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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 國 銀 行
（3988） 公布，
經中國銀監會核
准，委任張金良及
任德奇為該行副行
長。張金良原為中
行北京分行行長，
任德奇為建設銀行
（0939） 湖北分
行行長。
另 外 有 消 息

指，中行總部擬
「瘦身」撤銷五大
總部，未來會以人
民幣國際化、利率
市場化及移動互聯
三大方向發展，視
為業務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匯再升至
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於紐約及歐洲時段，分
別注入23.64億及11.63億元。這是金管局自
7月初以來第24度注資，累計已注入逾753億
元，令本港銀行體系周四的總結餘增至2,391.89
億元。在資金持續流入下，滙控（0005）及
騰訊（0700）支撐大市，合力貢獻138點升幅，
令昨日曾最多跌過106點的恒指，在尾市仍能
掉頭回升，全日收報24,648點，升48點，成
交708.51億元。
市場人士指，騰訊及滙控昨聯手支持港
股，分別貢獻恒指64點及74點。剛公布業
績的滙控及恒生（0011）成為大市焦點，
滙控上半年盈利僅符市場預期的下限，但
市場憧憬英美加息可利好該行收入，令股
價全日升1.83%至83.55元。不過，同系的
恒生中期盈利大跌54%，表現令人失望，
拖累股價跌1.45%至129.6元。

股民謹慎入市 恒指窄幅上落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示，資金
雖然持續流入本港，但港股成交並沒有進
一步上升，這不利於短期再向上衝，料港
股仍處於急漲後的整固期；恒指目前的關
鍵支持位在24,000水平。
他指出，恒指7月已累計漲近1,500點，

升至金融海嘯後的最高點24,989點，但同
時歐美股市高位回調，令港股投資者謹慎
入市，這是港股目前窄幅上落的主因。
港交所（0388）今日公布中期業績，昨日
窄幅上落，收報174.3元。騰訊漲3.33%至

133.5元，創新高。騰訊向好亦刺激科技股，金山（3888）
升約2.2%；擎天（1297）升5.2%；天時（8028）升
5.7%。支付股走勢更突出，創新支付（8083）即使發盈
警，股價仍升逾一成；百富環球（0327）更升14.4%。

瑞銀加入唱淡 內房顯著回吐
國指收報11,009.8點，跌79點。內地限購令繼續
「鬆綁」，紹興市亦加入放寬名單。不過早前公布7
月內地住宅平均價，環比跌幅擴大至0.81%，是2010
年6月有史以來最大單月跌幅。瑞銀加入唱淡，指內
地地產結構性下調尚未結束，且第四季跌勢可能加
劇。內房股顯著回吐，尤其是發盈警的綠城（3900）
全日大挫12.2%報8.55元。
藍籌股潤地（1109）及中海外（0688）分別跌3%及
2.35%，持有綠城的融創（1918）亦跌4.1%，世房
（0813）跌3.1%，碧桂園（2007）跌2%。
個別股份方面，捲土重來第二次招股上市的萬洲
（0288），首日掛牌全日收報6.66元，較招股價6.2元
上升7.4%，成交額更以31億元居榜首，令新股投資者
每人有230元獲利。信達國際（0111）料中期扭虧轉
盈，周一已升逾兩成後，昨日再升近一成至1.25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
華）駿隆集團昨公布強積金意見
調查結果。報告顯示強積金信心
指數持續下降，創 3 年新低；
「零信心」的負面回應率由去年
的21.6%遞增至24.2%，同樣創3
年最高。
是次調查成功以電話訪問了

1,020名18歲至64歲持有強積金戶
口的香港居民，結果顯示強積金
信心指數持續3年下降，接近90%
受訪者的信心評分在5分之下。
「零信心」的負面回應率由去年
的21.6%遞增至24.2%，同樣是3
年最高，反映成員對強積金作為
退休保障明顯缺乏信心。

供款者認識不足降信心
駿隆行政總裁蕭美鳳表示，信心

指數下跌的原因是香港市民對退休管
理未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以及供款者
未掌握投資方式和自由度不足所致。
對於積金局早前建議設立核心基

金，蕭美鳳表示，近年強積金收費一
直下降，平均開支比率由2007年的
2.09%降至今年7月底的1.69%。她
指由於基金的營運成本不菲，最終能
否將總基金開支比率設至1%上限存
在難度，需視乎政府及業界的溝通及
共識。不過，她相信整體強積金收費
會持續呈下降趨勢，但個別表現尤其
理想的基金或會有較高收費。

強積金信心指數創3年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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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常任秘書長區璟智昨日於北京，向當地企業推介
在港設立專屬自保公司的優點。她指設立專屬自保
公司，有助完善風險保障機制，選擇在港設立公司，
更可充分利用離岸人民幣融資渠道，節省資金成本。

在港設立財資事務中心，亦可有效管理海外投資。
區璟智表示，隨着內地企業的業務愈來愈國際化，

分工亦愈來愈精細，故她建議企業可透過在港設立專
屬自保公司，完善風險保障機制。

亞洲區仍未普及
簡單來說，專屬自保就是一間企業設立保險公司，

用以承保自己母公司及同一集團公司的風險。這項金
融工具大概有60年歷史，世界各地已有約6,000家專

屬自保公司。在世界500強的公司當中，九成已經成
立了專屬自保公司，但在亞洲仍未普遍。
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保險中心之一，大概有150多

家獲授權的保險公司，當中包括大部分名列世界之首
的保險公司。另外，香港的保險滲透率為13.2%，屬
於亞太地區的前列位置。本港希望積極推動內地企業
在本港發展其專屬自保公司，為有關企業的境外業務
提供國際級的風險管理。同時，亦進一步擴闊香港的
保險市場，達致「互惠共贏」。

港設公司優惠多
中央在2012年宣布了一系列加強內地與香港合作的

政策，當時總理李克強宣布了「支持內地機構在香港
設立自保公司，完善風險保障機制」。

區璟智表示，企業成立專屬自保公司，有助管理企
業集團業務上的不同風險。首先，企業集團一些較難
在保險市場承保的特定風險，例如石油鑽探或航天設
備損壞等風險，可利用專屬自保公司通過國際再保險
市場分散風險。
其次是由於專屬自保公司，把其所屬集團公司的風

險集中起來，才安排再保險，這將令其具有規模經濟
的優勢。此外，其母公司亦可分享該專屬自保公司所
賺取的承保利潤。
很多內地企業已在港進行財資活動，如果他們將其

專屬自保公司設在香港，相信可帶來協同效應。為推
動專屬自保的發展，港府已修改相關稅務法例，由
2013年4月1日起，將專屬自保公司離岸業務的利得
稅寬減一半，由16%下調至8.25%。希望透過這次稅
務寬減，連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固有優勢，能
吸引更多企業來港設立專屬自保公司。區璟智補充
指，很高興中石化已於去年10月，在港成立了專屬自
保公司，享有稅務優惠。

區璟智在京推介增設自保公司

國泰君安國際為參與滬港通系統測
試的公司之一，閻峰稱，此系統

需要證券行開發新的基域連接港交所指
定的終端機。該集團的測試一切順利，
未遇到問題，集團在此項目系統的投資
約100萬元。他透露，整個滬港通系統
測試會於8月中進行。對其集團而言，
現時該集團以內地及香港散戶為主，他
認為滬港通會有助拓展歐美機構客戶市
場。

料無阻內地客來港開戶
閻峰指，滬港通可為市場製造機會，
儘管計劃尚未開始，現時內地已泛起投
資狂熱，投資者已蓄勢待發。他認為本
港大型股票會受惠滬港通，不過又指內

地投資者會視港股為起點，目標其實是
海外股票，估計未來美股等外國股票會
受惠。
對於有擔心指滬港通會影響內地投資

者來港開戶，他則表示不同意，認為兩
者功能不一樣，因滬港通未包括中小型
股票。他指中小型股票的發展潛力大，
具一定吸引力，所以兩種投資途徑將相
輔相成。另外，他又提到相對QFII，滬
港通買賣較簡單，且限制較少。

半年多賺1.85倍至3.96億
集團昨日公布今年截至6月30日的中
期業績，整體收益按年大幅度增長至
8.27億元，升幅達115.3%，盈利亦增長
185.2%至3.96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22.51港仙，較去年同期增加177.2%。
其中買賣及經紀業務收入按年增長
46.3%，主要歸功於網上交易平台，現
時集團78%的證券買賣及經紀業務均是
通過網上交易平台進行。

另外，董事會建議派中期股息每股8
港仙，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66.7%。
閻峰表示，集團於2014下半年將把握滬
港通計劃、QFII、RQFII及QDII機制
的發展機遇，擴大市場份額。

國泰君安新裝備迎滬港通
百萬更新系統 測試未遇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滬港通如箭在弦，國泰君安國際

（1788）主席兼行政總裁閻峰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集團已準備好

迎接滬港通，將成為首批參與滬港通的證券行。他又有信心集團可

成功吸納投資者，因公司具備20年豐富經驗的內地市場研究隊

伍，佔有優勢。他預計滬港通可為集團帶來收益增長，以及開拓歐

美機構市場。

■閻峰(右)有信心集團可成功吸納滬港通的投資者。 曾敏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