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油砂赴加第二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致同前身為京都天華會計
師事務所，在業界頗有名氣，雖然與德勤、畢馬威、安永
和普華永道這「四大」相比仍有所差距，但徐華對該事務
所的發展前景雄心勃勃，笑稱其現時地位已經是「第五
大」，未來5年的員工人數將翻倍至5,000人，服務產品亦將
達到「能和四大PK（比拚）的水平」。

服務靈活勝四大所
徐華指出，致同在內地共有17個辦事處，與四大所相

比，該事務所最大的優勢在於「把國際化和本地化很好地
融合在一起」。對中國的文化，對內地政策的了解，出現問
題後的協調能力，以及和內地政府與監管部門的溝通，

「這些都能植入到我們的服務中去」，滿足客戶對內地和國
際市場的需求。他並稱，其服務能力較四大所更加靈活，
且能隨時跟進，「讓客戶感覺更舒服，覺得我們的服務
更到位」。

正準備1家H股IPO
徐華又談及該所的「5年目標」，稱5年後的員工數目將

由目前的2,400人，增長到4,000至5,000人，業務範疇除了
審計工作外，在稅務和諮詢等方面也將有大幅度提升。他
笑稱，以該事務所目前的影響力、業務表現和市場份額，

「其實我們已經是第五大了」，有信心5年後在服務產品
上，達到能夠和四大PK的狀態和水平。他又透露，該所目
前有2至3家H股客戶，且正在準備1家H股的IPO。

另外，據致同介紹，該事務所將推出企業重整服務，在
致同澳洲及英國成員所的大力支持下，為香港及內地企業
提供重整及清盤服務。新部門由在業內有24年經驗的專家
Greg Keith領導，首先在香港建立企業重整團隊，日後將
根據客戶需求在內地擴大團隊規模。此外還在北京、上海
及香港辦事處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服務，包括法證及
調查、企業併購、境內外交易諮詢、企業風險管理、營運
持續管理及企業管治檢討等多個不同範疇。

熟悉內地成優勢
5年內PK「四大」中美跨境審計望年底有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隨 越來越多中資企業赴美

上市，中美兩國的「跨境審計」談判受到業界廣泛關注。在內

地和本港均有業務的致同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徐華昨日預

料，有關談判最快有望於今年年底前達成，屆時中美兩國「將

以雙方認同的某一種方式，（對跨境審計）會有一個鋪墊」。

對於中企早前捲入的「審計風暴」，他認為需要進一步分析，

並非一定是中國本土會計師的責任。

徐華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由
去年起中美兩國政府部門針對

「跨境審計」進行了多次見面和磋商，
「我聽到了一些可喜的進展，雙方都希
望通過某一種方式來加以解決」。他
稱，雙方達成協議是理性的結果，有
助於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開放，和中國
市場對美國以及全球的開放；達不成
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概率很低。因
為跨境審計和監管不是單方面的，不
僅中企會到美國上市，美國企業也會
到中國發展，因此他相信「兩國都會
從長遠的、更全局的角度去考慮問
題」。

造假大多無關內地事務所
談及中企捲入的「審計風暴」，徐華

頗為業界抱不平，稱是由個別現象導
致，且造假的「大部分都不是中國本
土的（會計師）事務所，都是一些小
的、在美國的事務所，在中國找了一
些合作機構，他們的審計質量是沒有
任何保證的」。他強調，捲入醜聞的均
非中國本土的、有資質的會計師事

務。「責任歸在誰那裡，需要進一步
分析。不是說中國企業在美國出現問
題，就一定是中國會計師的問題」。

上市公司保密應有明顯界限
至於「中國高精密（0591）停牌事

件」，徐華回應稱「企業既然已經上
市，對該保密的和不該保密的，應該
有一個明顯的界限」。如果會計師不配
合監管部門，對資本市場的透明度、
公正性和客觀性，都會帶來負面影
響，甚至導致「公司的股票大家都不
接受」。他稱，該事務所暫時未有遇到
類似情況，如將來一旦遇到，他的處
理方式是「先向公司作出解釋，然後
三方坐下來一起討論解決問題」。

中證監准許H股可用內地會計師的
審計，也引起不少關注。徐華表示，
近年來隨 內地和香港加強交流，兩
地的會計準則已幾乎沒有太大差異，

「無論是香港會計師還是內地會計師，
審計的依據是一樣的，方法是相同
的，政府部門的監管也已相互認同」。
他指出，兩地會計報表數據上的微小

差異，主要是因減值準備和金融工具
的計價方式不同造成，且已在附註中
清楚披露，因此無需過分擔心。

另外，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門檻
有可能降低，也引起部分投資者擔
憂。徐華認為，「一開始都是大伙到
香港來上市，但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有新的企業也需要上市，「如果還用
原來的標準會把他們擋在門外」。他指
是否符合上市標準，應從持續經營能
力、盈利能力和本身資產質量等方面
來評估；並認為「降低門檻不是降低
質量，現在的小企業，未來可以做大
做強，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

IPO縮屬正常 倡關注政策
被問及香港今年是否能保住「全球

IPO一哥」地位時，徐華僅表示全球經
濟形勢不好，而內地又處於結構調整
的階段，出口貿易的降低和銀根的緊
縮，都會令上市企業的積極性受挫，
在這個時間上市，募集資金的數量和
股價都可能受影響，「相信大家都會
觀望，IPO的縮減是正常的」。他又笑
稱，香港「做了第一就老是想第一」，
但其實第一和第二沒有太大區別，未
來應該更多關注相關政策，給企業更
大的信心。

中出欲設永不落幕展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外圍經濟欠佳，本港

出口業務已受累。為吸引國外企業更多來港採購，香
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提出「創建香港的專業批發市場」
研究，表示目前本港不少地區已經具批發業雛型，若
能讓採購商不局限於有限的展覽活動，而是建立一個

「永不落幕的展覽會」，將有助工業界及出口商發展。

專業批發市場料增兩成出口
中出估計，若批發市場成功發展起來，保守估計最

初每年出口量最少兩成增幅，以服裝業來說，每月可
增加29.3億元收入，而一般批發的兩成利潤即平均每
月增加近6億元收益。按目前珠寶業的出口狀況來說，
則每月可增加10.6億元收入，批發利潤月增2.12億元。

該項目主席、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李秀 指，香
港有成為專業批發市場的優勢，其外匯自由，內地很
多市場都不能媲美。另外，香港免稅制度加上一般貨
物沒有出口限制、內外交通便利，都令競爭力大增。
但本港租金高昂，似乎對批發市場造成一定衝擊。

李秀 回應，內地相比起來，其實租金也不比香港
便宜。例如全球大型小商品批發市場浙江義烏市的租

金價格不在話下，他指若企業想進入當地市場，首先
便要付約50萬元入位費。至於要解決項目的地方空間
問題，活化工廈是其中一個選擇。改變工廈成為批發
中心比改建成商場、酒店等更容易。

業界：港成衣批發市場欠規模
古珀行珠寶總裁沈運龍指，香港珠寶業面對出口疲

弱仍然有高抗跌能力，但參考外國經驗，若要真正發
展，單靠業界不能成事，政府應該給予適當扶持協助
發展。而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副會長余遠茂指業界在
內地競爭大，買家若想多參觀香港的供應商，都苦無
去處，即使在長沙灣的成衣批發市場，亦比較欠缺規
模。

該計劃項目9月已經啟動，獲得工業貿易署「中小
企業發展支援基金」資助76萬元，由理工大學企業發
展院負責研究執行，明年5月31日將發表研究，當中
會探討不同行業的批發市場現狀及周邊配套等因素，
研究批發市場的可行性。因應具備批發市場的雛型，
目前優先考慮服裝、珠寶、傢具、電子產品、禮品及
玩具等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黃金投資需求
下降加上內地消費量減
少，世界黃金協會昨發
表《黃金需求趨勢報告》
顯示，今年第三季全球
黃金需求出現下滑，需
求總量同比下降11%至
1,084.6公噸。該協會遠
東區董事總經理鄭良豪
表示，黃金需求下降，

主要由於中美兩國正值領導層換屆期，投資及消費者在
經濟存不確定性時較為保守，但換屆過後經濟發展加
速，將有利黃金需求。

報告指，黃金需求總值為576億美元（約4,465億港
元），同比下跌14%；季內黃金均價同比下降3%至每盎
司1,652美元。反映去年同期大量投資性資金流入造成
金市需求強勁後，今年的黃金投資需求出現放緩。而全
球黃金ETF類型投資產品需求則同比增長56%，達136
公噸。

內地上季少買金8%
內地黃金需求下降亦是原因之一，作為全球第二大金

飾市場，內地第三季黃金需求總量同比減少8%至176.8
公噸，金飾和投資需求亦分別下降6%及12%，至123.8
公噸和53公噸。而印度經濟復甦，金飾和黃金投資需求
上漲，需求總量同比增長9%至223.1公噸，金飾和投資
需求分別增長7%及12%。

鄭良豪表示，去年印度是全球黃金需求最大國，而今
年上半年內地的黃金需求量已超越印度成為榜首，但累
計3個季度而言則仍落後於印度。無論如何，內地及印
度已是全球黃金需求的雙引擎，兩國佔全球黃金需求的
比例已由50年前38%，上漲至現時58%。

他續指，內地今年首3季黃金投資需求呈現滑坡，但
幅度頗細，而年末屬旺季，在新領導人上場後形勢穩
定，加上中產人士資產增長持續利好金市，對第四季內
地黃金市場表現樂觀。

料財崖致金價波動
此外，他表示美國財政懸崖及歐債問題造成金市波

幅，央行啟動印鈔機救市，導致美元弱勢及通脹升溫，
是利好金市的主因，惟投資、金飾、央行儲金及科技用
途這四大黃金需求因素各自受到不同的因素影響，因而
金價有波動，而非只升不跌。

報告顯示，各國央行第三季黃金購買量為97.6公噸，
鄭良豪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定期宣布各央行
申報黃金儲備數據，是次數據較多來自新興市場國家。
有關申報並非強制性，當中並未包括內地央行的買金
量，因而難以得悉內地央行的購買量和有否購買。

黃金供應量年跌2%喘定
供應方面，鄭良豪表示，全球黃金供應量每年出現

2%下跌，情況穩定，而由於涉及噸位頗少，相信問題
不大。單靠新出礦黃金不足以滿足市場需求，而黃金回
收活動則補充了市場需求的缺口。第三季新礦及回收分
別提供黃金727.6公噸及460.7公噸，產量均同比降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遠威）陽光油砂（2012）
獲准於加拿大第二上市，公司昨宣布，獲多倫多
證交所確認批准於當地上市，預期於當地時間11
月16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證交所開始買賣，代號

「SUO」。
由於是以介紹形式上市，該公司不會在多倫多證

交所上市時募集額外資金或發行新股。該股昨收報
3.36元，跌6.667%。

■徐華（左）預料中美將就跨境審計達成協議。旁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業務重

組部門董事總經理Greg Keith。 張偉民 攝

■鄭良豪指，中國內地及印

度已是全球黃金需求的雙引

擎。 陳遠威 攝

觀望換屆 上季黃金需求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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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
會活動，於過去10年先後在

東莞、佛山、深圳、廣州、中山、惠
州、江門、珠海及順德等城市成功舉辦。
今年大會將以「粵港合作、共創商機」
為主題，在華南地區集經濟、政治、文
化中心城市－廣州市舉行，藉此進一
步促進彼此友誼，促進香港與珠三角兩
地企業的交流合作，推動業界發展。

內地經濟雙重轉型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兼珠三角工業協

會主席劉展灝介紹指，今年很榮幸邀請
到特首梁振英作主禮嘉賓，別具意義，
足證政府關心和支持香港工業發展；他
並呼籲同業們把握這個難得機會，同場
交流，共討商機。

劉主席分析稱，中國經濟已經步入雙重
轉型期，以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

為主線，中國經濟社會從外需向內需、從高碳
向低碳，從強國向富民的三大方向轉型。所
以，珠三角作為中國「先行先試」的地區，經
濟的轉型升級也將走在全國的前列。「由於出
口受阻、內地面臨土地以及最低工資標準上調
所造成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在內地設廠的
港資企業均面臨困境。加上外圍市場萎縮，珠
三角所受影響非常大，尤以歐洲客戶為主和生

產電子、玩具等行業的港商最受影響。東莞一
直都是在粵港商的生產集中地，現在卻是整個
廣東省出口增幅最低的地方。如果外圍經濟持
續低迷，存活下來的部分廠家也可能會收縮規
模。由於以上種種問題，未來五年大概三成在
珠三角地區營運的港商可能倒閉或搬離。」

港商面臨成本壓力
劉主席解釋，今年出口形勢已是定局，以

歐美市場為主要客源的港商估計利潤按年少
5%至15%，歐美經濟疲弱加上營運成本上
漲，珠三角港商的營商環境比2008年更差。
他指出，現時無論從事出口抑或內銷的香港
廠家，均面對非常嚴峻的經營環境，今年整
體營運成本持續上漲，當中以工資、原材
料、能源及信貸支出的增幅最多，再加上人
民幣不斷升值，很多工廠無法再捱下去，明
年初將出現工廠結業潮。劉主席分析指，雖

然內地政策對港商出口轉內銷有輔助作用，
但對大部分做OEM（原設備製造）的廠商而
言，完全轉向內銷 實不易，「慣做出口的
廠商開拓內銷市場，成功者少，因為內地有
別於歐美市場，一般港商既沒有品牌去發
展，亦沒有營銷網絡去做推廣銷售。」

產品將向上轉移
談及目前本港工業的發展情況，劉主席強

調，製造業永遠具備存在價值，且絕不會受時
代所淘汰，關鍵是本港業界如何克服低潮；而
珠三角未來的發展，製造業仍然是經濟的主
力，期望當地政府能繼續支持港商。劉主席強
調，對於部分行業來說，其他地區難以替代珠
三角的產業鏈優勢。他提醒業界應努力增加產
品的附加值和獨特性，從而加強競爭能力，目
標是製造高檔產品或建立自己品牌，開拓內銷
市場，實現「升級轉型」。

自家品牌增附加價值 高端產品拓內需市場
—訪珠三角工業協會主席劉展灝

每年舉行的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是香港、內地有關機構在珠三角聯合舉辦的工商界年度盛事，今年將以

「粵港合作、共創商機」為主題，邀請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廣東省及廣州市領導出席作主禮嘉賓。珠三角工

業協會主席劉展灝表示，在珠三角營商的港商，近年均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期望藉交流會聯繫彼此友誼，交流營運

心得，提升香港珠三角工商團體的凝聚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第11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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