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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的事，實情只係三
個字：死、病、生。

死：每個人對家庭都有
或多或少的責任，尤其是經濟責任，一個人的

離去對於一個家庭而言不僅僅帶來的是精神和情
感上的痛苦，同時更伴隨 家庭財政狀況的惡
化，特別是家庭經濟支柱的早逝或工作能力的降
低和喪失，對一個家庭而言更是長期的痛苦。那
麼針對這一情況，我們主要考慮的是兩類保險：
意外傷害保險，責任就是對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
內因意外傷害所導致的身故或者殘疾進行賠償。
這類保險對不同殘疾程度均有明確的賠付標準。
身故就是全額賠付。

定期壽險按需要增減
其次就是人壽保險，而這類壽險之下又分兩

類：儲蓄分紅型的終身壽險，這類壽險具有強制
儲蓄性，一般繳費期很長、不能中斷、流動性較
低。

消費型的定期壽險：這類壽險一般採用自然費
率，按發生概率計算保費，因為它收費極其低
廉，所以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可以用很少的資金獲
得足夠的保障。而且對於一個家庭的某個成員而
言，他對家庭所承擔的責任其實是隨 年齡、家

境等諸多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隨 時間的
推移，一般來說是逐漸降低的，這種消費型的險
種，正好可以根據需要做隨時的增減。

危疾與住院保莫混淆
病：主要以兩類保險來對沖，就是坊間常聽到

的危疾和住院，各大壽險公司所提供的危疾保險
保障範圍，一般都包括五十多項嚴重疾病，當然
各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保單也略有不同，投保人宜
先清楚了解其內容，一旦患上保障範圍內的嚴重
疾病，可獲一次過現金賠償。

住院壽險實情就是採用實報實銷形式，總索償
金額不能超過實際開支。坊間很多人將危疾保險
與住院保險混淆，其實危疾與人壽保險相同地方
是兩者均可以獲得一次過現金賠償。

投連險－儲蓄兼保險
生：活得太久，所以防老準備是必須的，近年

香港比較流行的投資相連保險計劃，實情早在六
十年代已經出現，投資項目主要以基金為主，投
保人可以自選基金和投資比例，保險金額根據當
時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而定。這些計劃主要用作
儲蓄作退休之作，同時兼具保險性質，又能提高
流動性。 ■美聯金融副總裁 陳偉明博士

美聯觀點 塞浦路斯走資走不了保險不離三個字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小島，

近日因為徵收存款稅而「一
舉成名」。

塞浦路斯於2004年加入歐盟後，成為了連接東西歐
諸國資金的一個投資熱點和離岸金融中心。2010年希
臘債務危機爆發，翌年歐盟強迫所有持有希臘國債的
銀行參與希臘的削債行動，塞浦路斯的銀行體系曾持
有約220億歐元的希債，導致承受不了的損失。自
2012年開始，塞浦路斯便靠來自俄羅斯的借貸度日，
2012年第三季債務佔GDP比重大概是84%。

當銀行體系承受不了削債行動的衝擊後，塞浦路斯
政府於2012年6月向歐盟申請援助，但因為條款上的
糾紛延至今年3月16日才與「三頭馬車」，即歐盟委員
會、歐洲央行及世界貨幣基金會達成援助協議。然而
兩星期前卻多了「存款稅」這一項目。即所有在塞浦
路斯的存款，包括受歐盟存款保險所保障的10萬歐元
以下存款，均要被抽6.7%至9.9%的存款稅。

資本管制阻外國存款出逃

經過這次事件後，受歐盟存款保險保障的存款能幸
免，但對於那些不受保障的存款來說，把資金存入歐
盟境內就非常危險。在塞浦路斯達成協議前一星期，
塞浦路斯兩大銀行塞浦路斯銀行（BOC）及大眾銀行

（Laiki Bank）在英國倫敦分行仍然營業，且沒有設定
提款限制的，大量歐元資金通過這兩間銀行流出塞浦
路斯銀行體系。為了確保存款稅不會引發走資情況，
塞浦路斯政府於上星期五更通過了若干資本管制法
例。

塞浦路斯藉 資本管制避免了大量資金外逃，然而
對於歐盟不少國家，例如英國、意大利等，其佔總存
款比率高達五成以上的存款是不受存款保險保障的，
存款稅遲早會導致這部分存款對該些國家銀行體系失
去信心。估計在這情況下，資金外逃，進一步實施資
本管制是遲早的事。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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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聽

說年青人抱

怨機會少，打

工無出頭，創業難

上難，年青人缺乏向上

流動的機會。本報記者上周走訪「香港國際

影視展」，參展商當中湧現了不少青年創業

家，憑 創意、不甘停滯，突破香港影視行業的困

局。目前，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及智能電視逐漸普

及，發展電視、互聯網及電訊網三網融合尤其重要。不少企

業均抓住勢頭，啟動跨平台發展。年青創業者更展現出他們

獨特的創意，當中，以3D及AR技術作招

徠有之，以「一App闖天下」尋求合

作有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詩韻

數碼租碟Anyplex
與營運商共生

Be Bloom studio小本參展
冀港府支援放寬

網絡影視Maji TV
早 先機 主打3D技術

同樣看中三網融合趨勢，數碼點播
「Anyplex」則專注發展一項業務，屬
本地「數碼租碟」App，提供點播本
地及荷里活電影服務。「Anyplex」
是「慧科訊業(Wisers)」及內地「魔廚網」
創辦人林永君的又一互動平台作品，
他坦言，公司的市場推廣並不多，最
主要是靠電影的品牌效應來宣傳。

仰賴電影品牌效應
林永君指，未必會用「Anyplex」

的品牌賣廣告，與電訊公司等營運商
合作後，營運商為電影作推廣時，能
間接帶出廣告效益。「Anyplex」商
標出現在電影宣傳片前後，林永君笑
說，「最重要消費者想看的是部戲，
是因為戲而訂閱Anyplex，因此戲的
品牌效應大很多。」

目前，和記、香港寬頻等都是
Anyplex的合作夥伴。林永君認為，
其生意模式特別在並非單打獨鬥，反

而是跟營運商共同發展，「市場推廣
費用成本一般佔收益20%至30%，現
在基本上能省去。」

曾經營運「慧科訊業」及「魔廚
網」，令林永君覺得，娛樂事業中，
數電影業含金量最高。他指，「現在
網上報刊資訊發達，買報紙的人越來
越少，用Wisers的人更少。音樂方面
亦同樣受網絡衝擊，只可以說該類業
務穩定，但高增長期已過，發展空間
很有限。」

重點拓東南亞市場
而作為三網融合平台，林永君指內

地市場在融合方面未有定案，難打
進，加上內地始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
面有待再提升，否則難有利潤可言。

「Anyplex」未來會重點開拓東南亞市
場，他指新加坡的智能手機滲透率逾
9 0 % ， 曼 谷 、 雅 加 達 亦 分 別 是
Instagram及Twitter用戶最活躍的地

區，證明當地智能手機用
戶池大，潛力看俏。該公
司正密鑼緊鼓招攬管理人
員，尤其是電影內容牌
照、營運商洽商的人才。

林永君認為，作為以技
術起家的公司，依靠技術
發展的成長期已過，目前
要注重管理。本地同業競
爭其實不太大，但國際間
巨頭則帶來相當的威脅，
幸不少國際公司還未開拓
亞洲市場，公司要在他們
落戶前盡快搶奪市佔率。

參展商中，產品「Maji TV」結合科技
賣點及市場策略，據稱為香港首個提供
2D及3D的網絡影視頻道，並能同步在電
腦、手機、電視播放。其開發商紅點子創
作的行政總裁李嘉俊曾投身TVB，從事劇
集拍攝，累積人脈與經驗後，開設自己的
廣告製作公司。李嘉俊在展內分享時強
調，技術相關行業都注重前瞻策略，3D
技術目前越來越普及，而公司早 先機，
開發應用先進技術。

加入社交功能吸廣告

該公司的3D應用多在企業宣傳推廣方
面。「行內對手如此多，2008年創立公司
時我就想，怎樣才可以與別人不同？於是
選擇 手研究3D技術應用。」李嘉俊表
示，剛好阿凡達在2009年底上映，3D開
始加速發展，到目前，市面上很多電視機
已經內置這種技術，可謂是是一場變革。

拓AR技術迎高消費客

目前公司兼顧發展服務平台及技術，李
嘉俊坦言，一條龍製作來發展網絡影視服
務平台是「燒銀紙」，但必須要繼續。

「因為技術一定會普及，成熟後會有更多
競爭者。雖然服務平台的前期投資較多，
但卻是未來盈利增長點。」現時，「Maji
TV」加入社交網站互動功能，有多項增
值功能，包括互聯網連結、專頁推介、相
關廣告播放等，吸引不少電子商舖或企業
客戶。

今年紅點子創作藉收購發展AR技術。
不同於QR，AR技術可以將平面視覺轉變
成立體，被時代雜誌評為未來科技十大趨
勢之一。李嘉俊指，目前紙媒比較少往視
頻發展，AR技術將帶來另一番新改變。
至今，採用該技術的客戶多用在宣傳方
面，以鐘錶、汽車、紅酒業居多。他認
為，這群高消費客戶帶來可觀收益，鎖定
特定客群有助發展。

憑藉技術優勢，李嘉俊認為作為影視企
業經營者，人脈尤重要。他參與多項公
職，機構包括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香
港立體影視產業聯盟、青年夢想實踐家協
會等，他指，商會除能認識更多會員，增
廣見聞外，對業務也會有一定幫助。

年輕公司Be Bloom studio藉生產力促進局的資助計劃
參展，其主要以泥膠、冰等不同材料製作定格動畫，冀
在場尋找投資者或合作夥伴。兩位年輕製作人Berry及
Jacky表示，參加是次影視展只需約2,000元。

兩人指，生產力促進局對本地新開3年的公司提供資
助。但認為本地企業的支援計劃仍未足夠，希望能在宣
傳、曝光方面有多一些支持，申請門檻、批核方面亦宜
放鬆。

動畫業務有信心

目前公司的業務比例四成屬動畫，六成為設計、廣告
服務。然而，廣告業務是主要盈利貢獻。Berry及Jacky
指，現在公司收益能維持到各自生計，賺到份人工，但
仍然對公司滿懷希望，冀未來能增加動畫業務的比例。

有說香港影視行業已經步入萎縮，不過，剛於

上周結束的第17屆「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

買家、參展人數均見上升。貿發局統計資料顯

示，參展商數目較上屆增近10%，來自30個國家及

地區共710家。參觀人數約6,300名，按年亦升近

10%。今屆FILMART的參展商及買家人數均為歷屆最

高，新興市場的買家增幅尤其顯著。不少展商的影

視業務均變陣來扭轉香港影視萎縮的「刻板印

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詩韻

FILMART參展商增近10%

■李嘉俊表示，AR技術現多採用於宣傳，

以鐘錶、汽車、紅酒居多。 黃詩韻 攝

■Be Bloom studio製作人Berry(左)及Jacky均表示，本

地影視企業的支援計劃未足夠。 黃詩韻 攝

■林永君的生意模式是跟營運商共同發展，而非

單打獨鬥。 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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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或進一步實行資本管制，避免資金外逃。

圖為塞浦路斯兩大銀行之一的大眾銀行。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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