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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系大折讓供股籌21億
三年半內再度供股出乎意料 兩股挫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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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大新系昨早公布業績，大新銀

行(2356)去年純利增18.6%至17.56億元創新高，母企大新金融

(0440)純利錄得15.1%增長，但緊接雙雙宣布供股，建議分別以

每股8元及23.4元，每100股供12股及13股新股，分別較前收

市價折讓33.3%及34%，集資12億元及9億元。大新系三年半內

再度供股令市場意外，拖累兩股股價分別下挫6.17%及8.89%，

收報11.26元及32.3元，均創逾半年新低。

大新銀行建議供股籌最多12.05億
元，所得淨額11.93億元將用以補

充營運資金及提高資本充足率；擬發行
1.5 億 股新股，佔擴大後股份的
10.71%。大新金融亦供股集資最多
9.03億元，將用作認購1.12億股大新銀
行供股股份，以維持對該行約75%的持
股比例。市場人士認為，大新系折讓逾
30%供股，而基金股東佔比較大，應可
獲得通過，預計兩股股價短期不會跌穿
供股價。相信供股僅屬個別事件，其他
銀行未必跟隨。

足應付數年資本需要
大新銀行董事總經理王祖興昨表示，
供股主要目的為鞏固資本水平，促進業
務發展，有利股東長遠利益，所得金額

足以應付未來數年資本需要。同時，監
管要求越趨嚴格，巴三對資本的要求持
續上調，供股可強化一級資本水平。
王祖興強調，目前該行資本水平充

裕，截至去年底，資本充足率及一級資
本充足率分別為14.5%及10.4%，供股
後均將上升約1%。現無任何併購計
劃。該行去年跨境貿易融資及商業銀行
業務理想，今年需要維持動力，對本港
整體金融發展前景樂觀。

王祖興：不排除賣盤
問及供股是否為銀行賣盤鋪路，王祖

興表示，集團分拆該行上市後，在內地
及澳門有大額投資，供股可讓該行致力
發展核心業務，繼續拓展大中華區市
場，但不排除有合適機會時審慎研究賣

盤。大新金融執行董事麥曉德指，曾研
究各種融資策略，但相對引入投資者，
供股可得的資金較多。

大新銀行盈利創新高
大新銀行去年純利17.56億元創新

高，按年增長18.65%。每股盈利1.4
元，派末期息每股0.24元。期內淨利息
收入大增26.9%至27.97億元，受惠淨
息差擴闊25基點至1.79厘，以及客戶

貸款總額增長13.7%至980億元帶動。
存款總額增9.9%至1,360億元，貸存比
率增加2.4個百分點至72.1%。淨服務
費及佣金收入則增32.3%至7.02億元。
王祖興表示，美國或在明年加息，預

期淨息差水平將受壓，該行會調整存貸
組合，期望可維持現時淨息差水平。此
外，由於參與投資的重慶銀行（1963）
完成上市，令大新所佔權益由20%攤薄
至17%，導致減持虧損5,700萬元。

香港文匯訊報 (記者 黃子慢)重磅股預備登
場，據《第一財經日報》引述消息指，前稱雙
匯國際的萬洲國際，將於下周起在港進行預路
演，最快於4月16日定價，4月22日後可掛
牌。市傳萬洲國際擬於今日進行上市聆訊，並
已委聘多達28間投行安排上市，集資額更可
能上調至逾80億美元(約624億港元)。

聘28承銷商亞洲IPO之最
另據IFR消息，內地豬肉生產商萬洲國際已

經聘請多達28家承銷商，以籌備其 IPO計
劃。這亦創下亞洲公司IPO聘請銀行數量之
最，超越中國銀河證券(6881)去年聘請了21家
銀行的紀錄。
上市保薦人據指包括，中銀國際、中信證券

國際、星展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渣打銀
行和瑞銀。聯席全球協調人除上述機構外，還
包括美銀美林、荷蘭合作銀行集團、巴克萊、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德意志銀行、工行國
際、瑞信和摩根大通。報道稱，此外還有13
家簿記行。

百奧明招股 5253元入場
此外市場消息指，內地兒童網絡遊戲開發運

營商百奧家庭(2100)本周五(3月28日)起公開招
股，下周三(4月2日)中午截止認購。公司計劃
發行7.06億股，當中90%作國際配售，10%為
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2元至2.6元，集資約
14.1億元至18.4億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
5,252.42元。花旗為聯席保薦人，聯席全球協
調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
集資所得當中約35%用作於個人電腦和手機

新虛擬世界的發展；約30%用作進一步擴展在
線教育和電子學習的市場，包括「問他」應用
的擴張和商業化；約25%擴展離線產品，如印
刷煤體、電影和電視節目製作；約10%用作營
運資金，併購及一般企業用途。

奧尼爾：「金磚」「薄荷」仍可為

大新系供股資料
每100股 每股 較前收市 集資

供股價 折讓 (元)
大新銀行(2356) 供12股 8元 33.3% 12億
大新金融(0440) 供13股 23.4元 34% 9億

■王祖興(右二)稱，美國或在明年加息，預期淨息差水平將受壓。旁為大新金融
董事總經理黃漢興(左二)。 陳遠威攝

國壽：將加大另類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去

年中國人壽（2628）總投資收益同
比增長13%，投資收入更大幅增長
93%。展望今年的投資環境，國壽
董事長楊明生表示，今年市場監管
雖然比較寬鬆，但投資市場存在不
確定性，投資的選擇難度較大，該
公司將會繼續投資重點項目、重點
企業和重點區域，並會加大另類投
資的比重。
楊明生昨日在港出席國壽業績記

者會時表示，該公司另類投資的例

子，譬如在蘇州陽澄湖投資一個養
老、養生基地項目。另外，國壽對
地方融資平台投資亦有興趣，譬如
城投的項目。他說，這些項目期限
長，雖然回報率僅中等，但勝在比
較穩定。
對於中證監允許企業發行優先

股，國壽財務總監楊征透過視像會
議表示，優先股的投資價值可以與
保險公司的資產相匹配，作為保險
公司，會根據監管的要求，積極跟
進有關投資。

高層變動屬平穩過渡
對於前日國壽公布重大人事變

動，原副總裁林岱仁將取代萬峰出
任總裁一職，楊明生昨日否認有傳
媒所稱的「高層大地震」，他指
出，擔任總裁前的林岱仁為國壽的
第一副總裁，一直配合萬峰的工
作，工作表現穩健，此次人事變動
屬平穩過渡。萬峰此次轉任公司副

董事長，他業務方面的嫻熟經驗，
可繼續為公司的發展作出貢獻。
國壽新任總裁林岱仁昨日透過視

像會議表示，上任後會延續國壽過去
的經營思路，而未來壽險市場的增長
已見放緩，公司的發展已進入轉型
期，未來會積極推動公司的轉型，提
升公司的價值及核心競爭力。
對於去年國壽的償付能力由前年

的236%降至226%，該公司總精算
師利明光只表示，預期未來數年公
司的償付能力不會低於150%的監管
要求。

涉32馬航客料賠900萬
另外，國壽首席運營執行官許恒

平透過視像會議表示，公司已特別
就馬航事件在北京設立了服務站，
為客戶的家屬提供服務，預期賠償
金額為900萬元（人民幣，下同)，
涉及32個客戶，而目前已預賠41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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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亞太財富年複合增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羅兵咸永

道一項調查預期，亞太區未來的財富仍會錄
得大幅增長，預計目前至2020年，將以近
10%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的速度遞增，屆
時區內的資產規模將達16.2萬億美元，較
2012年時的7.7萬億美元，大升110.39%。

區內中產群體快速增長
羅兵咸永道昨日公佈《資產管理行業展望

2020—勇敢的新世界》報告， 羅兵咸永道
香港資產管理組主管江秀雲表示，亞太區資
產管理發展蓬勃，2012年區內管理資產的規
模已達7.7萬億美元，而香港則佔1.6萬億美
元，「我們預期未來，亞太區將以近10%年
均複合增長率(CAGR)的速度遞增，在2020
年前區內的資產規模將達16.2萬億美元，佔
全球的資產規模的16%；而全球的資產總規
模就是63.9萬億美元，CAGR為6%。」她
指，在過去20年，亞洲的中產群體快速增
長，意味區內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資產管理重要性提高
江秀雲表示，隨着不同市場的開放、投資

者進一步的需求，以及科技改變等因素，未
來的資產管理行業將會出現不同的關鍵改

變。首先在產品方面，市場格局會重新劃
分，「基金分銷板塊會重新被劃分，以進一
步制定差異化產品，迎合不同區域人士的需
要，我們預計市場會被分成北亞、南亞、拉
丁美洲及歐洲等4大區域市場。」另外，在
城市化和人口老化等因素下，資產管理的重
要性將提高。

網上金融投資需求大
羅兵咸永道資產管理組審計關維端指，在

科技的影響之下，大數據、網路保安、社交
媒體和雲端等科技應用將會增加，「據調查
指現在有近40%的資產管理者不活躍使用社
交媒體，但我們認為社交媒體會變成一個讓

資產管理機構接觸客戶的平台，他們將需要
使用不同的科技收集客戶資料，並在大數據
中進行分析。」
關維端續指，見到中國內地等多個網上金

融投資產品的興起，意味市場對這些產品有
需求之外，未來的資產管理產品都將會轉移
在網上進行銷售。

鄧普頓：長線基金趁低吸新興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新興市場近期股匯動

盪，但富蘭克林鄧普頓指出，主權財富基
金卻將近期新興市場的動盪視為長期買入
時機。富蘭克林鄧普頓高層David Smart
表示，由於主權財富基金着眼於長期前
景，因此能夠經受住新興市場動盪所帶來
的衝擊。

David Smart帶領的團隊負責為主權基
金以及超國界客戶管理着約850億美元資
產。他表示，就他們的客戶而言，並沒有
發現任何減少暴險的跡象。如果有什麼值
得注意的話，那就是看到客戶對抓住投資
機會的意願。他們有能力抵禦波動，並將
此視為長線收購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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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新興市場陰霾滿佈，並掀起撤資潮。創
造前「金磚四國」(BRIC)一詞的高盛經濟學家奧尼爾(Jim
O'Neill)指出，金磚四國和「薄荷四國」(MINT)這些快速增長
的大型新興市場國家，未來10年仍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投資目
標，儘管新興市場遭遇亂流。
奧尼爾在2001年取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英文首字

母，塑造了「金磚四國」這個詞。今年在英國廣播公司廣播
節目，又以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土耳其四國的英文首
字母提出「薄荷四國」概念，將這些經濟快速增長、人口結
構年輕的大型經濟體，視為金磚四國之後的下一波經濟巨
人。

未來10年將引導全球經濟
外電消息，奧尼爾本周二在非洲金融公司(Africa Finance

Corporation)於尼日利亞拉哥斯一場會議指出，如果他的看法
正確，未來10年金磚四國和薄荷四國，將引導全球經濟的發
展，「如果是那樣的話，它們也將是會帶來最成功投資結果
的投資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