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

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中國
高精密（0591）「國家機密」事件
後，證監會亦因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拒交新股標準水務的審計相關
文件而提出民事訴訟。有市場消
息指，安永的拒交理由同樣是指
文件涉國家機密。前證監會副主
席、貿易通（0536）行政總裁吳
偉驄昨於午宴上表示，估計證監
會指控安永，是不滿安永以「國
家機密」作盾牌，因而採取行動
表明立場，以維護市場系統正常
運作。

警醒勿以國家機密作盾牌
吳偉驄認為，由於標準水務未

有正式上市，證監會未必能夠作
出起訴，提出民事訴訟是為了表
明立場，阻嚇保薦人及核數師，
以免再發生同類事件，並成立案
例，讓日後發生同類事件時有先
例可循。他指，若證監不加以制
止，各間公司均以國家機密為由
而不公布營運數據，將嚴重損害
本港金融體制，破壞市場價值，
對其他公司不公之餘，亦會導致
大批外資公司於港股退市。

談及貿易通業務經營方面，吳
偉驄指，受外貿及經濟放緩影響，上半年
貿易訂單的金額減少，而訂單數目有所增
加，整體貿易量沒有明顯跌幅；料內地進
出口放緩，會拖慢物流業。此外，公司正
推進出售持有之物流園，以及北京數據中
心的部分股份，現時不知道實質作價，而
扣除成本開支後的收益，將考慮以特別息
派發予股東；數據中心業於內地受到追
捧，各個地區均有電子化的需求。公司亦
正籌劃B2C的網購平台，會以內地教師為
主要銷售對象，認為教師職業穩定、知識
水平較高、誠信亦較好，因而經營風險
低。

B1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明報母首季稅前多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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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半年純利倒退45%

信報加價 媒體股反應不大
免費報紙搶食 收費報紙恐普遍無力提價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電視表 副刊
漲跌（點）漲跌%

香港恆生指數 19788.51 -23.29 -0.12 

滬深300指數 2214.81 -23.60 -1.05 

上海A股指數 2150.32 -20.92 -0.96 

上海B股指數 214.37 -0.88 -0.41 

上證綜合指數 2053.23 -19.92 -0.96 

深圳A股指數 890.30 -5.21 -0.58 

漲跌（點）漲跌%

深圳B股指數 576.31 -1.94 -0.34 

深證成份指數 8270.91 -129.45 -1.54 

東京日經225指數 9069.81 +36.52 +0.40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391.15 +29.21 +0.40 

首爾綜合指數 1928.54 +12.21 +0.64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3041.57 +1.50 +0.05 

漲跌（點）漲跌%

悉尼普通股指數 4381.46 -5.49 -0.13 

新西蘭NZ50 3628.39 -0.66 -0.02 

雅加達綜合指數 4093.17 -49.68 -1.20 

吉隆坡綜合指數 1645.58 -1.53 -0.09 

曼谷證交所指數 1220.16 -13.00 -1.05 

馬尼拉綜合指數 5195.72 +20.10 +0.39 

漲跌（點）漲跌%

歐美股市(截至21:56)

美國道瓊斯指數 13097.45 -5.54 -0.04 

納斯達克指數 3078.08 +0.94 +0.03 

倫敦富時100指數 5760.63 -15.08 -0.26 

德國DAX指數 7014.98 +12.30 +0.18 

法國CAC40指數 3418.69 -12.86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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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曾有消息稱，報販協會和報館商議中文報紙
加價，是12年來首次，售價調整會由現時的每份6

元加至7元。事實上，中文報章曾於08年提出加至8元，但
因報販和市民大力反對而擱置。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
植耀輝表示，今次《信報》加價，未必會令所有中文報
紙跟隨加價，主要是免費報紙的競爭激烈，再加價只會
令免費報紙更搶手。就算其他中文報紙加價，加幅也未
必達到《信報》的8元，而且報章股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廣
告，故加價並不會扭轉本港傳媒股普遍弱勢的現狀。

傳媒股弱勢現狀料難扭轉
一眾媒體股成交額都極低，即使連同電子傳媒及聯上

資訊供應商股，全日無起跌的股份比股價有波動的股份
更多。當中同屬《明報》母公司世界華文媒體的萬華媒
體(426)較突出，因為該公司截至6月底止的首季業績，毛
利增長21%至3312.5萬元，令純利錄得991.5萬元，增長
91.5%。該股的主要業務為《明報周刊》及《明錶》，業
務增長點皆來自廣告收入大增。而經營《明報》的世界
華文媒體首季稅前溢利約1.62億元，同比增8.8%，股價則
無起跌。

而昨日恰巧同時公布業績的還有經營《星島日報》、
《頭條日報》及《英文虎報》的星島集團(1105)，其中期純

利5046萬元倒退45%，股價亦無起跌，收報1.1元。

觀望氣氛濃 港股維持悶局
港股方面，觀望氣氛仍然濃厚，期指結算前夕港股只

能窄幅上落，全日波幅僅93點， 指收19,788.5點，跌23
點，成交額437億元，但當中包含了銀娛(0027)及光大
(0257)共約71億元配股上板成交。分析員料，港股短期窄
幅上落的走勢難改。國指收報9,470點，跌51點。8月期指
收報19,760點，低水28點。

傳匯金或入場增持內銀股，但中資金融股仍受壓，農

行(1288)中期純利升兩成，股價也會跌1%，民行(1988)除
淨，全日跌1.7%，交行(3328)及工行(1398)均跌逾1%。

LED技術突破 真明麗飆84%
銀娛遭Permira基金減持約2.8億股，股價反升3.43%至

22.65元，該股昨日的成交加上基金配股上板，交易額合
共64.6億元。真明麗(1868)在LED技術上有突破，獲市場
追捧，股價急升83.5%至1.78元，其他LED股亦被炒高，
達進東方照明(0515)升12.3%，先思行(0596)升17.5%，惟雷
士照明(2222)先升後跌，全日挫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醞釀多時的中文

報章加價終於有報章落實，電盈(0008)主席李澤

楷旗下《信報》首先宣布由下周一起加價2元，

新零售價至8元，加幅高達33%，遠高於通脹，

成為近12年來首間加價的中文報章。分析員表

示，《信報》加價後，其他報業集團未必會跟

進，因需要更多時間探討市場反應，報業股昨日

變動不大，新傳媒(0708)升1.77%，壹傳媒

(0282)升1%，東方報業(0018)則跌1.27%，至於

經濟日報(0423)、星島(1105)、世界華文

(0685)、南華早報(0583)均無升跌。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白報紙價格高企，及《頭條日報》增
加發行量以應付免費報紙競爭，推升成本，星島集團(1105)
上半年業績倒退，期內純利倒退45%，股東應佔溢利5,046
萬元，每股盈利5.99仙，每股中期息由去年同期的4.5仙減
至3.5仙。

《頭條日報》增發行量推升成本
主席何柱國指，集團中期溢利與去年同期比較下跌

45%，但相較去年下半年已見改善。隨 白報紙價格回
落，加上《頭條日報》和《星島日報》的業務穩健發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的經營狀況可以審慎樂觀。集團現時共有

約2,400名員工。
何柱國續稱，隨 新的免費報章加入，市場上每日所發

行的報章數量較去年同期增近50%或近150萬份。免費報章
市場擴張，不管在讀者人數或廣告收入方面皆已開始蠶食
收費報章的市場份額，當中收費報章所受壓力最為嚴重。

業績報告引述廣告市場調查公司admanGo的資料，指整
體報章廣告收入於上半年錄得按年增長，但收費報章的廣
告收入反跌2%，而Ipsos Media Atlas數據顯示，兩份新免費
報章令大眾化收費報章的讀者減9%。何柱國認為，《頭條
日報》是最大得益者，據Ipsos Media Altas 最新的調查顯
示，《頭條日報》平均讀者人數162.6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經營香港《明報》的世界華文媒體
（0685）昨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的第一財季業績，
期內稅前溢利2,073.3萬美元（約1.62億港元），按年
同比增8.8%。集團指出，稅前溢利上升，主要受惠
旅遊分部業務表現較佳，以及出售一項投資所得的
收益。

集團的核心業務出版及印刷分部，稅前溢利較去年
同期增加4.4%。增長主要由於馬來西亞及香港業務的
廣告收入增加，後者受惠於高級品牌及招聘廣告收益
上升。另一方面，北美的經濟及地產市場放緩導致此
分部於期內的廣告收入下跌。世界華文媒體今年5月
份公布的截至今年3月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純利
6,320.9萬美元（約4.93億港元），同比升15.29%。

本港媒體股昨日表現
收報（元） 變幅（%）

出版

萬華媒體(0426) 0.68 +7.94

新傳媒(0708) 0.229 +1.78

壹傳媒(0282) 0.475 +1.06

東方報業(0018) 0.78 -1.27

經濟日報(0423) 2.05 無起跌

南華早報(0583) 1.46 無起跌

星島(1105) 1.1 無起跌

成報(8010) 0.015 無起跌

世界華文媒體(0685) 3.6 無起跌

電視

鳳凰衛視(2008) 2.38 +0.42

電訊盈科(0008) 3.0 +1.01

電視廣播(0511) 55.95 +0.09

有線寬頻(1097) 0.305 無起跌

網站

財華社(8317) 0.39 無起跌

華富財經(0952) 0.155 無起跌

TOM集團(2383) 0.84 無起跌

報業股2011年度業績
傳媒股 2011年度業績 與2010年度比

壹傳媒(0282) 虧損1.9億元 盈轉虧

東方報業(0018) 純利1.19億元 -59%

經濟日報(0423) 純利7,607萬元 -50.8%

星島(1105) 純利1.39億元 -42.3%

世界華文(0685) 純利4.93億元 +15.29%

成報傳媒(8010) 虧損4,047萬元 虧損減19.6%

新傳媒(0708)* 純利2,599.7萬元 -18.8%

*截至去年12月止的中期業績

■吳偉驄認為，證監會採取行動

為表明立場，以維護市場系統正

常運作。 陳遠威 攝

■《信報》

下 周 一 起

加 價 至 8

元 ， 成 為

近 1 2 年 來

首 間 加 價

的 中 文 報

章。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