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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孖展643億創紀錄
首日超購逾45倍「半價招股」掀搶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大新銀
行（2356）昨公布全年業績，其中去年貸
款減值虧損大增超過五成至4.73億元。該
行董事總經理王祖興解釋，主要由於內地
經濟增長放緩，及有幾宗個別違約事件拉
高水平，但未見撥備會大幅上升。大新去
年已減慢內地貸款增長，預期今年內地貸
款增長將介乎5%至10%之間。
王祖興昨於記者會上對內地業務仍然

樂觀，目前調整乃意料之內，是經濟改
革的必經過程，相信出現硬着陸機會不
大，但短期而言仍會受信貸環境所影
響，去年內地貸款增長約10%。大新銀
行去年底錄得淨息差1.76厘，按年輕微
收窄3個基點，王祖興解釋受存款成本上
升所影響，承認美國加息對資金成本會
造成壓力，但大新會調整貸款組合，務
求維持淨息差的穩定。

稱按揭非主要業務
近期金管局加強力度打擊樓市按揭業

務，並要求銀行調查旗下有沒有潛藏多於
一按的貸款，大新金融（0440）執行董事
王伯凌稱集團所有按揭業務均符合金管局
要求，該行於審批上有嚴格的程序，按揭
業務一直並非大新銀行的主要業務。
不過王祖興指，即使按揭業務並非主

要增長動力，但若市場需求升溫或息率
吸引，或會增加按揭業務的資源投放，
但目前看不到有明顯增長動力。金管局

每次推出逆周期措施，第一個星期市況均會相對
淡靜，但過後成交往往會屢創新高。

暫未有集資需要
大新銀行去年為補充資本曾進行一次供股集資，

令普遍股一級資本充足比率及整體資本充足率均上
升約1個百分點，兩者分別為11.4%及16.3%。王
祖興形容目前資本水平足夠銀行的業務發展，暗示
暫時未有集資需要。與其他出售的港銀不同，大新
銀行近年積極發展旗下業務，對於未來有沒有考慮
通過收購同業業務以壯大實力，王祖興稱會視乎市
場機會而定，沒有否定所有可能。
大新金融去年盈利 172.7 億元，按年上升

15.2%，每股基本盈利為5.29元，派末期息股每
股0.95元。大新銀行去年盈利203.3億元，按年
升15.8%，每股基本盈利為1.49元，派末期股息
每股0.26元，其中淨利息收入增長6.9%至299.0
億元，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則錄得8.3億元，按年
飆18.5%。聯營銀行重慶銀行（1963）為大新帶
來6億元的盈利貢獻。

A股首季IPO額冠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 安永昨發布最新 IPO趨勢報

告。儘管第一季度全球首次公開發行（IPO）活
動開局平緩，但其後大中華區的新股市場加快了
步伐，深交所和上交所合共完成70宗IPO，共融
資78億美元，上交所以54億美元融資額位列全球
交易所首位。
港交所首季開局相對平緩，共完成24宗交易，
融資額達24億美元。加上香港，今年第一季度中
國IPO交易宗數為94宗，融資額共計102億美
元，與2014年同期相比，宗數上升了38%，融資
額則下降10%。報告預計，香港開局平緩部分原
因是農曆春節假期令不少公司仍在等待經審計的
年報，目前有超過50家公司在港交所輪候上市安
排，後續港交所IPO市場料恢復活躍。

下半年IPO料更活躍
安永大中華區戰略性高增長市場主管合夥人何

兆烽指出，2015年將是中國股市的改革年。深港
通的開通以及中國A股市場從審批制轉變為註冊
制將大幅度提高下半年IPO市場的活躍度。
他表示，今年來中國監管機構已加快IPO企業

審核，導致一季度A股IPO項目數增長較快。隨
着IPO審核節奏調整，未來愈來愈多IPO交易活
動有望出現，預計A股市場全年將有超過200宗
以上的IPO交易。
何兆烽表示，由於憧憬寬鬆貨幣政策以及2015

年有利的政策環境，投資者看好中國股票市場，
如果A股投資者繼續能從IPO中較易獲得回報，
今年的投資者信心會高漲。

工業IPO量首季領先
報告指出，工業仍是中國內地交易所IPO的主

要力量，該行業在2015年第一季度IPO數量方面
領先，在融資方面位列第二（僅次於金融行
業）。此外，在政府支持和鼓勵創新帶動下，今
年首季材料行業與高科技行業在中國IPO交易宗
數方面表現得非常活躍。
至於全球IPO市場，今年首季全球IPO市場不

論是與2014年第四季度相比，還是與去年第一季
度相比均呈現出一個相對趨緩的開局。報告統
計，全球IPO市場今年第一季度融資額為382億
美元，相比2014年的第一季度下降了19%，相比
2014年第四季度則下降了47%。今年首季全球
IPO數量為252宗，相比2014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4%，相比2014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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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湯森路透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
以來中國企業在全球股權資本市場（ECM）的募資總
額達 229 億美元（約 1,774.75 億港元），按年減少
13.9%。ECM市場一般分為首次公開發行（IPO）、再
融資和可轉債3項。截至本周一，中企在A股及海外市
場啟動的 IPO總募資額達到 77億美元，同比下滑
10.9%；全球股權增發募資額達143億美元，同比下滑
5.6%；可轉債募資額下滑65.9%至9.6億美元，是2012
年以來中國企業發行可轉債募資額最低的第一季。

今年以來，金融行業在中國企業股權融資活動中佔據
大頭，募資總額達84億美元，佔比達36.5%。

金融業發行規模最大
今年第一季，規模最大的3項發行均來自金融行業，

包括海通證券（6837）39億美元的H股增發、恒生銀
行（0011）配售興業銀行5%股權（價值20億美元）；
以及東方證券價值100.3億元人民幣的A股IPO，這是3
年半以來A股市場最大一宗IPO。

今年前3個月，A股IPO市場募資額達74億美元，同
比上升31.2%，這是2011年以來A股IPO募資額最高的
第一季。中企海外IPO今年開局疲弱，僅有2.777億美
元，較去年第一季下滑九成。
不過，鑑於一大批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擬在香港啟動
新股發行，中國企業海外IPO募資金額未來有望獲得提
升，其中包括廣發証券（1776）啟動的首次公開發行，
預計其募資金額將高達30億美元。
今年以來，在中企股權融資案的承銷商中，瑞銀、高
盛和光大證券奪得前三名，瑞銀參與海通證券增發H
股、ST儀化增發及東興證券A股IPO等多項融資交
易。

中企首季ECM吸資減14%

李小加冀第三季準備好深港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出席論壇後表示，希望在第三季完成所有關於深港通的準
備工作，但實際開通日期及有關具體細節，仍需兩地監管當局
決定，難以評論現時的工作進度。他又表示，對港股通未來有
很大的期望，相信有朝一日或可吸引數以萬億元計的資金南
下，內地投資者均藉港股通買賣香港的金融產品。

對港股通大有期望
他解釋指，現時內地居民約有3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儲蓄，當中20萬億元存放在銀行內，5萬億元購買債券，剩
下5萬億元購買股票。將來內地居民的財富肯定會繼續增加，
投資股票的比重同樣會顯著提升，港股通是內地居民其中一個
投資股市的渠道，故未來或有一天，數以萬億元的資金會通過
港股通進入港股。

同股不同權須取捨
李小加續稱，滬港通日前的北上投資額，錄得的最高交易紀

錄達到100億元，南下投資金額則為15億元。隨着內地A股指

數有機會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他估計北上投資金額有機
會升至3,000億元至4,000億元。
就同股不同權制度的討論，他指現階段仍然各自各說話，認

為市場就不同股權架構已討論了一段時間，是時候作出決定。
若要接納同股不同權，須在競爭力和保護投資者中作取捨，任
何決定均有代價。
另外，本港獲美國期貨監管機構批准，香港證監會認可的經
紀商及人士，可獲豁免於美國註冊，便能向美國投資者銷售期
貨產品。李小加認為本港要繼續加強發展各種衍生產品，除股
票外，亦要發展商品、固定收益和貨幣等衍生產品。

設自貿區利港發展
此外，內地陸續在各地成立自貿區，李小加認為這旨在加強
有關區域的經濟管理辦法，以及改革當地政府，並非人為再製
造另一個國際市場。自貿區與本港，是互惠互利關係，並非直
接的競爭。內地周一審議通過廣東、天津與福建自貿區總體方
案，他認為香港不應太「小家子氣」，應祝賀對方，因內地有
更多自貿區對香港有好處。

■李小加指，深港通的開通日期仍待兩地
監管當局決定。

和黃落實1183億買O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長和（0001）主席李
嘉誠進一步「買起英國」。旗下和黃（0013）昨日落實
向西班牙電信Telefónica收購英國流動電訊商O2 UK，
總代價102.5億英鎊（約1,182.9億港元）。研究機構
Dealogic表示，若交易完成，李嘉誠的英國商業王國身
價將達500億美元（約3,900億港元）。
長和及和黃昨日股價齊升2%。其中，長和收報154.7

元，升2.18%；和黃收報105.7元，升2.03%。
Telefónica公布，完成盡職調查後，各方已經達成最
終協議，協議條款與1月宣布的內容基本相同，預期交
易將於2016年完成。
根據交易條款，和黃會先向Telefónica支付92.5億英

鎊現金（約1,067.5億港元），在3英國與O2 UK合併
且業務累積現金流達到協定水平後，會再支付最多10
億英鎊（約115.4億港元）的遞延利潤分成，會由合併
公司Hutchison 3G UK Holdings，或合併公司促致的另
一方支付。是次收購資金將通過向英國匯豐銀行的60
億英鎊過渡貸款及和黃集團現金資源支付。

躍升英最大流動電訊商
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稱，這項重大的投資顯示出和
黃對英國經濟的信心，及其致力促進電訊市場蓬勃發展

的承擔。是項收購於2016年完成後，和黃將成為英國
第一大的流動電訊營運商，綜合客戶人數接近3,300萬
名，市佔率達40%，同時英國流動電訊商亦將會由4間
減至3間。和黃預期交易可產生顯著的協同效益，合併
將加強3英國的規模和財務實力，成為英國電訊市場中
更具效率和更積極進取的競爭者。

多個主權基金有意入股
和黃財務董事陸法蘭早前透露，正與私募股權投資公

司磋商，釋出不超過30%股權。另外，英國《每日電訊
報》亦曾報道，和黃已接獲多個主權基金洽商，有意入
股由旗下3英國與O2 UK合併的新集團。擬入股的主
權基金包括中投、新加坡的淡馬錫及GIC、卡塔爾投資
局及數間加拿大退休基金，均有意入股合併後的新公司
最多30%股權。
研究機構Dealogic表示，交易完成後，李嘉誠的英國

王國身價將達500億美元。事實上，過去幾年和黃不斷
在海外購買不同業務，尤其在歐洲，根據集團2014年
中期報告，歐洲收益佔和黃總收益43%，當中英國佔
18%。若以EBITDA計算，英國佔集團四分之一的整體
收益，遠較香港（12%）、加拿大（17%）及中國內地
（11%）為高。

摩根大通昨日發表報告指，和黃落實收購O2，相信
交易對和黃是正面的一步。由於交易需待監管機構批准
（或最短需要一年時間），兼且相關協同效應不會立即
產生，料不會明顯推動和黃短期股價。該行料市場聚焦
和黃重組工作，並對公司重組後所產生協同效應感正
面，因其進行電訊業務的併購及其他核心營運回報正在
改善中，維持對和黃「增持」評級及目標價124元。

■收購完成後，和黃將成為英國第一大的流動電訊營運
商。 彭博

廣發証券以資產計為內地第四大證券商，是次集資
最多約279億元，為今年來本港新股之最。由於

其H股招股價（15.65元至18.85元），較A股有近五成
折讓，故市場人士已預料該股吸引投資者注意，券商已
經準備了數百億元孖展額。不過有券商指現時臨近季
尾，資金較為緊張，擔心廣發的孖展後繼無力，只得首
日認購熱烈。

券商憂季尾後繼無力
廣發A股昨收報25.87元人民幣，折合約32.29港元，

H股招股價折讓41.62%至52%。董事長孫樹明前日在
記者會上解釋，H股定價純粹取決市場因素，由於兩地
股市市場不一，包括投資者結構及基礎，故H股定價是
根據香港市場估值方法。廣發昨起招股，入場費約
3,808元，下周一（30日）截止認購，下月10日掛牌。

福耀玻璃傳上限定價
其他新股方面，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今年新股

「凍資王」福耀玻璃（3606）的H股計劃以招股價上
限每股16.8元定價（招股價範圍介乎每股14.8元至
16.8元），福耀玻璃集資73.87億元。市傳共錄得44倍
超額認購，凍結資金達336億元。若福耀玻璃H股以
上限16.8元定價，仍較上海A股股價有折讓，公司昨
日A股收報16.82元人民幣（約20.98港元），兩者比
較低近兩成。

外圍差港股獨善其身
至於大市方面，雖然外圍及A股的表現欠佳，但港股

卻獨善其身，輕微高開約11點後，最多曾升逾200點，
恒指最終收報24,528點，升128點，成交842億元。藍
籌股個別發展，資金追逐績優股，但中資金融股偏軟，
令國指跑輸大市跌36點至11,968點。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A股早前即使10連

升，港股的升幅亦沒有跟足，可見本港較之A股還有一
定的上升空間。由於A股累積大量獲利盤，或會進入調
整期，港股相信暫時可在現水平徘徊，甚至小幅上升，
尤其是績優股會最受追捧。
另外他認為本月期指季結臨近，加上復活節長假及A

股新一輪IPO潮逼近，大市氣氛會轉為審慎，惟相信恒
指在季結前的下跌空間有限。

資金追逐績優藍籌股
恒安（1044）業績佳又獲大行唱好，全日升5.4%，

領漲大市，股價有望挑戰上次高位94.35元。業績佳又
獲母公司注資的中海外（0688）漲2.3%，但中資銀行
及內險股業績平常，令相關分類偏軟，國壽（2628）跌
1.5%、中行（3988）跌0.2%。
不少細價股爆升，獲同意暫延到期債券的鼎和礦業

（0705）愈升愈有，全日狂飆98%至0.275元，成交達
1.5億元。瑞東（0376）獲中國民生投資洽入股，股價
亦爆升75.2%，落實獲華融入主的天行（0993）亦繼續
爆升32.1%。
京信（2342）去年扭虧為盈，兼10送1紅股，刺激午

後股價大升11%，合生元（1112）業績後亦先跌後急
升，全日大漲1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周紹基）被

指「半價招股」的內地第四大證券商廣發証

券H股（1776）首日招股熱爆，半日已錄得

逾200億元孖展額，全日更爆發式增長至約

643億元，創新股之最，相當於公開認購部

分超額逾45倍。相比之下，第二日招股的日

本彈珠機遊戲營運商Niraku（1245）認購反

應繼續慢熱，累積只增至866萬元孖展額，

仍未足額。

■孫樹明（中）指，H股定價純粹取決市場因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