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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在前海管
理局昨日舉行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2014年
改革創新工作要點詳解」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
王錦俠透露，中國證監會近期有望公佈合資券商管理
辦法，屆時前海已獲得牌照的港資合資券商和合資基
金公司將對外公佈。

對於兩地關注的合資港資券商和基金公司，王錦俠
透露，中證監制訂了設立合資證券公司、合資基金公
司的實施辦法，近期有望對外公佈。前海目前已取得
港資「一參一控」兩家證券公司、台資「一參一控」
兩家證券公司和港資控股一家基金公司的金融牌照，
籌建工作正在推進中，待條件完全成熟後即可正式成
立並開始運作。他表示，待中證監出台合資證券公
司、合資基金公司實施細則後，香港券商可借此規則
尋機介入前海業務。

今年底有望開QDII2
王錦俠還稱，今年12月底有望在前海開QDII2，屆
時將實現前海的個人和企業按規定開展跨境證券投資
業務。此外，前海還在探索允許QFII、RQFII在經批

准的投資額度內，投資在前海新型要素交易平台掛牌
交易、與實體經濟結合緊密的私募類金融工具。此項
創新措施獲准實施後，前海股權交易中心、小貸公
司、商業保理公司、證券公司的業務規模會大幅增
加。

望實現深港金融機構同業拆借
前海戰略發展處處長賀龍德稱，將向央行和國家外

管局申請，允許前海金融機構根據央行規定、通過設
立分賬核算單元的方式，為符合條件的前海境內外企
業和個人設立人民幣自由貿易賬戶和外幣自由貿易賬
戶。若獲批准，意味着前海金融機構將可參與國際金
融市場交易，香港銀行前海分支機構可以通過自由貿
易賬戶、普通賬戶「兩本賬」管理，在一定額度內同

時參與離岸和在岸市場的人民幣資金拆借業務，實現
深港兩地金融機構（非人民幣清算行）同業拆借的實
質性突破。

擬允港僱員提取全額強積金
此外，為吸引香港專才到前海就業，前海將探索當

地企業為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員工在香港繳納
強積金的途徑。在前海就業的香港居民離職返港後，
前海企業為其繳納的強積金可全額取走。還計劃通過
跨境交付方式，推動香港移動通信運營商發行「前海
卡」，在前海實現深港間移動通信服務、資費水平與
香港區內通信基本接軌。
今年前海並將全力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並

向港企推出30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的土地招標。

前海將誕港資券商和基金公司

■王錦俠透露，待中證監公佈合資券商管理辦法後，前
海合資的港資券商和基金公司將會很快對外公佈。

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光大國際(0257)昨日公佈截至
去年底止全年業績，純利錄得13.25億元，按年升17.9%；每股
基本盈利32.6仙，升10%；派發末期股息5仙，連中期息全年
派息8.5仙，比去年升40%。 光大國際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陳
小平對業績表示滿意，他指來年集團的籌建項目在數量和金額
上都超過2013年，並認為環保是國家的大方向之一，所以來年
的業績應該比過去幾年好。

料來年業績可勝往年
期內光國的營業額為53.2億元，按年升56%。當中的收入來
源大部分來自建造服務，其貢獻為31.2億元，佔營業額的
59%，按年增長95%；其餘營運服務貢獻為14.5億，按年增
20%，佔收益比27%；財務收益為 7.44億元，佔收益比重
14%。公司毛利為23.7億元，同比升41%。
陳小平表示，集團今年的工程及合約數量均創出歷年新高，

證明中國市場潛力具大。他續指，去年完成的4個項目，可於
今年開始帶來收入，現時公司投建及在建項目約為25個，預期
當中有至少7個項目會於今年完成。由於現時公司投建及在建
項目比去年多，初步估計，資本開支會由去年的20億元增至今
年的30億元。

引進德國爐排助減成本
在環保及能源業務上，光國於去年主要重視環保能源的發

展，盈利增加55%至15.4億元，陳小平指盈利增加主要由於年
內項目錄得建造服務收益以及成本節約，加上運營項目的總處
理量持續上升。另外他指在垃圾焚燒爐排上，集團引進了德國
的爐排，成本比自研的少30%，有助減少成本。
另外，在環保水務方面， 盈利增加49%至6.6億元。陳小
平表示，有關於早前與漢科訂立的框架協議，將公司於環保
水務板塊之所有投資注入漢科，計劃仍在進行，未有結果，
公司亦繼續在海外尋找收購發展項目。新能源盈利1.46億
元，比 2012 年下降 29%。光大國際昨收報 11.18 元，升
1.636%。

光國全年派息增40%

財經動態財經動態

香港文匯報訊 工商銀行(1398)公告稱，由於台灣仍未修
訂放寬大陸銀行入股台銀行比例限制至20%或以上，已與
台灣永豐金控和永豐銀行簽署補充協議，將認購協議項下
的交易選定等待期延長至2015年4月1日。
工行 2013年4月簽約參股台灣永豐金控子公司永豐銀行

20%，雙方簽訂備忘錄為期一年，但因台灣有關規定仍未
修訂放寬持股比例的限制，導致參股引資一事未能落實。
工行稱昨日同永豐金控和永豐銀行簽署了補充協議，如果
2015年4月1日前台灣有關規定仍未修訂放寬前述持股比例
的限制，股份認購協議各方有權協商再次延長這一期限。
而股份認購協議的其他條款不受影響。
根據台灣相關規定，個別大陸商業銀行持有單一台灣地

區金融機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的比例不
得超過5%。

工行入股台永豐銀協議延期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越秀交通（1052）昨公布
今年1月份未經審計的營運資料，旗下項目路費收入為1.56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3%。通告指，1月份整體收費車
流和路費收入普遍保持同比增長，反映內地經濟企穩回
升。公司預期，在宏觀經濟穩中有進、客運平穩增長，以
及貨運快速增長的環境下，公司旗下項目將持續錄得理想
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 中銅資源（0476）公布，其擁有75%權
益的附屬公司中銅新能源科技，中標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
電動巴動力系統項目，為產力局設計、供應及製造首部本
地設計及首個「香港品牌」電動巴士的永磁同步馬達
（PMSM）系統及動力蓄電池系統。
根據條款，該公司負責設計及製造4台PMSM牽引系統
（包括發動機及發動機控制器），以及4台動力蓄電池系
統（包括電動巴士用電動車電池箱、電池管理系統及車載
充電機）。該項目預期於今年2月展開並於10個月內開
展，並分期向產力局交付系統。
中銅資源主席張韌表示，成功贏得是次投標，為集團創

造了另一個業務良機，進軍新能源市場。由於集團已掌握
電動巴士的電池系統技術並獲得產力局認同，管理層將繼
續尋求商機，以進一步整合及推動電動巴士在香港市場的
發展。鑒於內地政府及不同地區對零排放產品的支持日
增，看好該市場的龐大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國移動（0941）旗下全
資附屬公司中國移動（香港）昨日表示，該公司已完成在
港鐵線路建設LTE-2600網絡的首階段工程，公司旗下客戶
可率先於香港站至九龍站獨家使用2600MHz頻譜的4G流
動網絡服務。現時各營運商主要以1800MHz頻譜在港鐵沿
線建設4G網絡，中國移動香港領先香港同業，率先於香港
站至九龍站增建LTE-2600網絡。

越秀交通路費收入增9.3%

中銅資源中標港電動巴項目

中移港鐵鋪LTE 首階段完工

粵54國資項目引千億民資
冀國企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

廣東省省屬企業與民間資本對接會
昨日在廣州召開。據介紹，在對

接會上，廣業公司、廣新控股、廣晟
公司、廣東旅遊集團、廣東機場管理
集團、廣東交通集團等廣東省屬國企
發佈了54個招商引資項目，計劃通過
引入戰略投資者、共同發起產業基金
等方式，與民間資本對接，計劃引入
民間資本超過1,000億元。

即簽10項目引資逾500億
上述54項目包括交通運輸11個，建

築建材、冶金礦產、貿易各5個，電
力、旅遊休閒各4個，房地產開發、金
融投資、醫療衛生、信息、物業管
理、環保綠化各3個，專業技術服務2
個，涉及13個行業。在會上，廣東相

關省屬企業現場與合作方簽約項目10
個，引入民間資本超過500億元。同
時，恒健公司、廣東省產權交易集團
作為省級投融資平台，與中國國際金
融公司、瑞士信貸(香港)、平安證券、
建銀國際、諾亞財富投資管理公司、
建信信託有限公司、銀華財富資本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中銀保險（放心
保）有限公司等8家投資機構簽訂戰略
合作協議。
另外，廣東省國資委與廣東省經信

委、廣東省外經貿廳、廣東省工商聯
合會、廣東省商業聯合會、廣東國際
華商會等 5家單位簽訂了合作備忘
錄。
分析人士指，廣東國資體量龐大，

但其盈利能力偏低，改革需求迫切。

當天的對接預示着廣東國資大力拓展
混合所有制更進一步。

盼2020年混合企比重佔逾80%
廣東此輪國企改革提出的相關目標

是，到2015年將全面完成全省國有企
業公司制改造，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
企業戶數比重超過60%。爭取到2020

年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過
80%，二級及以下競爭性國有企業基
本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資本流
動性顯著提高。
廣東省國資委副主任周興挺昨日表

示，今年將發揮廣東產權交易集團的
平台功能，做到信息公開化，使相關
對接活動制度化、常態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東省計劃通過引入戰

略投資者、共同發起產業基金等方式，與民資對接，擬推動廣東

省屬國有企業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廣東省國資委昨日向社

會合共推出首批54個項目，計劃引入民間資本超過1000億元(人

民幣，下同)。市場人士指出，此舉意味着廣東國資大力拓展混合

所有制更進一步，廣東國資改革正式轉向實際操作階段。

■粵國資委推出交通運輸等在內的54個項目招商，涉及資金逾千億人民幣，其
中有11項為交通運輸。

A股走勢分化 創業板挫3.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
昨走勢分化，受石油、銀行等權重藍籌拉升護盤影
響，滬指小幅收漲，而創業板指再度大幅跳水，拖

累深指聯袂下跌。滬綜指收報2,047點，漲6點或
0.30%，成交1,128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
指收報7,188點，跌130點或1.79%，成交1608億。
創業板指收報1,414點，跌幅3.50%。

改革概念 石油股普遍上漲
上交所表示要做大做活藍籌股市場，建立藍籌股

差異化交易機制，市場分析這意味藍籌T+0和優先
股等的改革有望實現。受此影響，昨滬市石油、銀
行藍籌股走強拉升股指。石油股普遍上漲，泰山石
油漲停，上海石化漲超7%，中國石化盤中一度漲
停，收漲 6.71%；中國石油一度漲超 6%，收漲
2.52%。帶動滬指最多漲超1%，一度收復30日線，
此後維持高位震盪態勢。但銀行股及兩桶油快速拉
升再次觸發題材股拋盤，導致創業板大幅反彈漲超
2%後跳水暴跌，一度跌近4%。深成指受創業板拖
累也創出近8個月以來的收盤新低。
板塊方面，充電樁概念、石油、電力、銀行等板

塊漲幅居前，受內地將規劃建設12條治霾跨區送電
通道的消息影響，電力股普遍走強，多隻電力股漲
停；充電樁、特斯拉、鋰電池等概念繼續走強。銀
行股全線上漲，華夏銀行漲 5%，中信銀行漲
4.72%、民生銀行漲3.41%。醫療、傳媒娛樂、黃金
等板塊大幅下挫，醫療器械板塊重挫超6%，傳媒股
大幅殺跌近4%。

分析師：企穩2080之上才能轉強
大同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胡曉輝分析，創業板再

度跳水與市場擔心風格轉換有較大關係。而中石化
和中石油的上漲在預期之中，中石化作為油改第一
股，對應了30%加油站約500億的資產，採取混合制
經營模式後，業績明顯增厚，同時資產將被重估，
上漲預期強烈。而中石油等油改股也有改革預期。
巨豐投顧分析師丁臻宇預計滬指2,050-2,080區間爭
奪將異常激烈，後市只有放量站穩2,080點上方，市
場方能轉強。

■滬指小幅收漲，而創業板指再度大幅跳水，拖累
深指聯袂下跌。圖為海口某證券交易大廳。

資料圖片

浩沙多賺近1成 末期息6.6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專做水運動、健身
瑜伽及運動內衣的浩沙國際（2200）昨公佈2013年
全年業績，純利按年增9.6%至3.63億元（人民幣，

下同），每股基本盈利0.23元，末期息每股6.6港
仙。期內，公司營業額按年增20.5%至10.2億元，
毛利率按年跌2.8個百分點至57.8%，主要因期內推
出「水立方」品牌，該品牌毛利率水平較其他產品
低，水立方毛利率為42.4%，而運動休閒內衣毛利率
亦跌6個百分點至44.3%。
浩沙主席施洪流指，「浩沙」和「水立方」兩個
品牌定位不同，前者以中高端為主，以利潤先行。
後者主打中端，主打青少年客群，故水立方「快銷
走量」為先，預期水立方毛利率及整體毛利率會維
持現水平，而浩沙毛利率為65%。水立方去年內地
銷售額約4,167萬元，浩沙內地銷售額則達2.93億
元，按年升6.7%。運動休閒內衣部分亦因內地類似
產品競爭激烈及市場價格敏感而縮減網點，導致毛

利及銷售減少。
集團執行董事趙焰指，內地電子商務增長強勁，
已開發面向教練及會員的健身移動社區APP，預期
年中上線運營，再發展教練和會員的自營銷。水立
方品牌有價格優勢，相信於網上亦可拉動銷售。

健身俱樂部未擬上市
趙焰又指，現時不急於增加分店數目，在不適合

開店的地點會以浩沙健身俱樂部等覆蓋補足，但暫
時無意將健身俱樂部納入上市公司內，亦暫未有計
劃來港上市。截至2013年底，公司零售終端網絡有
1,356個，今年中將設HOTTO水生活品牌集合店，
集合十多個國際知名品牌產品於店內，施氏透露，
合約已談得差不多，首家店將設在北京水立方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民生銀行（1988）
昨就轉債轉股價下調議案召開股東大會，以期依靠
加快轉股進度，減輕股價長期下行時其資本壓力的
困局。但據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稱，議案在會上遭
到部分大股東反對而否決，情況罕見，有分析猜測
民行大股東與管理層之間存有分歧。

料大股東與管理層存分歧
報道引述其中一名大股東表示，否決的結果反映
部分大股東以至廣大投資者的意願，並警醒該行管

理層在未來經營發展中如何提高銀行資本的使用效
率，實現資本節約式發展，而不能再如往昔般「粗
放經營，盲目投資」。投資者均不支持下調價格的
做法，有關議案沒有經過慎重思考。
按一般情況，當議案有把握通過才會提交股東大

會通過，民行發生是次罕見情況，相信管理層與股
東之間產生矛盾及分歧的機會頗大。值得留意的
是，按照條款，持有本次發行可轉債的股東應迴避
有關表決，具有表決權的股東則未持有可轉債，而
下調轉股價對未持有可轉債股東的權益有所攤薄。

民行A股股價持續下行，拖慢其轉債的轉股進
度，截至去年底，累計轉債僅有602.8萬元人民幣轉
為A股股票，未轉股的債券數量仍有199.94億元人
民幣。由於可轉債為不合格資本工具，未被轉股便
不能計入附屬資本或核心資本，令該行去年首季的
200億元轉債融資計劃，至今仍未能對其資本作出補
充。
然而，其中一名大股東認為，即使該行下調轉股
價，持有可轉債的股東亦未必積極轉股，預料下調
轉股價未能有效補充資本。截至去年9月底，該行核
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8.18%和
10.15%，低於銀監會要求的8.5%及10.5%，有關要
求須在2018年底前達標。

民行疑內訌 股民成炮灰

■左起︰浩沙國際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黎浩文、
主席施洪流及執行董事趙焰。 方楚茵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