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詩

韻) 創業難，守業更難。憑藉
父輩的成功，含 金鎖匙出
世的富二代集萬千寵愛於一
身，但往往家族經營的企業
則逃離不了倒閉厄運。有調
查顯示，只有小部分子女能
成功將家族企業發揚光大。
由 C o u t t s 財 富 學 院 連 同
Ledbury Research撰寫的香港

及內地家族企業報告指出，僅16%家族企業擁有人預視子
女受教育後會加入家族企業。

委任外人管理日趨普遍

Coutts向60至100名於2012年4月及6月，出席家族企業
論壇的亞洲家族企業擁有人進行調查，總結出8項趨勢。
其中，委任外人管理家族企業日趨普遍。雖然80%家族
掌舵人期望企業能傳給自己的後代，以掌握大權。但聘
請外界賢能不見得有減少跡象。惟經營者會擔心，企業
內可信的家族成員會被撤換，外人引進的新規則和程序

會帶來威脅。
不過，現實往往殘酷。送子女越洋學習，滿心歡喜他

們學成後歸來，會幫忙打理畢生心血，無奈不少父母發
現，子女不會乖乖實現這個願望。最近，上海交通大學
向182個內地家族企業進行調查，發現多達82%生意人對
說服子女繼承基業有困難。Coutts報告指，只有16%父輩
有信心子女在學成後會參與經營家中生意。

有別於大眾對富二代的負面印象，多數人放棄加入企
業並非由於其能力不逮、不學無術、遊手好閒，即使腳
踏實地，下一代似乎都懷疑加入企業孰利孰弊。尤其海
歸派更受西方教育影響，認為加入家族企業要作出的犧
牲太多，亦有相當一部分表示不想受父母控制，希望自
立門戶在完全不同的領域大展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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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料 2013年03月12日

人民幣公斤條現貨金交收價 315.75（元/克）

焯華999.9千足金
電子商務

首家香港金銀業貿易場
人民幣公斤條流通量提供商

兩地八成富二代無意接棒

建行女董事
佔33.3%冠藍籌建銀證券：內銀盈利增長料放緩至1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璇) 「細細粒」新股靄華押業（1319）昨首日上

市，榮登今年「雙料股王」寶座。該股以1,085倍超購，成為今年以來的

「超購王」，亦以一手賺1,320元成為今年以來的最賺錢新股。新股市場有

錢賺，多隻集資均逾百億元的重磅新股亦蠢蠢欲動，計劃在上半年上

市。其中，內地第7大券商銀河證券的上H股大計亦有進展，該股預計集

資117億港元，料於5月完成，有望成為今年上半年本港規模最大的IPO

之一。

經營俗稱「二叔公」業務的典當行靄
華押業，昨首日掛牌，股價更勝前

晚暗盤的20%升幅。該股昨日收報1.31
元，較招股價0.98元上升逾3成，成交2.58
億股，涉及3.44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
4,000股賺1,320元。

銀河證券護航投行增至16間

今年焦點新股銀河證券的香港上市計劃
亦有進展，護航的投資銀行增加了13間，
為其安排價值至多15億美元（約117億港
元）的IPO計劃。該上市計劃預期將於5
月完成。據悉，銀河證券於本周確定了中
國銀河國際、高盛和摩通三家牽頭行外，
該公司沒有確定其他投行在其IPO交易中
所擔當的角色。消息指，美銀美林、瑞
信、花旗、農銀國際、交銀國際等將加
入，即共有16間銀行參與。

銀河證券原計劃通過在香港和上海同步
上市集資20億美元。但由於股市低迷促使
中證監自去年10月10日起暫停IPO審批，
銀河證券決定專注於在香港上市，放棄香
港、上海同步市的計劃。

光銀H股傳集資155億

此外，光大銀行昨日公告稱，董事會審
議並通過了該行發行H股股票並上市的議
案。按照計劃，光大銀行H股計劃發行的

初始發行規模為不超過105億股，並授予
簿記管理人不超過15億股的超額配售權，
即合計發行規模為不超過120億股。早前
有消息稱光大銀行擬於第二季捲土再來，
最少融資20億美元（約155億港元）。

另外，擬第二季來港上市集資15億美元
(約117億港元)的中國石化煉化工程，IFR
消息指，該股已委任摩通、瑞銀及中信証
券安排上市工作外，高盛、中金、花旗及
美銀美林將加入的承銷團。

除金融機構躍躍欲試外，創維數碼
(0751)前晚宣布，全資附屬公司創維光顯
近日向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表格，申請批
准創維光顯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
賣。創維數碼於去年10月29日，就建議分
拆創維光顯已向聯交所提交分拆建議書。

創維光顯集團主要從事液晶顯示模組(包
括電視模組及移動電話模組)及其他相關產
品之研發、生產、組裝及銷售業務。根據
股份發售，現時建議創維光顯股份將以在
香港公開發售之方式提呈以供認購，並向
專業、機構及其他投資者提呈國際配售。
於建議分拆完成後，創維數碼於創維光顯
已發行股本之間接持股百分比將會減少，
惟公司擬保留創維光顯為其附屬公司。

新晨100%中籤 暗盤蝕20元

至 於 今 日 掛 牌 的 新 晨 中 國 動 力

（1148），每股售價定為2.23元，接近招股
價的下限，集資淨額約6.619億元，儘管
公開發售部分超購19.4倍，但仍為今年錄
得超購倍數最少的新股。該股申請一手
1,000股，中籤率為100%。其暗盤價表現
並不樂觀，每手蝕20元。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新晨暗盤開市
報2.23元，與招股價相同，之後雖曾一度
高見2.25元，但全日低位2.21元收市，下
跌0.9%，每手1,000股，不計手續費一手
蝕20元。新晨暗盤成交119萬股，涉資266
萬元。

香港文匯訊報 (記者 黃子慢) 有言道「婦女能頂
半邊天」，然而一項調查指出，現時女性在機構
高層的比例仍然不足，在 指成份股企業共有649
個董事席位中，僅有61位由女性擔任，佔總體董
事席位9.4%，與去年9%相比只有輕微改善。與此
同時，報告又顯示，佔比9.4%低於澳洲、英國、
美國、挪威，但比中國內地、新加坡及日本為
高。不過，有趣的是，最多女董事的公司卻是來
自內地的建行（0939），佔比達33.3%冠藍籌。

非牟利機構社商賢匯今日發布渣打銀行2013年
度 生指數企業女性董事概況報告。報告中提
到，女性董事數目實際按年只增加了4位。由於
部分女性同時出任多個職位，故61個職位實際由
53名女性出任，按年僅增加3位。

女董事僅9.4%「半邊天」成空言

按照在 指成分股企業董事會的性別多元水平
排列先後，首四首均為金融界，分別是建行以佔
比33.3%排首位， 生居於次位，佔比為31.3%；
中銀排第三，佔比達26.7%；匯控排第四，佔
25%。

而50間 指成份股企業中，擁有女性董事的企
業數目由去年的28家微升至今年的31家，佔整體
62%，但仍然有19間企業董事局名單維持全部由
男性出任。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奕表示，本
港女性董事佔比較低，原因包括董事供應方面和
企業能見度的問題，但非只出現於本港，海外情
況相若，她認為香港未來需時追上國際水平。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主席曾璟璇指，目前渣打香
港董事會有10個席位，其中3名是女性，她表示集
團重視多元化，認為女性比重是反映多元化的其
中一個重要範疇，而更多元化的董事會有助決策
更豐富及周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再受
美股連續破頂刺激，港股高開43點
後，一度升過172點至23,262點全日高
位，但走勢像重演周一的「反高潮」
一樣，高位無以為繼，並且掉頭急瀉
近400點，最終倒跌200點報22,890.6
點，令好友大失所望。大市成交693
億元，指數不單失守23,000點大關，
20天線(22,957點)也失守，下跌股票多
達854隻。市場人士指，港股走勢跟
外圍背馳，主要受內地「收水」，A股
跌1%所拖累，預料後市很大機會

「向下炒」。

內地「收水」 A股跌拖累

國指跑輸大市，跌143 . 6點或
1.26%，收市報11292點。即月期指
大跌264點，低水幅度顯著擴大至99
點。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

表示，A股表現疲弱，令港股受拖累，另方面
投資者也憂慮連番破頂的美股會步入調整期，
令資金抽身避險，由於本周連續兩日高開低
收，加上下跌的股份數量多，影響廣泛，料短
期大市會續偏弱。不過，他相信，當下一輪新
股上市潮出現時，大市氣氛又會好轉。據悉，
內地的銀河證券及光大銀行都有意今年在港上
市，料屆時資金又會重臨港股。

藍籌股普遍向下，國壽(2628)復牌後捱沽，
挫3.22%，其它中資金融股也向下，平保(2318)
跌逾2%，建行(0939)、工行(1398)及交行(3328)
跌逾1%。早前熱炒的太陽能股續下挫，主要
為傳聞內地電價補貼將縮減，保利協鑫(3800)
及卡姆丹克(0712)大瀉逾6%，陽光能源(0757)
跌5.88%。不過，連續多日「插水」的順風光
電(1165)卻逆市大幅反彈逾2成。

新能源回吐 鐵路股急挫

新能源板塊也明顯回吐，華能新能源(0958)
跌逾6%，京能清潔能源(0579)及大唐新能源
(1798)跌逾3%。金風科技(2208)及中國風電
(0182)挫逾4%，龍源電力(0916)挫5.65%。此
外，內地大部制改革，取消鐵道部，鐵路股急
挫，中鐵建(1186)大跌6.54%，中鐵(0390)挫逾
5%，中國南車(1766)及中交建(1800)分別跌
3.13%及2.75%。

港
股
單
日
轉
向

跌
200
點
穿
二
萬
三

3隻百億重磅新股
排隊上半年上市

「雙料股王」靄華 一手賺1320元今年最多

■港股曾升172點，收市報22,890

點，倒跌200點。 中通社

■經營俗稱「二叔公」業務的典當行靄華押業，昨首日掛牌較上市價升逾3成，成為今

年以來「雙料股王」。圖為靄華押業上市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遠威) 臨近中資銀行業績期，市
場普遍認為受去年人行減息影響，內銀進行業務調整令
盈利受壓。建銀國際證券中國銀行業高級分析師盛楠昨
表示，除建行(0939)外，預期另外8家內銀H股去年總收
入增長12.6%，今年繼續受息差收窄、手續費收入增長
低於雙位數，以及難以削減撥備影響，料今年內銀盈利
增長將放緩至10%。

盛楠表示，據民行(1988)和招行(3968)公布初步營運數
據，淨利分別增長34.5%及25.3%，或會是業內盈利增長最
高的兩行，由於小規模銀行的貸款議價能力較高，以上兩
行有較高定價優勢，特別是在市場手續費收入下跌時，他
們仍有較高增速。民生和招行均於本月28日公布業績。

民行今後數年具優勢

他續稱，在利率自由化進程下，仍看好四大內銀，基
於其規模較大，處事方式穩定，加上網點多的優勢，但
相對而言，民生銀行前景穩定，亦可避開與四大行正面
競爭，而四大行規模大，難以轉營，故民生銀行在今後
數年有較明顯優勢。

淨息差收窄漸趨穩定

內銀淨息差收窄影響盈利水平，盛楠表示，去年第3季
人行兩度減息，令去年下半年淨息差持續收窄，但預期
情況將漸趨穩定，因短期貸款已完成定價，而較長期的
企業及按揭貸款則至今年1月方開始被重新定價。

不良貸款方面，他指在去年第4季開始，整體不良貸款
升幅下降，料各類銀行的不良貸款均有明顯穩定跡象，

尤其是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及外資銀行。農村商
業銀行方面則呈升勢，故重農行(3618)不良貸款有機會上
升，但該行撥備比及覆蓋率較高，相信有能力吸收有關
升幅。預期今年內地新增貸款總量介乎8.5萬億至8.8萬億
元人民幣。

關注中央宏觀政策發展

中銀監副主席蔡鄂生日前表示，現無計劃放寬貸存比
率75%的上限，盛楠表示，即使放寬貸存比率上限，對
銀行業只有短暫好處，不會消除其存款壓力。要推動內
銀表現，短期催化劑在於中央宏觀政策發展。

有指中銀監將加大內銀理財產品規管力度，盛楠稱，
中銀監針對資金池風險問題，進行規範化及透明化，政
策不在於限制業界發展，而銀行推理財產品，目的主要
為保持存款規模，認為加強監管對內銀盈利影響頗微，
反而有助網點多的大型銀行提升存款量。

此外，他認為內地城鎮化發展不會在今年內刺激銀行
業增長，城鎮化是5至10年的經濟主題，由於過程繁複，
亦面對如地方政府等方面的阻力，相信對行業的好處不
會在短期反映。

■Coutts北亞區財富策劃

主管蔡惠芬。 黃詩韻 攝

■建銀國際證券中國銀行業高級分析師盛楠。 陳遠威 攝

今年至今最賺錢新股前三名
公司名稱 代碼 招股價 首日升幅(%) 每手賺*(元)

靄華押業 1319 0.98 33.67 1320

迅捷環球 0540 0.82 39.02 1280

百勤油服 2178 3.28 26.83 880

*不計手續費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