收取美元、英鎊或港元，
或3種貨幣的組合收取股息，亦可選擇以股代息。該
行經營狀況參考聲明另將於5月8日公布，而中期業
績亦料在7月30日公布。

生派息每股1.1元
生銀行(0011)宣派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第

一次中期股息，每股1.1元，亦與去年同期一樣不
變。是期股息將於5月31日(星期四)派發予於2012年5
月17日名列該行股東名冊內的股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馬子豪）今年樓市始
終仍較以往淡靜，令按揭證券公司的按揭保險申請亦錄
得下跌。按證公司昨日公布截至4月25日之營運數據，
截至25日止，按證公司共批出逾6,500宗按揭保險申
請，涉及金額約181億元，總裁劉怡翔承認，有關金額

錄得按年下跌。該公司於2011年除稅後盈利為12.56億
元，較2010年多1.8%，向政府及外匯基金分派發的末期
息約3.5億元。

按保申請6,500宗涉金額跌
銀行近期下調按息，劉怡翔坦言此或會影響銀行出售

資產意慾。而按證公司去年貸款減值，由2010年回撥
1,666.3萬元，轉為撥備314.1萬元，劉怡翔指此舉並非對
今年樓市前景有看法，稱撥備是出於「平常心」，根據
其業務模式所進行。

至於去年按證公司共發行285億港元債券，而今年2月
更首次發行5億澳元(約40.5億元)債券，劉怡翔稱此為回
應市場需求，並會繼續研究發行新幣種債券。但他強調
暫未特別資金需要而急需進行融資，會密切了解銀行出
售資產意慾，以及收購其他資產的資金需要。

另外，他預計可於今年6月底前推出小型貸款計劃，
劉怡翔稱目前已有5家銀行會參與融資，普遍傾向選
擇由銀行承擔一半貸款，餘下則由按證公司承擔之方

案。

中小企融保計劃貸逾10億

上年1月推出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至今年4月25日
共收到286宗申請，總貸款額逾10億，受惠中小企達220
家。當中加權平均息率及平均擔保費為5.3%及1.6%，
少於7%的最高限額。平均貸款年期為4.4年。

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優化版將於本月推出，擔保成
數將由70%增至80%，保費亦會大幅下調。劉怡翔相
信，因政府擴大擔保成數，銀行的風險承擔可以減輕，
料貸款利率可望有所調整，但實際息率仍要視乎當時經
濟環境及中小企經營狀況。

安老按揭已收225宗申請
此外，由按證公司於去年7月牽頭推出的安老按揭計

劃，至今已收到225宗申請，平均每月年金1.36萬元。
其中68%為單人借款，借款人介乎於60至93歲，而按揭
物業平均價值為370萬元，樓齡介乎7至5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帶
130.27億集資額榮登集資王的海通證券

（6837）香港IPO終於落下帷幕，儘管首
日股價表現勉強守住招股價，但仍讓萎
靡的新股市場為之一振。回顧4月，合
共有7隻新股來港上市，集資額約為140
億元與去年同期來港上市的5隻新股相
若。

21公司已獲批但仍未上市
根據港交所（0388）報告，2012年4月

已接手上市申請合共11隻，其中主板7

隻，創業板4隻。上市申請已獲原則上
批准的4月共有5間公司，2012年至今合
共有26間。處理之中的上市申請個案
中，處於處理中狀態的，截止2012年4
月30日，共有62間公司，其中主板48
家，創業板14間；原則上已獲批准，但
仍未上市的，自今年1月1日至4月底，
共有21間公司。截止目前，新上市公司
數目達50間，當中於主板上市的合共46
隻新股。

據悉，上半年內將有逾10隻新股計劃
來港上市，集資額超過530億元。當

中，已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的汽車經銷
商永達集團，獲准展開香港上市發行，
計劃募集資金4億至5億美元。交銀國
際、匯豐（0005）和瑞銀一起負責安排
是次交易。

新晨中國擬6月底前來港
內地汽車零件產銷商新晨中國於6月

底前闖港，集資2億至3億美元（約15.6
億至23.4億港元），安排行包括美銀美林
等。新晨中國由華晨（1114）持股
5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對於市場流傳重慶自薄熙來下台
後，轄下區、縣政府融資困難，
甚至拖欠安置房開發商款項，於
重慶有安置房接近竣工的中國建
築(3311)昨發通告澄清，公司旗下
合川安置房和公租房項目進展順
利，未出現任何異常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

金管局2011年年報顯示，該局總裁
陳德霖去年全年薪酬加津貼為
903.8萬元，較其2010年的836.8萬
元年薪增加8%。去年陳德霖的年
薪若與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年薪
19.97萬美元(約155.77萬港元)相
比，還多了4.8倍。

據公佈，陳德霖去年903.8萬元
年薪中，包括固定薪酬600萬元，
浮動薪酬203.8萬元，其他福利100
萬元。另外，金管局3位副總裁去
年平均年薪為716.7萬元，較2010
年的673.3萬元增加6.4%；12位助
理總裁平均年薪為436.4萬元，較
2010年的402.6萬增加8.4%。

金管局另類投資871億增1.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

為令外匯基金投資更多元化，金
管局於2009年起開設4家投資公
司，負責另類投資，截至去年底
總投資額更達871.57億元，較2010
年增加1.3倍。

金管局年報顯示，當局旗下附
屬投資公司，包括投資控股公司
Eight Finance、Drawbridge及Debt
Capital Solutions，以及負責物業投

資的Real Gate，金管局對其的貸
款由2010年的146.83億元，增1.12
倍至2011年底的311.33億元。

此外，附屬投資公司亦持有
560.24億元的投資承擔，較2010年
的232.73億元增1.4倍。故連同為數
達311.33億元的貸款，即附屬公司
的總投資額達871.57億元，較2010
年的379.56億元增加1.3倍。

■ 劉 怡 翔

稱，去年進

行撥備並非

對今年樓市

前 景 有 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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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稱，過去幾年

已有大量資金流入新興

市場，增加通脹和資產

泡沫的風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