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中國糧油（0606）上
半年純利錄得5.01億元，大幅下跌69%；收入升24%
至416.7億元。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0.8%下降至
6.3%。每股盈利12.43仙，派中期息3.1仙，而去年同
期派7.9仙。
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總經理呂軍指，公司上半年業

績按年大幅倒退，因主要業務油籽加工業務溢利倒退
76%，油籽業務上半年毛利率下降5.3個百分點至
3.5%，但因下半年是旺季，預計需求會有所上升，估
計毛利率或有所改善。生化及生物燃料業務溢利全年
亦會有上升，若以核心業務表現來看，全年未必會出

現倒退。
呂軍表示，由於美國旱災，大豆價格處於歷史高位

令油籽及食用油價格上升，影響了內地的需求，下半
年為消費旺季，需求比往常或略有減少，整體影響不
大。進口的大豆全部來自美國、巴西及阿根廷，公司
會加大在巴西及阿根廷的進口，因為費用較美國便
宜，希望一次可以減輕成本的壓力。

中國食品海外謀併購
此外，中國食品(0506)中期純利4.74億元，增長

50%，EBITDA上升23.8%，但整體毛利率由23.6%減
至22.2%，主要因為因佔總收益45.5%的廚房食品業務
的毛利率減少所致。期內總收入按年增加約15.6%，
飲料及及廚房食品業務，貢獻達85%，收入增長分別
為15.4%及14.8%。派中期息6.11仙。

公司指，因希望於內地輸入具價格競爭力的葡萄
酒，故正研究澳洲、歐洲及美國等地區的潛在併購目
標，並進行實地考察，亦會優先考慮收購白酒及調味
品品類等。另外，「福臨門」品牌的醬油品類、食醋
品類、味精品類等調味品業務，正籌備於年內上市。

旺旺中期多賺38%
中國旺旺(0151)亦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純利2.3億

美元，按年升38.2%，每股基本盈利1.75美仙，派中
期息0.9美仙。期內收益增19.4%至15.275億美元，由
於成本改善措施見效，以及部分主要大宗原材料價格
回落及產品價格提升。整體毛利率上升4.1個百分點，
至37.1%。米果業務利潤3,443萬美元，按年下跌4%；
乳品及飲料利潤1.88億美元，按年上升48%；休閒食
品利潤1.02億美元，按年上升61.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受惠原材料價格下
跌， 安國際(1044)截至6月底股東應佔利潤上升
37.6%至16.26億元，每股基本盈利升37%至1.323元，
派中期息0.75元，同比上升25%。公司副主席兼行政
總裁許連捷指，面對內地經濟放緩，但公司產品屬快
速消費品，故未受經濟放緩影響，會按照計劃擴展產

品及產能。
許連捷指，公司期內毛利率上升5.6個百分點至

44.2%，主要受惠於原材料價格持續低迷，城市化發
展帶動行業，加上公司有新的高毛利產品投入市場，
故相信公司毛利率可以維持在40%水平。而公司高端
紙品銷售仍有增長，故會繼續擴大產能。

公司期內於重慶市及蕪湖市之新生產線延遲投產，
而重慶市及蕪湖市各有6萬噸的新產能亦已分別在7月
及8月投產，加上公司80%以上木漿來自海外，有長
期供應協議，故有信心年產能將維持在93萬水平。

無意出售零食業務
零食業務和 安系統內的紙品分家，許連捷指，有

信心在年內整合零食業務，融入公司的銷售網絡系統
中，並希望能產生協同效益，未考慮出售零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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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銀行中期業績概要
（人民幣） 按年變幅

淨利息收入 1,676.85億 +15.9

淨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389.29億 +4.8

營業支出 840.06億 +17.9

資產減值損失 227.72億 -17.8

純利 804.99億 +20.7

財務比率 比率（%） 較首季變幅
淨利息收益率 2.85 -0.12個百分點

核心資本充足率 9.65 +0.05個百分點

資本充足率 12.02 +0.01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率 1.39 -0.05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 296.26 +12.87個百分點

安莉芳料下半年同店低雙位增

核心資本率「肥佬」
民行等發可換股債

未礙內地放緩 安按計劃擴產

油籽業務差 中糧少賺69%

經濟減速波及內銀

農行第二季少賺14%

經歷人行年內兩次減息，內銀淨息差普遍收
窄，農行亦難倖免，由首季度的2.97%收窄

至2.85%，幸仍高於建行（0939）的2.71%。行長
張雲昨在香港記者會表示，利率市場化逐漸推
進，或會再出現不對稱減息，令銀行競爭更激
烈，另銀行要亦為資產重新定價，對淨息差有較
大壓力：但他相信該行貸款業務比同行較有優
勢，如其縣域貸款競爭小且需求大，有信心下半
年淨息差仍可處於領先地位。

淨利息收入季跌4.6%
農行上半年淨利息收入增長15.9%至1,676.85億

元；佣金及手續費淨收入389.29億元，增長
4.8%；兩業務次季表現均遜於首季，分別倒退
4.6%及17%。
對於費用業務收入倒退，財務會計部總經理張

克秋於北京表示，受國內外經濟放緩的影響，以
及資本市場持續低迷，造成金融市場佣金收入下
降，同時信貸相關的顧問諮詢業務亦受到經濟減
速影響，另收費管理辦法的出台減少了銀行的收
費收入。
張雲則補充指，該行新增中間業務增達45%，

加上發展理財及資金管理服務，料年內中間業務

仍可錄得增長。

蔣超良料利潤續跌
身處北京的蔣超良表示，受經濟下行影響，下

半年農行淨利潤增速將有所調整，「還將繼續處
於下降通道」，但對維持資產質素仍有信心。
誠然，農行資產質素一直遜於其餘三大內銀，

幸近期走勢趨向健康，上半年不良貸款比率及餘
額錄得雙降，比率由首季度的1.44%跌至1.39%，
上半年建行及中行（3988）的不良率則為1%及
0.94%；農行不良貸款餘額845.08億元，按季微跌
5.06億元。其資產減值損失按年減少17.8%至
227.72億元，但金額仍高於建行及中行；不良貸
款撥備蓋率按季增12.87個百分點至296.26%。風
險管理總監宋先平表示，如經濟未有大變化，料
下半年不良貸款仍有下降空間。
論資本實力，農行暫敬陪末席，截至6月底，

其核心資本充足率為9.65，雖已較首季增0.05個百
分點，但仍低於建行的11.19%及中行的10.15%。
另外，農行董事會議決，批准發行不逾500億

元人民幣次級債券，以充實行附屬資本，提高本
行資本充足率，決議由即日起24個月內有效。而
議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王曉雪）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似乎已開始影響內地銀行

業。中國農業銀行（1288）昨公佈中期業績，半年雖仍賺804.99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增長20.7%。不過單計第二季，農行利息收入及費用收入倒退，導致純利按

季倒退14.7%至370.45億元。董事長蔣超良坦言，受經濟下行影響，預計下半年利潤

「還將繼續處於下降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民生銀行（1988）截至今
年6月底的核心資本充足比率尚未達到中銀監規定的8.5%
比率，該行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張昌林昨日表示，若該
行金額達2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A股可換股債券順利
發行，可使該行核心資本充足比率提升1.2個百分點，可達
到監管機構的要求。

200億A股換股債尚欠批文
據民生銀行公佈的今年中期業績資料顯示，截至今年6月

底，該行核心資本充足比率和資本充足比率分別為8.41%
和11.36%，分別較去年底上升0.54和0.5個百分點。民行副
行長趙品璋昨日表示，該行於今年4月2日已完成配售H
股，籌資111.14億港元，而發行金額達200億元的A股可換
股債券於今年7月下旬已獲中證監發審委批准，但最後的
「路條」（即批文）尚未拿到。

今年6、7月人行已兩次減息，張昌林表示，人行兩次不
對稱減息肯定會對民行淨息差帶來壓力，他預計有關因素
將令下半年民行淨息差收窄8至10個基點，但具體影響仍要
視乎今年底之前人行會否進一步減息。據公佈，今年上半
年民行淨息差為3.14%，同比上升0.14個百分點（即14個基
點）。不過，民行財務會計部副總經理李文表示，今年上半
年該行淨息差環比則有所下降。

淨息差料收窄8至10個基點
今年中期民行計劃派發股息每股0.15元（含稅），民行董

事會秘書萬清元表示，之前該行董事會已確定每年派息兩
次的政策，有關政策不會改變。
今年上半年，民行減值貸款比率為0.69%，較去年底上

升0.06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為2.43%，較去年底提高0.2個
百分點。民行行長助理石傑表示，經濟下行令該行的經營
面對挑戰，影響該行不良貸款比率上升，但相信下半年在
未有突發事件的情況下，其不良貸款狀況可保持穩定。至
於長三角地區企業三角債問題，他表示未見嚴重，不足以
影響該行資產質量。
民行副董事長兼行長洪崎表示，目前中國經濟正進行結

構調整，銀行的利潤肯定會受到影響，不良資產會有所上
升，但銀行也在進行結構調整，經營更加精細化，整體管
理水平也在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安莉芳（1388）行政總裁及
執行董事鄭碧浩表示，上半年同店銷售錄得中雙位數增
長，但因市場環境不明朗，拖累增長步伐持續放緩，對整
體零售消費市場構成影響。她預期，下半年同店增長有下
降趨勢，將錄得低雙位數增長。該股昨日收報3.61元，升
10.736%。
鄭碧浩續稱，公司全年計劃凈增50個零售點，但上半年

公司調整經營網絡，關閉了部分銷售網點。公司將專注於
內地市場，希望以多元化品牌差異化吸引更多消費者。公
司下半年會審慎規劃業務發展，透過整固及優化銷售網
絡，調整開店步伐，鞏固業務基礎並推動業務持續發展。

■ 呂 軍 表

示，中糧將

加大從巴西

及阿根廷進

口大豆，減

省成本。

張偉民 攝

■農行行長張雲(中)與一眾管理層昨在香港會見傳媒。

張偉民 攝

■圖左起為：民行副行長趙品璋、副董事長兼行長洪崎、

香港分行行長林治洪。 卓建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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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第四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延伸至內地

新鴻基地產（新地）成立「新地開心閱讀」計劃多

年，鼓勵多閱讀、多創作。今年新地第四度與香港三

聯書店（三聯）攜手，首次把比賽延伸至內地，並請

來中港兩地八位星級創作人及資深作家為有志者提供

個人指導，為全國培育文壇新星。早前在上海國金中

心商場舉辦比賽發佈會，為內地年輕人展示實現創作

夢想的平台，期望通過是次比賽更大規模地推廣閱讀

及創作風氣，發掘更多有夢想、有創意的年輕作家。

■新鴻基發展中國有限公

司區域租務總監文志峰

（左一），新鴻基地產公司

傳訊總監吳淑秋（左三），

著名詩人、編劇鄒靜之

（左二），著名舞台劇導

演、編劇林奕華（右二），

香港著名作家、漫畫家歐

陽應霽（右一），共同為第

四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於內地揭幕。

勉年輕作家發掘夢想

新鴻基地產公司傳訊總監吳淑秋出席發佈會並表示：「新地一直非常重
視推行文化公益，倡導閱讀風氣。我們推出的『新地開心閱讀』計

劃，鼓勵多閱讀，多創作。於2006年創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轉眼今年
已經是第四屆，也是第一次把比賽延伸至內地，我們非常期待看到內地年輕
朋友們的作品，也期待今年的比賽能成為中港兩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屆評審林奕華、鄒靜之以及首屆評審歐陽應霽出席了發佈會，對首次進

入內地的本屆比賽充滿期待，也表達了對年輕人創作的寄望。本屆比賽徵集
的是年輕人對「存在」的獨特解讀，評審們表示歡迎所有有故事、有話想說
的年輕人直抒胸臆，也希望能夠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耀眼的想像力和無限的
可能性。比賽所倡導的為多樣化、跨媒體創作，和不拘一格的個人觀點。
於發佈會當天上午，亦舉行了上海第二場評審分享講座，出席評審包括林

奕華、陳丹燕及鄒靜之，分享講座受到內地文化青年熱烈歡迎，席間有逾
300名觀眾參與，並於發問環節踴躍發問，台上台下交流互動，激發大家的
創作熱情。陳丹燕表示：「跨界和形式上的創新，是一個創作者原創力的最

重要表現，非常希望能夠看到這樣的作品。」

星級創作人傾力指導
本屆比賽的評審陣容涵蓋了不同媒體的資深創作人，包括本地著名《聾貓》
漫畫家兼填詞人小克、香港資深動作片如《三國之見龍卸甲》等導演李仁
港，著名舞台劇導演、編劇林奕華，來自內地的包括《晶報》總編輯胡洪
俠、北京著名音樂製作人張亞東、榮登「2006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80
後女作家張悅然、上海著名作家陳丹燕，以及《鐵齒銅牙紀曉嵐》等電視
劇的北京編劇鄒靜之。入圍者將獲得評審一對一的創作指導，從創作角
度、內容編排和市場需求等方面提供專業意見，幫助入圍者將創意雛形轉
化為成熟作品。
比賽歡迎35歲以下、從未以個人身份出版書籍的年輕人參加，以「存在」

為題，通過文字、圖像或多媒體方式展示無限創意。初賽截止日期為2012年
10月31日，參賽者只需提交10%作品內容和出版計劃書。最終優勝者將獲得
香港三聯書店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合約及書籍版稅收益，於內
地和香港分別出版發行簡體及繁體版書籍。

為嘉許在倫敦奧運會中表現優
秀的香港運動員， 生銀行決定
額外撥款港幣100萬元，獎勵取得
第4至8名的運動員，另是次出戰
奧運的42位運動員將每人獲 生
「財神金牌」一面，以表揚他們展
示了香港的拚搏精神。
於今屆倫敦奧運會中獲得第4至

8名的香港運動員共7名，他們將
獲得 生銀行頒發合共港幣70萬
元現金獎勵，個人項目之獎金為
港幣10萬元，獲獎運動員包括葉
姵延（羽毛球）及江天一（乒乓
球），而隊際項目獎金為港幣25萬
元，獲獎隊伍包括男子乒乓球隊
（江天一、唐鵬、梁柱恩）， 以及
女子乒乓球隊（帖雅娜、姜華
珺、李皓晴）。此外，頒發予所有
運動員之 生「財神金牌」總值
約港幣35萬元。
由 生銀行及香港體育學院

（體院）合辦的「 生優秀運動員
獎勵計劃」（計劃），於較早前宣
佈頒發港幣75萬元予香港單車銅
牌得主李慧詩，連同由 生額外
頒發之港幣100萬元，總額達港幣

180萬元。
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李慧敏表示：「香港運動員在今
屆倫敦奧運會中全力以赴， 突破
自我，追求卓越的表現，展現奧
林匹克精神。除單車項目外，羽
毛球以及乒乓球健兒均有超水準
表現。我再次衷心祝賀香港代表
隊，並期望他們日後繼續為香港
締造更多佳績。」
「 生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是 生支持香港體育發展的一個
長期承諾。這項計劃由體院於
1994年主辦，旨在向大型賽事的
本地獎牌運動員提供現金獎勵；
自1996年起獲 生銀行贊助，向
在奧運會、殘疾人奧運會及全國
運動會中表現傑出的香港運動員
頒發獎金，在2005年 生更將贊
助擴展至東亞運動會的得獎運動
員，並於2010年把計劃推廣至亞
洲運動會及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全力支持本地體育的發展。
由始至今，「 生優秀運動員獎

勵計劃」已合共發放超過港幣2,840
萬元予351名本地優秀運動員。

生額外頒發港幣100萬元
嘉許倫敦奧運香港運動員

星級評審出席發佈會及上海站講座助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