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央企紛紛加快「走出去」步伐，但在

海外發展時卻頻遭挫折，無論是收購資源還是

建設項目，均遇到不少麻煩。例如中國鋁業

（2600）在秘魯遭遇的「拆遷風波」，亦拖延了

多年未能解決。據外電最新披露，由於當地居

民反對搬遷，中鋁需要支付3億美元的拆遷費

用，且仍不能保證將之「搞掂」。

中鋁於2009年斥資8.6億美元在秘魯購買了位

於秘魯中部的莫羅科查（Morococha）礦區的特

羅莫克（Toromocho）銅礦，並計劃投資22億美

元進行建設。不料在一切開採工作就緒之際，

中鋁在安頓礦山周圍居民時卻遇到了難題。據

《紐約時報》報道，中鋁的拆遷引起當地部分

居民的不滿和抗議，有幾百名當地居民進行遊

行抗議、拒絕搬家。

為了讓他們搬遷，中鋁在大約10公里以外建

起了一座新鎮Carhuacoto，據稱「該鎮規劃良

好，基礎設施齊全，甚至還建造了一條運河，

以防附近的水壩因地震坍塌而發生洪災」。然

而莫羅科查鎮長馬西亞爾仍然獅子大開口，不

僅提出「希望獲得3億美元賠償」，還希望中鋁

保證居民能在新的銅礦場就業。

缺乏前期工作觸礁

中國中冶董事長經天亮接受本報訪問時也承

認，最初接手澳洲鐵礦項目時，對澳洲當地的

法律、法規、標準、勞務用工的要求都不了

解。他感嘆「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那麼簡單

的事！」總結經驗教訓，經天亮稱，中冶的其

他海外項目仍會積極推進，但今後一定會「了

解當地的法律法規、加強國際化人才（的培

訓），做好扎實的調查和認真的調研」。

事實上，2011年3月利比亞動亂局勢曾導致13家央企的上

百億合同項目全部暫停，項目主要集中在基建、電信領

域，涉及央企包括中國鐵建、中國建築和中交建集團等。

此前，華為和中興在海外互相起訴侵犯知識產權，以及中

鐵建承包的麥加輕軌項目出現巨

額虧損等現象也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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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澳公司中期稅前料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紫金礦業(2899)於澳洲上市子公司

Norton Gold Fields(諾頓金田)發盈警，截至去年12月31日前6個月
未經審計的稅前損失預計大約為2,800萬澳元(下同)，2011年同期
稅後淨收入為587.6萬元。損失主要由於計提大約1,100萬元的減
值以更好反映存貨的可回收淨值。此外，因Norton控制權變更及
為減少財務費用償還了美林高息長期債務，導致大約有700萬元
的一次性費用支出。於去年10至12月，Norton黃金銷售量為3.41
萬盎司，現金成本為每盎司1,377元，資本支出為1,390萬元，勘
探支出為460萬元，黃金生產量為3.44萬盎司。

經天亮立軍令狀保盈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冶（1618）本周三發

盈警，預期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營業績將出現虧

損，錄得股東應佔虧損72億元（人民幣，下同）。董事長

經天亮接受本報訪問時透露，目前手持的合同量與去年大

致持平，但質量比去年高。他稱公司將會從低谷中繼續前

行，「2013年保證盈利」。

葫蘆島扭虧無望果斷抽身

據公告披露，公司對持有的葫蘆島有色金屬集團應收款

項計提約69億元壞賬準備。經天亮昨日也承認，葫蘆島是

「老大難」，公司曾想了很多辦法試圖扭虧，但最終不得不

承認「扭虧無望，不能再繼續為此困擾下去」。他強調，

公司已經從該項目完全抽身，「解決了最大的一個包

袱」；故他聲稱，「我可以肯定，2013年是非常好的一

年」。

董事長冀解與中信泰富「兄弟矛盾」

中冶為澳礦巨虧撲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國

中冶（1618）和中信泰富（0267）本

周三晚先後發公告，就澳洲鐵礦項目成

本超支問題互相「開火」，字裡行間隱

含火藥味，大有對簿公堂架勢。不過，

中國中冶昨日試圖為風波降溫，董事長

經天亮接受本報訪問時，多次以「兄弟

間的矛盾」來作比喻，稱在此事件上雙

方都有責任。他並強調，該項目必將順

利完成，且他個人相信一定能友好解決

彼此的糾紛，因為「誰都不願意走到那

個地步（打官司）」。

中冶本周三首先發公告，指澳洲項目的合

同預計收入為43.57億美元，但總成本卻

達49億美元，即總共損失5.43億美元（約31億

元人民幣），且公司已為此墊付8.58億美元資

金，公司將與中信集團及中信泰富「積極進行

協商、談判以收回項目成本」。中信泰富隨後

發公告反駁，稱雙方簽訂的合同已詳細規定了

涉及的工作範疇及完工時間表，且公司已先後

兩次同意將合同金額增加至現在的34億美元。

公告並稱，會在完工後與中冶談判，或要求中

冶「按合同支付延期的賠償款」。

中信：要求中冶「支付賠償」

兩大央企在公告中「互掐」，引起市場廣泛

關注。中國中冶眾多高管昨日齊齊於本港接受

媒體採訪，試圖為風波降溫。董事長經天亮認

為，事件的癥結是「完成（項目）生產線所需

要的成本，雙方認可的數額存在差異」。他認

為最佳解決方案是等項目最終建成後，「通過

第三方公正地審計，確認合理的成本」，並稱

雙方在此事件上都負有責任，項目成本之所以

一再攀升，是由於項目工程一再拖延，加上不

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導致，「單是在2012年就發

生三次颶風，每次都影響（工程）好多天」。

經天亮又多次以「親兄弟也會發生矛盾」作

比喻，稱「這麼大的一個工程，哪有不磕磕碰

碰的？做項目也是一樣，業主和施工方肯定會

有矛盾」。

中冶：中信缺經驗亦須負責

不過，經天亮之後又忍不住「吐槽」，指項

目的設計方案都是由中信決定，但在施工的過

程中，「設計一直在變，不是完全按照設計後

（的方案）來採購、施工。它是邊設計、邊修

改，邊採購、邊施工，來回變」。他苦笑說，

未料到「中信泰富建那個礦這麼複雜呀」，又

強調，中冶在施工領域是最好的公司，但此次

是在海外建設全球最大的鐵礦項目，「我們承

認缺乏經驗，但中信也得承認，缺乏建設大型

礦項目的經驗」。

A股滬強深弱走勢分化

地產商「繞道」香港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中國證監會已批准並授權協會管
理的「中證資本市場發展監測中心有限公司」將於近日成
立，意在打造以私募金融產品為主的交易市場。

據路透社引述中國證券業協會相關人士表示，該公司計劃
於3月底掛牌，並由證券業協會會長陳共炎出任公司董事長，
目前希望管理私募市場，更遠意圖是打造場外金融產品市場
以推動私募股權、私募債券、證券集合理財產品、信貸證券
化、保險債權投資計劃、以及其它私募型創新型產品。

報道指，中證監測目前正在籌備及人員招聘，註冊資本為
20億元人民幣，由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
期貨交易所各佔30%股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和中國金融
期貨交易所各佔5%共同出資設立。

新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提供私募產品和私募業務備案、營
銷材料審查服務；提供私募產品和私募業務監測；提供首次
公開發行股票(IPO)詢價對象和詢價業務監測；配合處置私募
市場風險事件等。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證券業協會籌備機構間債券市場，通
過券商發債後可到機構間市場進行掛牌交易。消息引起市場
爭議，因此舉將與市場現有的銀行間債市和交易所債市並駕
齊驅。

中證監測中心3月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特約通訊員 胡鍇 深圳報道）

坪山新區黨工委書記楊緒松日前在「坪山新區2013年工作會
議」上說，2012年，坪山新區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45.1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15.2%；固定資產投資180.74億元，
增長37.2%；國、地兩稅收入45.19億元，增長26.9%。

與新區成立時的2009年底相比，這三個主要經濟指標分別
增長2.14倍、2.83倍、1.69倍。高端產業項目加速聚集，優質
產能持續增加，目前共引進用地產業項目85個，總投資近
1000億元，現已有世界500強投資企業10家，上市公司23
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41家，國家、省、市級公共科研平台
11個，海外高端創業團隊14個，初步形成了「一極三區四基
地多園」的格局（一極：深圳新的區域增長極；三區：出口
加工區、中心區、坪山河流域綜合轉型示範區；四基地：深
圳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電子信息產業
基地和深圳國際創意谷；多園：中小企業總部產業園、留學
生創業園、科技創新園、智慧產業集聚園、傢具總部園
等）。

楊緒松說，今年是坪山新區全面建設「五大新城」的關鍵
一年。坪山新區將始終堅定不移走質量引領、創新驅動的新
型城市化道路，努力在「五大新城」建設上取得新突破，在
特區一體化發展上實現新跨越。

深坪山新區GDP近35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中國東方航空（0670）昨日在
上海宣佈，該公司與澳洲航空在香港
合資設立捷星香港航空公司的反壟斷
申請，已獲得國家商務部批准。據透
露，捷星香港已經完成在港註冊，計
劃將於今年投入正式運營。

捷星香港是在港註冊的香港首家低
成本航空公司，也是內地大型航空公
司首次涉足低成本航空領域的有益嘗
試。

東航董事長劉紹勇指出，東航是在
港運營規模最大、通航點最多的內地
航空公司，澳航旗下的捷星航空則具
備豐富的低成本航空運營經驗，捷星
香港可充分利用東航和澳航的綜合優
勢參與市場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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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發表的研究報
告認為，中國等經濟體的投資水平相較於投資回報
過高，一旦投資周期進入下行趨勢，這些經濟體可
能會面臨經濟回調。

該份題為《投資過剩：中國高風險；澳大利亞、
加拿大、法國和多數金磚國家中等風險》的報告，
對各國投資相對回報是否過剩進行了分析。

32國中唯一高風險國
報告研究了32個經濟體，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20

個經濟體，將各國投資與GDP的比率與實際GDP增
幅做了比較，然後將這些經濟體按風險等級劃分四
類：高風險、中等風險、較低風險和最低風險。這
些類別表示經濟體因過度投資面臨經濟回調風險的
大小。

中國是標普研究的32個國家中唯一一個屬於高風
險類別的地區。報告指，在中國，基礎設施、工
廠、房屋方面的支出佔經濟總量的40%以上，研究
發現中國近年投資生產率較低，出現經濟回調的風
險最高。

風險處於中等水平的國家包括巴西、澳大利亞、
印尼和南非，這些國家近年來都大力投資來滿足中
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風險處於低水平的國家和地
區包括美國、中國台灣和德國。在這些國家和地
區，投資一直處於低水平或處於可持續的水平。

標普認為，投資高於經濟增長表明投資回報水平
有所下降。若這種趨勢長期持續，且投資絕對值佔
GDP的比例居高不下，那麼經濟調整時實際GDP增
幅將受到更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投資過剩持續的
時間越長，程度越深，經濟回調的幅度就越大。　

標普：中國存投資過度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踏入2013年，內地房企境外融
資激增：碧桂園(2007)在香港發行7.5億美元債
券；富力地產(2777)以全資子公司名義發行2020
年到期的本金額4億美元、利率8.75%的優先票
據；越秀地產(0123)在港發行兩筆共計65.9億港
元的債券；合景泰富(1813)發行於2020年到期3
億美元、年利率8.625%優先票據；月前才說無
融資計劃的融創（1918）日前配售3億股集資20
億元。新華社發表評論指，內房企繞道香港融
資，將給內地持續兩年多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帶
來新的變數。

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不完全統計，進入1月
份以來，房企海外融資額已超過300億元人民
幣。不到一個月時間，內房企融資總額就接近
去年總量一半。業內人士分析，房企繞道香港
融資，實際上是將海外熱錢引入內地房地產市
場，既弱化了房地產信貸調控政策，又增加了

樓市價格上漲壓力。

將考驗內地樓市調控

天津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孟昊
說，房企在香港尋求低成本融資，對內地的方
向性信貸緊縮有明顯的干擾作用，也是對樓市
調控政策的一次新的考驗。此前，中國銀監會
多次要求，商業銀行要嚴格執行國家房地產調
控政策，通過總量控制、名單管理、壓力測試
等多重手段嚴控房地產信貸風險。

中國房地產數據研究院執行院長陳晟表示，
由於去年銷售業績普遍良好，房地產企業對今
年市場的判斷普遍樂觀，購地計劃積極。一旦
形成暢通的海外融資渠道，可能會造成房企搶
地熱潮，進而引發地價、房價上漲。有房地產
專家和業內人士表示，政府必須對熱錢流向進
行有效疏導，防止房地產泡沫加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
昨高位震盪，滬漲深跌走勢分化。截至收盤，滬指
報2,385點，漲2點或0.12%，成交1,162億元人民幣
(下同)；深證成指收報9,667點，跌116點或1.19%，
成交963.2億元。本月滬指漲5.12%，深指漲6.05%，
均連續兩月上漲。

受累樓市調控地產股領跌

昨兩市小幅高開，滬指全天高位震盪盤中再創新
高2,391點，離2,400整數位僅一步之遙。但隨後回
落漲幅，收盤微漲0.12%。深指受地產大跌和中小
盤個股走弱影響，跌近1.2%。

電力、有色金屬漲超2%領漲，稀土永磁、保險

等漲幅居前；地產、物聯網、水泥、建材、釀酒食
品、航天軍工等板塊跌幅居前。兩市僅4成個股上
漲，資金淨流出58.33億。

地產股受累樓市調控或加碼消息，低開低走領跌
一度超4%，收跌3.67%領跌大盤。多數個股下跌，
龍頭股萬科跌5.21%、招商地產跌5.96%、保利地產
跌6.17%、金地跌5. 61%。

美續量寬電力股普遍上漲

受益美聯儲繼續量化寬鬆政策，LME基本金屬期
貨價格30日普漲，受此提振，有色金屬股漲幅居
前，中金嶺南漲停，馳宏鋅鍺、貴研鉑業、興業礦
業、新華龍等漲幅居前。

電力股受益國家電網招標活躍，普遍上漲，華電
國際漲8.12%、華能國際漲6.11%。其餘國投電力、
長江電力、粵電力A等漲幅居前。

山西證券策略分析師杜亮指出，一線城市房價上
漲已引發調控加碼的憂慮。北京、上海等地相關主
管機構負責人表示繼續堅持房地產調控，保持價格
穩定，同時有關北京房產稅開徵的消息亦對行業運
行產生偏空的影響。

新浪博主首山認為，一月份漲5.12%。一月漲全
年漲，一月跌全年跌在滬市交易史上是大概率事
件，已經連續驗證8年，期待今年大盤會向上運
行。

■坪山新區2013年工作會議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珍 攝

■左起：中國中冶董事會秘書康承業、總裁沈鶴庭、董事長經天亮、副總裁張兆祥、計劃財務部部長陳文龍。

記者張偉民 攝

■有專家指，房企在香港尋求低成本融資，對內地的方向

性信貸緊縮有明顯的干擾作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