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內銀股近
日走勢極頹，可謂四面楚歌，比如內地連番
減息下影響利息收入，建行（0939）更陷入
民企貸款壞帳風波。熱衷投資內銀股的新加
坡淡馬錫昨則為愛股護航，強調仍看好中國
長期發展，內地金融業有足夠投資潛力，會
繼續保持對內銀股的可觀持股比例。

儘管市場對內地下半年經濟不太樂觀，但
淡馬錫中國區總裁丁瑋昨日在記者會上仍表
示充滿信心，強調其持有的中國資產不會低
於20%。而就是看好中國經濟，故丁瑋對內
地銀行仍有信心，他指出，雖然內銀股近期
出現負面消息，但認為已充分反映在股價
上，對內銀的投資仍是其在中國投資的最重
要部分。

仍擁4大行 持建行8.76%最多
目前淡馬錫於建行（0939）的持股量為8.76%，對工

行（1398）及農行（1288）則分別為5.3%及1.59%；中
行（3988）則跌穿5%至3.39%。

標準普爾日前則發表報告指，內地近期的減息行動對
內地銀行業今年的盈利能力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但2013
年的利潤水平則可能受到打擊。標普信用分析師曾怡景
表示，該行之前預計人行的舉措將導致銀行業2013年平
均資產回報率下降20-25個點子，現在他們估計銀行業
明年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在這一基礎上再跌10個點子，
但預計減息不會給銀行業今年的盈利能力帶來額外壓
力。

標普料減息不影響今年盈利
在消化了中國放鬆利率浮動限制以及最近兩次減息的

消息後，標普維持對內銀今年的盈利能力預期不變，即
預計內銀2012年平均資產回報率可能下降最多10個點
子。

內銀股昨日繼續頹勢，交行（3328）跌3.82%，為表現
最差藍籌股；建行跌3.65%；工行跌穿4元，跌2.44%報
3.99元；農行亦跌穿3元，跌2.65%報2.94元；中行跌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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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P按息實際低至2.25厘

敦沛夥粵港通 助內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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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涉洗錢 或遭美罰78億

首日潛水11%  每手帳面蝕340元
4新股掛牌 確利達大熱倒灶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025.11 -394.76 -2.03 

滬深300指數 2449.18 +23.61 +0.97 

上海A股指數 2288.65 +10.64 +0.47 

上海B股指數 231.86 -0.02 -0.01 

上證綜合指數 2185.49 +10.11 +0.46 

深圳A股指數 970.91 +15.56 +1.63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628.95 +2.06 +0.33 

深證成份指數 9753.49 +165.19 +1.72 

東京日經225指數 8720.01 -130.99 -1.48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130.93 -126.98 -1.75 

首爾綜合指數 1785.39 -41.00 -2.24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2972.04 -17.27 -0.58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105.95 -29.04 -0.70 

新西蘭NZ50 3501.4 +22.56 +0.65 

雅加達綜合指數 3984.12 -35.01 -0.87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25.49 -3.96 -0.24 

曼谷證交所指數 1193.13 -15.54 -1.29 

馬尼拉綜合指數 5205.19 -30.25 -0.58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41)

美國道瓊斯指數 12508.18 -96.35 -0.76 

納斯達克指數 2852.06 -35.92 -1.24 

倫敦富時100指數 5610.63 -53.85 -0.95 

德國DAX指數 6416.27 -37.58 -0.58 

法國CAC40指數 3141.43 -15.82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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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銀股昨齊受壓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3618 重農行 2.96 -3.90 

3328 交通銀行 4.78 -3.82

0939 建設銀行 4.75 -3.65

0998 中信銀行 3.58 -3.50

1288 農業銀行 2.94 -2.65

1988 民生銀行 6.66 -2.49

1398 工商銀行 3.99 -2.44

3968 招商銀行 13.38 -2.34

3988 中國銀行 2.77 -2.12四隻新股昨於主板上市，當中以確利達最受散戶
歡迎，日前錄得超額認購4.4倍，但首天掛牌

表現欠佳，全日收報1.42元，比招股價1.59元低
10.7%。就全日表現而言，曾一度升至最高位1.71
元，但及後掉頭回軟，最低曾見1.27元。成交股數為
1,709萬股，涉資2,460萬元。以認購及分配一手2,000
股計算，不計手續費，收市帳面虧蝕340元。

林孝文：對前景仍樂觀
確利達主席林孝文於上市儀式後表示，經濟周期

性有高有低的表現乃正常不過的現象，不一定於旺
市階段安排上市，對公司前景仍抱樂觀態度。他亦
指出，縱然現時歐美經濟仍處於弱勢，但公司約700
多名長期客戶，業務穩定，而且公司從中渝置地

（1224）分拆後對雙方都有利，可專注於包裝業務
上，中渝置地則致力於中國西部開發房地產，雙方
管理及財政同樣獨立，投資者應多加關注這一點。

永達微升0.3% 表現最佳
至於全日表現最好的新股為永達汽車，收報6.62

元，但僅比招股價6.6元高出0.3%。全日曾見6.67元
最高位，最低見6.45元。成交股數為2,311萬股，涉

資1.5億元。以認購及分配一手500股計算，不計手續
費，收市價計帳面盈利為10元。

永達汽車主席張德安於上市儀式後表示，雖然外
圍經濟環境轉差，但對於內地豪華房車市場仍屬起
步階段，對未來3至5年的前景感到樂觀。被問及有
關廣州實施汽車限購令對公司的影響，他回應指，
限購令對公司未有造成影響，皆因措施針對的是中
低檔汽車，加上公司於廣州當地沒有業務，故未有
波及主打高檔汽車市場的永達汽車。

而另外兩隻新股伊泰煤炭及銀仕來則成功穩守招
股價，分別收報43元及1.1元。伊泰煤炭招股價43元

為全日最高位，最低曾見41.1元，最後成功回升至招
股價水位。成交股數為274萬股，涉資約1.2億元。銀
仕來的全日最高位為1.12元，最低為1.08元，成交股
數約391萬股，涉資430萬元，但值得一提的是，銀
仕來是以下限1.1元定價。

伊泰及銀仕來力保不失
伊泰煤炭董事長張東海於上市儀式後表示，近期

煤價走弱，庫存高企，但預期到了冬天的用煤高峰
期，煤炭價格會有改善。他續指，本年度的媒產量
預期會有10%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穎敏）敦沛金融與廣東省中
小企業局轄下的粵港通投融資服務中心昨日簽署雙方戰略性
獨家合作夥伴協議，以協助內地中小企業在港市場集資。敦
沛金融主席葉德華表示，現時有約10至20間內地企業表示有
興趣於下半年來港上市，其中4至5間表示有熱切上市需求，
相信協議能利用香港資本市場，為企業拓展商機。

20中小企有意下半年來港
粵港通董事總經理劉澤山表示，粵港通一直扶持高成長性

的企業，包括環保、新能源及新材料的中小型企業，內地是
全球經濟的重要實體，而廣東的影響力不容忽視，相信是次
合作可幫助中小企發展，與國際市場接軌。粵港通將繼續為
內地高增長潛力的企業提供投融資服務，提高企業盈利能
力。

葉德華指，敦沛金融將擔任內地企業的保薦人及主要包銷
商，負責企業來港上市的一切事務，並會協助企業善用香港
融資市場的優勢，提供專業服務和財務解決方案。他表示，
藉粵港通的人際網絡，將可協助符合港交所上市要求、有完
善財務報表和具增值潛力的內地中小企提供財務顧問服務，
以協助企業到港交所主板或創業板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大市氣氛

持續不明朗，昨日掛牌的四隻新股表現未見

突出。其中錄得超額認購4.4倍的確利達

（1332），以低於招股價10.7%收市，全日收

報1.42元；而全日表現最好的新股為永達汽

車（3669），收報6.62元，但比招股價6.6元

僅高出0.3%。伊泰煤炭（3948）及銀仕來

（1616）則穩守招股價，分別收報43元及1.1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市場消息稱，日本第
二大彈珠營運商 Dynam(6889)延長路演時間，將原本
本周五（7月13日）的招股日期或延期至本月24日，
暫定8月3日掛牌。據悉，該公司管理層已來港會見
機構投資者，正式路演最快下周進行。

下周路演 暫定8月3日上市
據銷售文件指，該公司擬發行1.12億新股，佔擴大

後股本15.1%。其中1.008億股(90%)為國際配售，
1,120萬股(10%)為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14至16元，

集資15.7億至17.9億元，另有15%超額配股權，若全
數行使集資將增至18至20.6億元。

按其招股價範圍計，Dynam預測2013年市盈率為
6.29至7.19倍。銷售文件又指Dynam派息比率為45%
至60%，股息率按招股價下限14元計為7.14%至
7.93%，保薦人為申銀萬國、派杰，安排行尚有中信
証券。

3股今掛牌 兩隻暗盤食白果
昨日有4隻新股一齊掛牌，今日亦有3隻一同掛

牌。其中，航標控股（1190）公開發售僅獲0.09倍認
購，未獲認購股份已重新分配，國際配售最終佔發
售總數99.1%，每手2,000股，中間數2.15元定價，集
資淨額3.97億元。該公司是次發售2.1億股，公開發
售原佔10%，聯席全球協調人建銀國際及中銀國
際。該股於輝立交易場暗盤收升2.33%，每手不計手
續費賺100元。

捲土重來的普甜食品（1699）暗盤無成交。該股

公開發售接獲2.03倍認購，配售則已獲輕微超購，每

手4,000股。該股以招股價的下限0.7元定價，集資淨

額1.05億元。另一隻同樣於今日掛牌的順泰(1335)，

暗盤亦沒有錄得成交。兩股中籤率均為100%，人人

有份。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參議院常務調查委員會
將於下周二的聽證會上，公布匯控（0005）未
能有效打擊洗黑錢活動的調查報告。英國《金
融時報》引述分析員估計，匯控或因為未能有
效打擊涉嫌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財政活動，罰款
額可能高達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匯控發
言人則對此拒絕置評。

《金融時報》的報道指，匯控並將向美國國
會道歉，原因是該行未採取適當管控措施來確
保自己不為恐怖主義和其他犯罪活動的籌資行
動提供方便。分析師們估計，該行可能面臨最
高10億美元的罰金。

高管將下周出席聽證會
報道說，匯控行政總裁歐智華在一份內部文

件中承認責任，指由2004年至2010年期間，該
行需要加強在反洗錢上的效率，集團亦未能發
現及處理一些不能接受的行為。該行計劃於7
月17日接受美國參議院調查小組質詢。

一周前，巴克萊剛剛因
操縱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
而被處以創紀錄的高額罰
款，首席執行官鮑勃．戴
蒙德（Bob Diamond）也被
迫辭職。戴蒙德和巴克萊
即將卸任的董事長馬庫
斯．阿吉斯（Marcus Agius）
都為相關人員的行為作出
了道歉。

匯豐在2011年年報中表
示，與洗錢案相關的罰金
可能「相當高」。有分析師
指，該行的罰金可能超過
荷蘭國際集團（ING）的
罰金。ING因幫助伊朗和
古巴企業經由美國金融體

系移動數十億美元資金而違反了美國對這兩個
國家的制裁，因此同意支付6.19億美元罰金、
與美國當局達成和解。

預計匯豐北美區行政總裁唐愛韻（Irene
Dorner）及其他（至少一名）高管將出席下周
的聽證會。此前，美國當局已命令該行對在美
的內部管控體系進行徹底整治。

本港今日將有團體到金管局請願，要求金管
局跟進事件，以免影響匯豐香港的運作。

霍嘉治將退任非執董等多職
另外，曾任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的霍嘉治，

本於今年4月已退任成匯控非執董，但由於患
癌，昨日匯控公布將於本月底退任非執董，以
及英國匯豐主席及中東匯豐銀行董事等職務。

現年60歲的霍嘉治，已在匯控效力37年。他
曾任匯豐香港行政總裁及中南美洲總裁兼集團
常務總監；匯豐歐洲、中東及非洲業務主席等
職務。

Dynam傳延至24日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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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財政部在港
發行的總額達55億元（人民幣，下同）的2年
期零售國債，將於今日截止認購。受市況影
響，銷情較去年有所冷卻，至臨近認購尾聲始
漸漸升溫，業界仍認為可錄得超額認購。

孖展認購累增至1.83億
尚餘兩個認購日下，國債昨日累計的孖展認

購續增，達約1.83億元。其中輝立接獲7,200萬
元；耀才則錄1.11億元，當中約3,300萬元為
100%孖展。

多間銀行均表示，近日銷情較開售初期理
想，其中工銀亞洲表示，是次國債所接獲的認
購已較去年錄得輕微增長，預期今日認購情況
仍會持續向好；建行亞洲亦指本周的認購宗數
較上周有明顯升幅，亦漸見大手的認購申請，
預料是次國債仍可錄得超額認購。

渣打香港日前則指，今次國債相對去年仍較
慢熱。國債每手最低入場費為1萬元，票面年
息達2.38厘。

各銀行亦積極吸納國債退款資金，其中建行
亞洲推出定存優惠，以退款開立2星期人民幣
定存，年利率將高達3.38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再有中小型銀行減按息，富
邦香港宣布，將最優惠利率按揭（P按）利率由原來的P減
2.65至2.85厘，調整至P減2.7至3厘，以該行P為5.25厘，即實
際按息由介乎2.4至2.6厘，調整至2.25厘至2.55厘。

上月中，永隆調整P按至P減3.1厘，即實際息率為2.15厘。
市場人士相信，目前大部分銀行息率已緊貼金管局2.1厘的參
考指引水平，料業界難再有進一步調減按揭息率。

■匯控或因為未能有效打擊涉嫌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財政活動，可

能被美國重罰。

■市況波動，昨日掛牌的四隻新股表現未見突出。左起：永達主席張德安、伊泰董事長張東海、確利達主席

林孝文、銀仕來主席劉東昨主持上市鳴鑼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嘉銘 攝

■敦沛與廣東

省中小企業局

轄下機構粵港

通成獨家合作

夥伴。左起：

敦沛金融主席

助理陳錫康、

主席葉德華、

粵港通董事章

世勇、董事總

經理劉澤山。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