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今年稅貸市場競爭激烈，
建行亞洲高級副總裁兼消費信貸業務部主管陳詩藹昨表示，
今年的推廣優惠奏效，稅貸申請宗數同比增加154%，預期
在稅貸期完結後，今年的總稅貸業務量可較去年增長5倍。
預料今年整體市場增長約10%以上。

申請宗數較去年全期增154%
陳詩藹表示，該行開出簡單的貸款條件，加上貸款額相

宜，因而業務走勢非常理想。建行亞洲稅貸最優惠實際年利
率2.1%，貸款額30萬元以上；優惠期後最低實際年利率將調
整為3.81%。陳詩藹指，12月為稅貸高峰期，估計下月開始
出現放緩，現已將優惠期延長至本月31日，不排除按市場需
求再延長優惠期。息口方面已較去年下調約5成，相信減價
空間微。

截至12月6日，該行稅貸申請宗數較去年全期增加154%；
平均稅貸金額超過35萬元，增加31%。陳詩藹指，稅貸客戶

當中39.1%為月薪逾10萬元人士，相對只有4.6%私人貸款客
戶月薪逾10萬元。同時，有43.1%稅貸客戶從事金融業，可
見「越識計數、越有要求人士，對稅貸需求越高」。

她稱，稅貸市場受經濟及投資氣候影響，預料今年整體市
場升幅溫和，增長約10%至20%以下；在市道好時，市場可
有30%-40%增長，2009年市道不景時便曾出現負增長。資金
成本方面同比分別不大，業內稅貸價格平均下調10%-50%不
等，銀行所得貸款收益相對下跌。

稅貸可獲高質客交叉銷售
該行定位高端客戶群，她認為，透過稅貸業務可爭取到高

質素客戶，再藉以介紹其他產品，計劃可於明年進行交叉銷
售。新增貸款市場份額增長近雙位數，銀碼增長顯著。今年
貸款業務當中，有三分一是稅貸，而私人貸款亦增長理想，
有雙位數字升幅，期望市場份額可貼近雙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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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物管涉無牌代理遭警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上海今年新

總價地王於昨日誕生。據《新浪房產》報道，
由萬科、綠地、玖致酒店管理、廣州港捷企業
管理等四家企業合組的財團，以54.31億元(人
民幣，下同)底價投得位於徐匯區漕河涇社區
商務區地塊。

根據土地出讓公告信息顯示，徐匯區漕河涇
社區地塊的項目定位為中高檔的商務商貿區。
土地面積10.7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共49.34萬
平方米，容積率3.8至4.8，平均每平方米售價
為1.1萬元。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2月11日，
一共有15家企業領取競買申請書，但最終只有
1家企業提交競買申請，因此市場已預計出該
地塊或將以底價成交，但即使以底價成交已足
以成為上海今年金額最大的地王。

平均每平方米售價1.1萬元
翻查數據，保利建錦及信保(天津)股權投資

基金早前於10月10日聯手以45億元奪得徐匯濱
江地塊，成為當時本年度上海新總價地王，但
相隔63天後，紀錄已被內房龍頭萬科牽頭的財
團打破。

事實上，萬科上半年投地較為低調，但踏入
下半年活躍起來，單是7、8月已新增8個項
目，合共金額為36.14億元。萬科董秘譚華傑
曾表示，今年四季度是拿地的好時機，公司會
再買大批地皮。而9月再投入68.84億元大手搶
地，短短11天內分別在青島、廣州、合肥成功
拿地，令該公司於第三季最少動用近120億元
買地，再加上本月初以15.8億元拿下濟南市位
於歷下區花園路以南、化纖廠路以東的化纖廠
G114住宅用地及是次的上海地王，足以顯示
萬科奠定龍頭地位的決心和實力。

另外，昨日同時出讓的嘉定區南翔鎮槎溪路
以東、連浦河以南商辦地塊，由樓家強聯合卓
斯(香港)有限公司以底價1.53億元投得，每平方
米平均售價為2,7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樓市交易僧多粥少，業界為提高生意

額「奇招盡出」。地產代理監管局早前收到投訴指，一間大型物業管理

公司要求旗下管理員向住戶收集第一手買賣資料，而有關管理員並未

持牌，該局警告指這種行為已涉及無牌代理，而且今次並非個別事

件，該公司有規模、有制度地進行這種非法活動，因此決定嚴肅處

理，已向全港物業管理公司兼持牌人發信，強調一經查證，最高罰款

50萬元兼監禁2年。

地監局昨日突然召開記者會，行政
總裁伍華強表示，該局數月前接

獲一宗投訴，涉及一間大型物業管理公
司，要求旗下並未持牌的管理員向意欲
買賣、租賃的住戶收集資料，並將資料
轉介予地產代理公司以獲取「轉介費」。

收集住戶資料轉介賺「佣」
他強調，有關工作已涉及無牌代理，

局方正收集證據，若有表面證據證實有
關行為，會將案件轉交警方處理。雖然
有關投訴的調查已近尾聲，但伍華強未
有透露涉案物業管理公司名字，亦未有
透露該物管公司是否有自己的地產代理
部門，僅指涉及屋苑位於紅磡。市場人
士指，事件涉及位於紅磡一個臨海大型
屋苑的物業管理公司。

伍華強解釋，管理員身份特殊，經常
與住客有接觸，故能夠取得第一手的資
料，對於物業交易來說，第一手資料意
味能更快促成單位在市場上的買賣活
動，故引起物管公司貪念，進行這種非
法活動。不過，收集住戶買賣資料屬地
產代理日常工作，若管理員本身持有代
理牌照，從事這種地產代理活動就不屬
違法。

管理員持代理牌不屬違法
他嚴肅地說，涉案的大型物管公司被

認為有規模、有制度地從事這種非法活
動，局方對事件相當重視，為免有業界

「學習」、「跟風」，地監局決定防患於
未然，昨日已向全港90多間物業管理公
司的負責人，以及全數持牌人發信，並

於地監局官網公開信件內容。
信件內容主要提醒物管公司不應安排

未持牌的管理員或員工向地產代理公司
轉介客戶，因相關活動已屬無牌代理，
需負上刑事責任，並轉交警方，最高罰
則為判監2年，兼罰款50萬元。持牌人
亦不應從事這類無牌代理的活動，若地
產代理向物業管理公司的管理員或員工

提供任何利益，例如費用、佣金作轉介
服務，將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局
方會轉介給廉政公署處理。

據了解，過去3年地監局亦曾接獲57
宗無牌代理的投訴，其中28宗轉介予警
方，10宗正式立案起訴，當中又有2宗
判刑較重，被判監6個月(緩刑2年)，罰款
1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澳洲礦務集團
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布，中石油(0857)同意
以16.3億美元(約126億港元)收購必和必拓在
Browse液化天然氣項目的少數股權。

必和必拓公告顯示，中石油會取得Eas t
Browse合營項目的8.33%及West Browse合營項目
的20%股份。必和必拓認定該項目為「非戰略
性資產」後，將股份出售給中石油，而該項目
預計造價為300億美元。德銀證券則估計該項目
總開發成本440億澳元(約464億美元)。

今年年初，日本三井及三菱亦購入Browse項
目14.7%權益，涉資約20億美元，皇家蜆殼及英
國石油也是項目的合資夥伴。必和必拓預計，
該交易在明年上半年結束，但還待監管機構批
准。

中國國內企業頻頻併購海外油氣項目，顯示
能源需求持續增長。而Browse液化天然氣項目
是中石油今年在海外的首次重大收購，已經撥
出160億美元用於海外投資，並計劃在8年內將
海外能源產量比重提高到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

早前領匯(0823)推出的「企業員
工購股計劃」於日前完成首季供
款後，市場對於計劃對股價的影
響存疑。行政總裁王國龍（見圖）

昨回應指，公司雖然每三個月都
會在公開市場按資金上限買入股
份，但由於份額少，而且非新發
行，加上每名員工均設有認購上

限的政策配合下，估計對小股東影響輕微，亦相信不會推高
股價及影響股份流通性。

對於市場討論多時的回購股份事議，王國龍認為，回購與
否需交由政府自行決定，他本人不便作評論。而有關早前宣
佈收回旗下將軍澳厚德街市經營權，待有關租約期滿後由領

匯直接負責檔戶租務事宜。王國龍表示，收回經營權主要為
方便日後進行資產提升計劃，但強調未來不會一刀切收回其
他項目的經營權，而是按各別項目而定。

大舖位改細增強租戶組合
此外，王國龍於早前中期業績記者會時曾強調旗下商場有

6成租客為小商戶。但昨日被問及有關小商戶所租用的面積
佔比時，王氏並沒有正面回應有關數據，只是表明一直沒有
增加商場面積，要吸引消費，必須將舖位數目增加及將大舖
位改成小舖位，以增強租戶組合。

而昨日公司宣佈與理工大學合辦「商場管理行政文憑」，課
程為期2年，由8個單元組成。王國龍稱，會全額資助40位員
工參加課程，涉及300多萬元。值得一提的是，課程中的一部
分將大有可能邀請到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任教。

中石油擬126億元
購必和必拓澳洲LNG項目

領匯：員工購股影響股價微

建行亞洲料稅貸總額增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

道）A股昨延續整固格局，全天大盤

圍繞90日線寬幅震盪，銀行股護盤，

黃金、環保板塊大幅拉升，醫藥、煤

炭等有所調整。兩市量能較大幅度萎

縮，60日線處顯示有支撐，滬綜指全

天收報於2,082點，漲0.39%，成交

571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指收報

8,246點，漲0.31%，成交499億元。

滬深昨日兩市共流入16億元，其中

滬市流入27億元，深市流出11億元。

受新疆城鎮體系規劃獲通過消息激

勵，新疆板塊表現較好，而此前市場

走強亦與新一代領導集體堅持改革開

放，走城鎮化道路密切相關，特別是

影響到與城鎮化相關的金融、房地

產、水泥、機械等板塊。

QE4預期升溫 黃金板塊漲近3%
昨日水泥建材、銀行、有色金屬、

釀酒、等板塊漲幅居前。受美聯儲

QE4預期升溫提振，黃金板塊午後崛

起漲幅第一，板塊漲近3%。銀行板

塊繼續強勢做多護盤指數，個股全線

上漲。貴州茅台澄清塑化劑傳言收漲

4.72%，帶領釀酒板塊漲1.29%。貴

州茅台董事長袁仁國在澄清發佈會上

稱「茅台以質量為生命」。本月初，

網友「水晶皇」將從香港茅台酒專賣

店購買的53°飛天茅台酒送檢，結果

顯 示 塑 化 劑 D E H P 殘 留 量 為

3.3mg/L。該報告在新浪微博公佈

後，引起廣泛關注，茅台股價一度因

此大跌。航天軍工、網游、醫藥、農

林牧漁等板塊跌幅居前。

與周二走勢類似，昨天指數也是衝

高、回落下探、再拉起，量能進一步

萎縮，指數依然顯得很猶豫。湘財證

券分析師徐廣福稱，經過一周上漲，

市場已充分消化了城鎮化利好，多頭

力量已集中宣泄，後市整體仍偏謹

慎，反彈可能已接近尾聲，可能轉而

震蕩下行，2,020至2,040點會有短期

的支撐。

滬重奪福布斯內地最佳商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程、莊亞權）

時隔3年後，上海重回福布斯2012中國內
地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之首，杭州和深圳
分列二、三位；杭州、深圳分列二、三
位，去年名列榜首的廣州跌至第四位，無
錫、南京、寧波、北京、蘇州和天津排第
五至十位。

今年排行榜上前10名城市與去年完全一
致，只是排名有不同（天津除外）。榜單
顯示，今年長三角城市表現優於珠三角城
市，入榜的100城市中佔31個，長三角地
區入選城市最多（31個），較去年減少兩
個。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區分別有11個、6
個城市入選，均與去年持平。從所屬省份
來看，江蘇入選城市最多（18個），山東
次之（13個），浙江、廣東、遼寧緊隨其
後。

深圳、廣州等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城
市，受全球經濟復甦緩慢的影響，排名顯

著下滑。無錫受益於客運能力及科技創新
能力的提高，排名迫近廣州位列第五；蘇
州則受益於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的大幅上
升，其創新指數超越深圳位列第一，這也
是深圳第一次丟失創新指數冠軍寶座。

長三角城市表現勝珠三角
從榜單上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的大

部分省份的入選城市在排行榜上漲少跌
多，其中江蘇、浙江、廣東三省的入選城
市跌勢尤為明顯。報告認為，這些城市的
經營成本居高不下、經濟外向依賴度較
大、體量較大等原因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
要原因。

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及
江西等省份的城市，受益於豐富的人力資
源、較低的經營成本以及完善的客運貨運
能力而呈現崛起之勢。重慶居排行榜西部
第一，長沙蟬聯中部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奧園(3883)昨日公布，今年11月份
單月錄得合同銷售金額約4.93億元人民幣(下同)，合
同銷售面積約為8.21萬平方米，較去年同期分別上
升約96%和2.97倍。至於今年首11個月的總合同銷售
金額約45.78億元，總合同銷售面積約為74.75萬平方
米，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約9%和66.3%。

奧園首11月銷樓45億元升9%

香港文匯報訊 熔盛重工(1101)昨宣佈，日前已成
功交付旗下首艘6,500標箱(「TEU」)集裝箱船予一
家德國船東。該船總長299.95米、型寬40米、型深
24.2米，為集團旗下首製的集裝箱船。

熔盛重工首製集裝箱船交付

香港文匯報訊 馬來西亞匯豐公布截至2012年9月
30日止之九個月業績，期內錄得稅前盈利11.93億馬
元(下同)，同比增約18.6%；第3季度稅前盈利為4.18
億元，同比增約10%。稅前盈利上升，主要因伊斯
蘭銀行經營收入增加36.3%，而淨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9.2%所致。

馬來西亞匯豐首3季稅前多賺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據路透旗下IFR指
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港為首度推出離岸
人民幣舉行路演，欲成為第一個發行點心債的外國
地區政府。發行人已在北京進行說明會，目前與投
資者在港見面，周四、五移師到新加坡。傳聞這筆
點心債規模可能為5億元人民幣，年期約3至5年，預
計新年假期後啟動。

加BC省擬發5億元點心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據中國
證監會網站顯示，國泰基金管理公司上周
已上報納斯達克100交易型開放式基金，
若成功獲批的話，將是內地首個跨國交易
所上市基金(ETF)，且未來可能會在上海

證交所上市。
事實上，早前國泰基金已推出納斯達克

100指數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基
金，而在納斯達克100指數ETF未來推出
後，其流動性將更高，且交易費率更低。

國泰基金或成首個ETF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 隆集團(0010)及
隆地產(0101)昨宣佈，執行董事高伯遒昨已辭去其

職務，即日起生效。連同星期二 隆地產前執行董
事姚子賢在內， 隆系內接連有兩名執行董事辭
職，理由同為「決定投放更多時間從事其私人事
宜」。

隆系兩執董先後請辭

訊簡經財

■地監局行政總裁伍華強(中)、執行總監黃維豐(右)、規管及法律總監劉淑棻(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倫樂 攝

■連番造好，業界認為多頭力量已集

中宣泄，後市整體仍偏謹慎，反彈可

能已接近尾聲。 資料圖片

■陳詩藹。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遠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