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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成集體訴訟先例 保障投資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信泰富(中信股份前身)
(267)前管理層涉嫌刻意延遲公布重大負面消息，投資者學會
主席譚紹興昨日對本報稱，證監會今次代4,500名小股東向
中信泰富前管理層索償，是變相的「集體訴訟」，將會成為
日後的案例，投資者若遇相同情況，可以此作案例索償。

小股東勢弱難興訟
對於證監會今次的做法，是變相的「集體訴訟」，譚
紹興說，由於香港沒有集體訴訟權，小股東普遍極難向
上市公司索償。以年多前的亞洲果業(0073)事件為例，小

股東到小額錢債審裁處索償，但被告否認控罪，案件即
會轉到區域法院甚至高院，小股東根本沒本錢與上市公
司對簿公堂。
今次的中信泰富事件亦有類似情況，有小股東曾入稟

小額錢債審裁處，但中信泰富前主席榮智健申請直接將
案件轉介高等法院審理，有入稟法院的小股東當時曾表
示，由於高院的訴訟費高昂，所以無力在高院繼續訴
訟。所以今次證監會代小股東向上市公司追討投資損
失，譚紹興認為原意類似「集體訴訟」，而有關的處理
方法，日後可望成為案例。

■譚紹興稱，證監有關的處理方法，日
後可望成為案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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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紹基）證監會指中信泰富(中信股份前
身)(0267)的前管理層，涉嫌刻意延遲公布重大負面消息誤導投
資者，入稟法庭要求頒令中信及涉事的5名前高層賠償。據證
監會資料，當時4,500名投資者買入的股份總額超過19億元，
平均買入價每股18.97元，具體賠償金額取決於多項因素，包
括購買者的買入價、是否繼續持有有關股份、以及沽售價等。
消息指，涉及賠償額數以億元計。證監會發言人對賠償金額不
作評論，認為要由法庭決定，暫時未有聆訊日期。

隱瞞巨虧突發盈警股價瀉55%
證監會指出，中信股份及5名前董事從事市場失當行為，

正尋求法院頒發「回復原狀」或賠償令，向4,500名在08年9
月12日至10月20日期間，購入中信泰富的投資者作出賠
償。事實上，中信泰富在9月12日時候，股價仍有約23元，
當時中信泰富仍發出通告，表示管理層沒看到公司隱藏重
大虧損。
其後中信泰富在10月20日發出盈警並停牌，股價由停牌前

的14.52元，到翌日復牌已急跌55%至6.52元。證監會資料顯
示，有關的4,500名投資者的平均入市價是18.97元，市場人
士則推算，當時4,500投資者買入的股份總額超過19億元。
證監會發言人不評論賠償金額，指具體賠償金額，要在確定
法律責任後，由原訟庭作出評估，但暫時未有聆訊日期。

賠償釐定複雜 行政費料高昂
當年有份協助小投資者的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昨稱，今

次的民事賠償釐定準則相當複雜，包括是否只讓相關投資者
的投資金額回復原狀，還是有追加罰款；持有股份至今的股
民又怎處理，這都需要法院逐筆逐項去一一評估和釐訂。
不過，譚紹興指出，由於該公司在6年以來，有多次派息、

除淨、配股等行動，中信股份入主中信泰富，也使股份被大量
「溝淡」，故小投資者的實際損失，具體賠償要由法院評估。
譚紹興又表示，證監會勝訴的機會很大，今次做法會成為

本港的「先例」，變相替小股東集體向該公司及其高層訴
訟，但行政費用相信甚高昂。首先要在中央結算裡，調出在
該段時期內買入中信泰富的股東名單，亦要相關證券行「報
數」，列出他們的買入賣出價，有些人可能最終只獲賠一萬
幾千，但行政費已遠超此數字。
他又指，今次的賠償只為民事賠償，刑事部份的相關程序

相信還未完成，希望在保障投資者的大前提下，有關人士仍
需要負上刑責。

總涉資逾19億 賠償逐筆計

全球新金融危機難避免
劉明康：內銀資本強 可以化解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

昨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由於當前面臨

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下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將

難以避免。談及中國正在推進的改革時，目

前出現的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很正常的現

象」，內銀行業現在還有足夠的壞賬準備

金，資本充足率較高，可以逐步化解當前的

困難。

證監告中信 要求賠償股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調查6年，證監會
昨終在民事訴訟限期最後一天入稟法院，就中信股份
(0267)前身中信泰富及榮智健、范鴻齡等5名前高
層，於08年炒輸澳元累計期權合約後，披露虛假財
務資料，要求法庭頒令，需賠償4,500名受影響股民
的損失。資料顯示，在受影響日期小股東買賣的股份
總額超過19億元，但具體賠償金額需法院作評估。
有證券業人士指出，證監會今次的做法是變相的「集
體訴訟」，可為日後小股民向上市公司的索償，取得
了重要的先例。
證監會昨公布，已分別在原訟法庭及市場失當行為
審裁處（審裁處）對中信股份及其5名前執行董事，
即主席榮智健、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副董事總經理張
立憲和李松興及執行董事周志賢，展開法律程序和研
訊程序。

炒燶外匯涉發虛假資料
中信泰富當年為了對沖澳洲鐵礦的匯率風險，在
2008年7至8月期間，訂立多分槓桿式外匯合約，但
因金融海嘯淹至，澳元暴跌。證監會指該公司董事在
明知有巨額虧損情況下，仍然在9月中發表通告，指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直至一個多月後公司突
然停牌，發出盈利警告，才披露相關外匯合約已造成
8億元變現虧損和147億元公平值虧損，發出盈警
後，中信泰富的股價由停牌前14.52元，一天內急跌
55%至6.52元。
證監會指該公司及5名董事明知道相關虧損，仍然
指財務狀況無不利變動，涉嫌披露虛假或誤導性財務
資料，並從事市場失當行為，中信及該5名董事須就
刊發載有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的通函負上法律責任。
證監已分別入稟法院和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尋求頒
發回復原狀或賠償令，向4,500名在08年9月12日至
10月20日期間，購入中信泰富的投資者作出賠償。
證監會披露，該些股東的平均入市價是18.97元，
當時4,500名投資者買入的股份總額超過19億元，具
體賠償金額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購買者的買入價、
是否繼續持有有關股份、以及沽售價等，要在確定法
律責任後，由原訟庭作出評估。
證監會指出，待法院完成今次的賠償評估後，將可
為日後確立重要先例，訂定如何計算曾受虛假或具誤
導性資料影響，而進行市場買賣的股東，如何將投資

額回復至原狀，及所需賠償額。

關注小組：股東名冊近萬人
關注中信泰富小組召集人葉桃輝表示，受影響的投

資者其實不只4,500人，他指出，當時在股東名冊上
有大約1萬名小股東，就算有部分小股東當時沒有購
入中信股份，但他們早已持有中信股份，亦應受事件
影響。他希望，法庭或審裁處，能作更詳細的考慮，

令所有受影響的股東都受惠。
被追究的董事當中，前副董事總經理張立憲和財務

總監周志賢等，在發盈警當日已經離任。前主席榮智
健和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就在翌年4月辭職，但證監
會表示，市場失當行為屬刑事，除賠償外，證監會還
正尋求審裁處對中信及該5名董事施加制裁，而警方
商業罪案調查科目前仍在調查。而市場人士及立法會
議員，則希望除賠償外，可追究相關刑事責任。

中新社報道，劉明康在昨天召開的「金融斷層
線」分論壇上作如是表述的。在劉明康看來，

無法避免下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主要有三大原因。

國際貨幣體系存不確定性
第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確定性。國際貨幣體系仍
存在較多缺陷和隱患，卻缺乏很好的解決方案。「很
多國家高度依賴美元，容易陷入美元陷阱，與之相對
應，相關的創新措施並不匹配。」
第二，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後果和影響還沒有被徹
底地了解。美國的利率上升會導致大量的資本流出新
興市場和歐洲市場。
第三，政府的監管存在滯後性。值得注意的是，與
會的其他嘉賓多持相對樂觀的態度，普遍認為後危機
時代的全球金融監管已有明顯的進步，包括世界銀
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監管機構開始共享
信息、人力資源，攜手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

新衍生金融產品層出不窮
對此，劉明康亦表承認。他說，2008年全球金融

危機以後，國際金融監管的確有所改善，這得益於二
十國集團（G20）達成了相當的政治共識；「但很多
文化方面的問題仍然不能被消除」。比如，銀行之間
的信息共享程度仍有限，「在和平時期，銀行可能願
意共享信息，但一旦危機爆發，共享的意願亦急劇下
降。」

劉明康認為，2007年全球金融市場發生的故事在
七年後的今天仍然存在。「我們從上一次金融危機學
到的教訓之一，在於金融機構向大眾銷售的金融產品
必須是透明、容易理解的，但目前市場上大多數的金
融產品仍然暗含許多包括期權、槓桿等條款。影子銀
行的存續仍在進行，且新的衍生金融產品層出不窮，
潛在風險巨大。」
劉明康指出，儘管部分市場人士傾向於將全球市場

劃分為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但隨兩者之間的聯繫
越加緊密，它們的區別已經不大，傳染性則在逐步加
強。「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一個小的地區性金融危機
將可能更容易引發全球性的危機。」
談及中國正在推進的改革時，他警告，目前改革面

臨兩種傾向需要克服。「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兩個：一
個就是自己感到萌萌噠，這個要不得。」劉明康說。
「自己感到萌萌噠」是中國內地最近流行的一個網絡
用語，意即自我感覺良好。

內地改革調整 經濟放緩正常
劉明康指出，目前出現的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很
正常的現象」。他分析指出，中國的外需在減少。對
於中國自身而言，由於正在推進的改革及調整，加之
節能減排、治理環境污染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經濟
增速的短期放緩，但卻都是必要的，順應民眾呼聲
的。
他進而透露，中國國內銀行業現在還有足夠的壞賬

準備金，資本充足率較高，可以逐步化解當前一些困
難。
劉明康提到的「第二個敵人」，是「驚慌失措」。
「外面的數字披露出來，說不良率翻一番，從0.68變
成了一點多，甚至更高。」劉明康說，因為這種情況
驚慌失措沒有必要。「咱們得加快做好自己的功課，
我相信來得及。因為（中國）市場大，還是可以做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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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
華）中信股份(0267)前身中信
泰富，曾是四大紅籌之一，是
國家前副主席榮毅仁創辦的中
信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並由

榮毅仁之子榮智健擔任首任董事局主席。中
信泰富2008年炒燶外匯勁蝕155億元，震撼
市場，一度臨近倒閉邊緣，後由母公司中信
集團注資拯救。

證監及商罪科分別介入調查
中信泰富2008年10月爆出投資澳元累計
期權合約(Accumulator) 巨額虧損155億元，
包括約8億元已實現虧損及147億元的估計
虧損，並指虧損可能繼續擴大。當年，中信
泰富在澳洲經營鐵礦，為了避免外匯波動的
風險，購買一批澳元累計外匯期權合約，惟
當時澳元大幅貶值，致使期權合約錄得巨額
虧損。在當年10月21日，即中信泰富公布
巨虧消息翌日，股份復牌，股價當日收報
6.52元，重挫55%。至10月27日，股價更跌
至3.66元，創1999年以來新低，公司市值蒸
發76%。
證監及商業罪案調查科分別在2008年10

月22日及2009年4月3日，介入中信泰富炒
匯事件，調查董事有否作虛假陳述及串謀欺
詐，商罪科2009年4月3日更突擊到集團金
鐘總部搜查。

母公司注資救亡 重整管理層
2008年11月，中信集團決定向中信泰富注

資15億美元備用信貸，以及認購15億美元
的中信泰富可換股債券，同時又以93億元收
購其部分澳元累計期權合約。在母公司注資
下，中信泰富渡過難關，但擔任中信泰富主
席19年的榮智健，於2009年4月請辭，由時
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常振明接
任。榮智健的女兒榮明方及兒子榮明杰，之
後亦相繼退出中信泰富管理層。

2010年1月5日，由3名中信泰富小股東起訴公司前主
席榮智健的案件，在小額錢債審裁處開庭。2012年11月
27日，東區裁判法院裁定2008年時任中信泰富財務部的
助理董事崔永年涉嫌炒匯事件內幕交易罪成，判15個月
監禁，罰款約100萬元，3年內不得擔任香港公司的董
事。他上訴後被裁定有關定罪無效，獲原訟法庭頒令重
審。於2014年1月30日，崔永年承認控罪，判監9個月
及罰款61.2萬元。

再注整體資產 變相借殼上市
中信集團在今年再進一步整治中信泰富，在3月底宣

布將整體資產注入中信泰富，變相借殼來港上市。4月
16日宣布，以2,865億元收購母公司全部資產，中信泰
富並引入27個投資者，包括騰訊(0700)、周大福、馬來
西亞富商郭鶴年等等，開創央企整體上市先河。上月並
正式改名為中信股份，新集團會從事房地產、金融、鐵
礦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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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今次的做法是變相的「集體訴訟」。圖左為
主席唐家成及行政總裁歐達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