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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攻珠三角社區商場
看準零售增長勁 投資內地無上限

漢能與雙日機械戰略合作 有線促港府開放大氣電波

證監促金融機構加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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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服務在市民生活中不可
或缺，銀行每年均會花上大量
廣告費，以樹立在客戶心目中
的良好形象。不過，由昨日羅
兵咸的一項調查可知，銀行的

廣告費基本上全是倒錢落鹹水海的。調查顯
示，客戶對銀行服務甚為不滿，僅15%受訪
者會向親友推薦所屬銀行。細看調查對象對
服務的觀感，只有16%受訪者覺得銀行服務
可做到「度身訂做」；17%人士認為銀行
「了解顧客所需」。

陌生經理無人識
羅兵咸該《銀行業2020》報告，於去年訪

問本地300個銀行客戶，徵詢受訪者對銀行服
務的意見。報告發現，享有「客戶經理服務」
的受訪者中，僅有半數人知道經理的名字，分
行相遇卻無名稱呼，陌生經理無人識。羅兵咸
客戶服務研究諮詢服務主管高禮鋒（Sean
Colvin）指出，此結果反映銀行建構客戶關係
不得其法，並建議銀行從其他行業取經。他舉
例阿里巴巴及面書等平台對用家甚為了解，銀
行宜借鑒於此。高氏認為銀行應該珍視與顧客
的關係，進一步蒐集顧客資料，代入顧客身份
檢討銀行服務，做到「以客為本」。

論到銀行對客戶的熟悉程度，一般意見會覺得小型
地道銀行會比跨國大型銀行做得更好。這是因為前者
客戶群較小，會更珍視客人所需，更了解其資料背
景；後者坐擁大量客戶，視客人為「數字」，往往對
客人欠缺了解。高氏認為，此推論有其道理，不過現
時香港銀行，勿論其規模大小，皆未能進一步與客戶
建立更好關係，大多只是紙上談兵，鮮有行動。

簽名手續多又煩
另外，報告指61%亞太地區受訪者盼望銀行簡化程

序，不過當中僅有19%覺得所屬銀行有兼顧於此，反
映客戶對此方面的要求未滿足。羅兵咸香港區金融服
務業合夥人Harjeet Baura指出，要銀行服務一切從
簡，非朝夕可至，因為大多數銀行已沿用其繁複程序
逾幾個年代，要適時革新實謂挑戰。不過，Baura指
如果善用新電腦技術，化繁為簡，可增加銀行服務效
率，減省成本，提升收益。他覺得銀行業要一改思
維，不應將分行視為與客戶的「交易處」，應善用此
以吸引客戶投入銀行業務。

羅兵咸認為，銀行業急須改變傳統服務模式，宜
「以客為本」，以電腦技術簡化銀行繁複程序，並要
促進服務創新變革。羅兵咸香港區銀行業及資本市場
組主管李寶亭指出，若銀行改革有道，按銀行收入與
成本現況保守估計，本地銀行業整體總收益有望在
2020年前增加250億港元。

雖然報告未有具體方案建議如何減省多餘程序，不
過羅兵咸高層不吝分享自己個人遭遇，對銀行繁雜簽
紙 程 序 極 為 不 滿 。 金 融 業 諮 詢 服 務 主 管 James
Quinnild講到，最近到一家大型銀行開戶，需要親臨
分行，簽紙30多張，翌日又要重回該處，申請網上理
財與櫃員機服務。他苦笑，自己明明有法定電子簽
名，銀行卻不予接納，浪費時間甚多。

Quinnild講完後，Baura隨即急忙補充，指銀行幾
乎每日發來電郵，推介各處食店，不過因為訊息紛雜
混亂，自己從來不予理會；又說有銀行要求他為自己
所收月薪，每月提供信件證明，不勝煩厭。

Baura語畢後，高禮鋒連聲和應，覺得在簽署銀行
相關文件時，動輒要親赴分行現身，面見銀行職員才
可簽紙，實在麻煩。他建議銀行業界參考蘋果服務，
當中可安排視像會議，以代替親自現身簽紙做法，省
時省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孟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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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行政總裁王國龍說，在城鎮化、
經濟轉向倚重消費及中產階層日趨

富裕推動下，內地零售消費開支仍會繼
續保持強勁增長。公司視內地為可以互
惠的市場，已開始評估內地的投資機
遇，初期重點投資於珠三角地區一帶中
級社區商場。又認為隨着香港與珠三角
地區整合，連繫日益緊密，於經濟角度
而言兩地之間將愈來愈難區分。

與萬科戰略合作
配合今次轉變，領匯與內房企萬科簽

署戰略合作意向書，探索合作機會。王
國龍補充：「我們無興趣在內地大城市
市中心搵地王，反而好有興趣新的生活
圈；在地鐵站沿線發展社區商場亦是我
們的專長，會留意這類物業。」他稱沒
有就內地投資額設定上限，主要希望能
物色到一個合適的項目。

本港4月份零售銷售按年跌近一成，
為2009年初以來最差。領匯主席蘇兆
明表示，由於旗下商場的物業組合涉及
珠寶行業佔比較少，超市、衣物及鞋類
等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店舖有增長，因
此，本港零售市道放緩對領匯影響較
細。

續租租金感樂觀
展望未來續租，王國龍指，領匯租約

一般3年，今年洽租約較3年前一定有不
同，每年領匯有三分一店舖需要洽談續
租，不少只是追回3年內的升幅。由於
領匯店舖屬中級及大眾化類，較易評估
增長率，相信波動不大，對今個財政年
度續租租金升幅感到樂觀。
領匯早前以12.4億元賣出4個商場物
業，王國龍表示，出售所得資金可考慮
用作償還債務，營運資金及回購基金單

位，但未正面回應是否有意再出售物
業。領匯未來亦會積極物色本港中級市
場的投資機會，並繼續檢討缺乏潛力而
需出售的物業，以重新投放資金，為基
金單位持有人創造更大價值。
另外，領匯去年已完成5個資產提升

項目，令已完成之資產提升項目總數增
至35個，連同資產提升工程在內，公司
在去年度內已投資了共10.88億元於物業
及設施提升方面。目前有7個項目正在
進行，預計資產提升項目的成本為11.59

億元，目標於今年中至明年底完成，另
有7個項目正待相關部門審批。
領匯公布，截至3月底全年收益按年

增長10%至71.55億元，物業收入淨額
亦增長12.7%，至52.02億元。根據基金
單位於3月底之收市價38.15元計算，每
基金單位分派總額之分派回報率為
4.3%。投資物業估值持續上升，較去年
3月底增長15.2%至1,098.99億元，每基
金單位資產淨值按年增長16.8%至41.69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領匯（0823）昨公布截至今年3月

底全年業績，期內可分派收入上升14%至38.3億元，末期每基金單

位派85.52仙，全年合共分派至165.74仙（包括中期分派80.22

仙、末期分派85.52仙），按年增長13%，分派比率百分百。公司

管理層表示，已開始評估內地的投資機遇，初期重點投資珠三角地

區的中級社區商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證監會中介機
構部執董施哲宏（James Shipton）昨日出席投
資基金公會午餐會時表示，有調查發現，儘管
資產管理領域已不斷改革，但仍有97%金融機

構高級專業人士認為，現時的監管改革並不足以應付
下一波金融危機，因此監管機構需加強全球業界的合
作並建立良好企業文化。他認為目前金融機構仍然不
夠自覺，需要進一步改善。

加強討論企業文化
施哲宏指，公司文化在海外已經成為監管中重要的

元素，香港亦會加強這方面的討論。他表示，公司的
管治文化將直接影響公司的決策，相關文化由道德、
領導文化、及專業文化組成，如管理層從決策制定過
程開始堅持誠實、公平、公正以及符合客戶需求的執
業行為，公司可以加強獎勵機制或懲戒措施。他強
調，業界要有好的行為操守，才能令公眾對金融市場
重拾信心。
另外，施哲宏又指，互聯網已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
分，這導致科技風險愈來愈高，業界在監管方面需加強
防止交易者向他人提供密碼，或提供與客戶對話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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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有線
（1097）主席吳天海昨促請政府盡快開放大
氣電波。他認為現時兩張免費電視牌照與即
將發出的兩張新牌照有明顯分別，前者僅對
中、英頻道節目製作與播出時間作出限制，
其他頻道則無相關管制，持牌者又可以使用
大氣電波頻譜；後者不論在節目製作方面與
大氣電波頻譜使用方面皆被限制。吳天海形
容此現狀「非常不公道」。
吳天海續稱，有線最強競爭對手持兩款牌
照，兼營收費電視與免費電視，他期望有線
可以獲發免費牌照，兼營免費電視，並暗指
現時有線不能使用大氣電波，與TVB競爭不
見公平。他期望政府能以「價高者得」方式
讓各方競逐牌照，餘下4張牌照共可播放8個
中、英頻道。

香港文匯報訊 漢能太陽能（0566）昨宣布，旗下漢能
全球光伏應用集團亞太公司與日本雙日株式會社全資子公
司雙日機械株式會社簽署戰略框架合作意向書，雙方將在
日本及世界範圍內太陽能薄膜發電應用領域建立長期戰略
合作夥伴關係。雙方計劃在2014年內在日本國內開工建設
採用漢能生產的CIGS（銅銦鎵硒）元件的兆瓦級太陽能電
站；並將共同開發的10MW以上日本薄膜發電電站項目，
爭取在2015年3月前開工建設。

在日本建大型薄膜發電站
根據意向書，雙方將在日本

及世界範圍內太陽能薄膜發電
應用領域建立長期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並將在世界範圍內的
薄膜發電電站項目、薄膜發電
應用產品貿易等領域展開合

作。在薄膜發電電站項目開發領域，雙日機械株式會社將
協助漢能光伏應用集團在日本國內進行大型薄膜發電站、
大型屋頂薄膜發電設施，以及薄膜發電車棚等項目的投資
建設；並共同探討在亞太以及全球範圍的項目合作和貿易
合作。
漢能光伏應用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民表示，日本

一直是一個節能環保的國家，在光伏應用領域取得了顯著
的成效，與雙日機械株式會社的戰略合作，將有助於推動
薄膜發電技術在日本乃至全球市場的進一步應用，推動節
能減排及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希望雙方以此合作為契機，
逐步擴大在薄膜發電領域的合作，期待雙日成為漢能CIGS
元件的最大經銷商和管道商之一。
來自中國海關的資料顯示，2013年，日本市場佔據中國

光伏產品出口總量的24.63%；在2014年的前兩個月，日
本市場所佔比例已上升至34.23%，成為中國出口光伏產品
的最大市場。

■王國龍(右)指，沒有就內地投資額設定上限。 張偉民 攝

■證監會中介機構部執董施哲宏。 蔡明曄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