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央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號召
之下。據《上海證券報》昨報道，廣東率先推出了
首個省級供給側改革總體方案，制定了3年時間內
「去降補」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擬到2018年底，基
本出清「殭屍企業」。

擬3年出清「殭屍企業」
廣東省政府正式印發的《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總體方案（2016—2018年）》等6份文件還包括5
個行動計劃，化解房地產庫存、去槓桿等方面內
容；並稱要「堅持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相結
合」，把破解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和不平衡
問題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生產領域擴大有效供
給，加強中高級產品和優質服務供給，減少無效和
低等級供給，不斷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去產能方面，文件指出，廣東到2018年底，市場
基本出清「殭屍企業」，到2016年底，全省國有關
停企業全部出清；2017年底，全省國有特困企業基
本脫困；去庫存方面，到2018年底，廣東全省商品
房庫存規模比 2015 年底的 1.6 億平米減少約
12.5%。
此外，在去槓桿方面，總體方案要求，到2018年
底，證券、期貨機構槓桿率符合相關監管指標體系
要求，保險公司槓桿率全面達標，直接融資佔全部
融資金額的比重超過35%等。

粵首推省級改革方案
財 經 簡 報財 經 簡 報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愈來愈多

企業涉足金融業，企業持有銀

行股份似乎成為趨勢。近日，

恒大地產（3333）以近39億港

元 購 入 盛 京 銀 行 （2066）

5.59% 權 益 ； 兗 州 煤 業

（1171）昨稱擬於某間銀行在

海外首次公開發售（IPO）時以

最多 30 億元人民幣入股。另

外，因中外運長航獲整體劃入

招商局集團，招商局集團成為

招商銀行（3968）的第一大股

東。

恒大地產前晚公告稱，透過附屬公司在場內收購
共1,009.05萬股盛京銀行H股，以及在場外通

過大宗交易方式收購3.14億股盛京銀行H股，合佔盛
京銀行已發行股本總額約5.59%，總代價38.916億港
元。
恒大認為，因盛京銀行的財務表現強勁，收購事項
對公司而言為一項合理的投資。盛京銀行為內地東北
地區最大城市商業銀行，2014年底在香港H股上
市，去年11月宣佈計劃登陸深交所，擬發行不超過6
億股A股。

兗煤擬30億買銀行股
除內房企外，大型煤炭集團兗州煤業昨在提交予上
交所的公告中表示，計劃以最多30億元人民幣對某
商業銀行的海外IPO進行投資，因仍存在不確定因
素，公司尚未簽署協議。兗煤並未表明計劃投資哪家
商業銀行。不過，翻查最近的內地銀行擬在港上市相
關報道，浙江商業銀行日前獲香港聯交所批准在港上
市，擬集資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並有望於3
月初開始向投資者推介。兗煤有可能作為基礎投資者
在浙商行上市時購入股份。
最近，企業入股銀行的消息時有傳出，除了年前的
越秀地產（0123）收購香港創興銀行（1111）外，還

有萬科（2202）入股徽商銀行（3698）、合生創展
（0754）入股北京農村商業銀行，以及綠地集團入股
呼和浩特城商行等。在內地流動性不時出現趨緊的目
前，企業聯手銀行，不僅可為企業融資提供便利，還
可以令企業業務變得多元，以及享受銀行業的投資回
報。

招商局擁招行控制權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的是鞏固「話事權」。招
商銀行昨公告，國務院國資委已於去年年底批覆，以
無償劃轉方式將中外運長航整體劃入招商局集團。至

此，招商局集團將成為招行的實際控制人，可控股達
30.06%。
隨着上述權益變動完成，招商局集團可實際控制的
招行股份合計為30.06%。按照《上市公司收購管理
辦法》，投資者可以實際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決權超
過30%後，將擁有上市公司控制權。
於2013年至2014年，安邦財產保險數次舉牌，持

有招行股份累計達到27億股，佔總股本比例增至
10.72%，為第二大股東。為避免第一大股東地位旁
落，招商局集團亦在2015年下半年數次增持招商銀
行股份，以鞏固大股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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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入股銀行成風
融資更便利 業務趨多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雖然2月製造業PMI遜預期，不過在央行降準
利好消息刺激下，A股成功反彈。滬綜指收漲
1.68%，收復2,700點關口；深成指與創業板
指均漲逾2%。不過大市盤中震盪還數度翻
綠，顯示弱勢格局未變。

弱勢格局未變
央行降準，並於昨日上調了人民幣兌美元中
間價，結束中間價五連跌走勢。不過宏觀經濟
未有明顯轉機，昨公佈的中國2月官方製造業
PMI為49，創逾3年新低，且是連續7個月低
於榮枯分界線。
滬綜指開盤僅微升0.4點或0.01%，幾近平
開，之後直接向下迅速翻綠，並圍繞2,700點
位展開激烈爭奪，早市滬綜指小漲0.2%。午

後兩市再度走低，滬綜指翻綠，創業板跌逾
2%。此時，虛擬現實、手遊、傳媒等概念股
突然拉升，帶動題材股逐漸活躍。創業板率先
回暖，創業板指在約1小時內勁彈近6%。隨
後券商股接力爆發，滬綜指漲近2%，再度站
上2,700點。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733點，漲45點或

1.68%；深成指報 9,322 點，漲 224 點或
2.47% ；創業板報 1,934 點，漲 54 點或
2.91%。兩市共成交4,625億元人民幣，量能
與上一交易日幾乎持平。

貴金屬股領漲
金價2月大漲10.5%，創4年來最大單月漲
幅。受此影響，黃金股全線飄紅，貴金屬股領
漲兩市。近來內地樓市火爆，房地產股再受熱

捧，昨漲近4%，個股掀漲停潮。券商股亦再
度發威，股類漲約4%。行業股全線飄紅，但
銀行、石油等權重股，漲幅較小，銀行股僅升
0.3%，石油升0.9%，均跑輸大盤。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指，降準

釋放的寬鬆信號有助於提振市場情緒，隨着兩
會的臨近，市場關注點亦將轉向兩會期間的政
策信號。瑞銀仍偏好受益於消費結構變化以及
去庫存政策的行業，最看好的股類包括消費、
醫藥、信息技術和房地產。同時，繼續建議投
資者關注過剩產能股類的交易機會。
民生證券投顧李傳俊認為，目前A股還是典
型的弱市格局，對利好有反應，但反應有限，
上方的壓力位在中軌2,785點一帶，仍為本周
的強壓力。在他看來，若成交量不足，意味着
場外資金並無大舉抄底。

央行降準 滬A收復2700點關

■上證綜指昨收報2,733點，升1.68%。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TCL 多媒體
（1070）企業融資與投資者關係部總監印國庭昨於傳
媒午宴透露，樂視入股公司一事正待國家外管局審
批，不過外管局回覆指入股事宜並非在監管內，公司
冀今個月可完成交易。他表示，公司於去年第三季錄
得虧損是因為受到人民幣貶值影響。
TCL顯示科技（0334）企業融資及投資者關係副總
監許旭鋒表示，去年行業競爭激烈，而且模組價格下
跌。由於公司於去年底與新客戶簽訂協議，故今年1
月出貨量錄得按年10%增幅。他表示，未來模組的價
格要視乎市況，希望今年可以爭取多一兩個重點客
戶，亦會做高毛利產品。
另外，通力電子（1249）首席財務官任學農估計，
今年上半年業績會較去年同期錄得跌幅，為配合公司
轉型，今年全年或會穩步增長，為2017年及2018年業
務做好準備。

TCL多媒體冀樂視本月完成入股

■印國庭
（右三）期
望樂視入
股公司今
個月可完
成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去年股
市在經歷一場過山車後，兩融業務暴露出不少問
題，近來券商有關兩融糾紛時有發生，部分被索賠
的金額甚至達到1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光大證券（601788）最新的年報顯示，公司於
2016年1月26日收到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應訴通
知書，案由為融資融券交易糾紛，訴訟標的達3,939
萬元，由於本案未開庭審理，公司無法判斷損失的
機會。
融資融券交易糾紛案將券商頻頻爆發的兩融糾紛

事件推到風口浪尖。申萬宏源（000166）今年2月
亦遭遇此事，投資者稱申萬宏源於去年股災期間在
強制平倉其兩融賬戶的過程中造成侵權，要求其賠
償損失合計達1億元。
光大證券近期官司纏身，但相較光大「816事

件」的民事賠償，融資融券交易糾紛的訴訟標的才
稱得上索賠驚人。據年報顯示，今年1月至2月期
間，光大證券因「816事件」需賠償的錢款分別是
5.91萬元、3.3824萬元和2.3934萬元，但這三者相
加數量尚不及兩融糾紛案件訴訟標的的一個零頭。

兩融糾紛索償金額達1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光明乳
業（600597）昨日公告稱，因近期資本市場發生了
較大變化，終止非公開發行計劃。同日發出類似公
告 的 還 有 瀋 陽 機 床 （000410） 、 東 江 環 保
（002672）。今年以來終止非公開發行的上市公司
數量已經超過20家。
光明乳業原本擬向6家特定對象非公開發行不超

過5.59億股A股股票，募集不超過90億元（人民
幣，下同）。業內指，去年光明乳業定增的發行價
格為每股16.1元，但昨日收盤價只有10.36元，較定
增價低約36%。對於原本那些有意認購定增股的公
司而言，選擇此時買進無疑是自跳「火坑」。
其實，目前市場上與光明乳業有着相同命運的上

市公司不在少數，天喻信息（300205）、瀋陽機
床、東江環保近期先後公告稱市場發生了較大變
化，綜合考慮目前的融資環境、融資時機，終止非
公開發行股票相關事項。統計顯示，今年以來內地
已有20多家上市公司終止非公開發行，多數是因為
股價跌破定增價導致。

20企撤非公開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發改委公佈，分別位於北京及
廣州的兩座電力交易中心昨天成立。電力交易中心
將在政府監督下提供公開透明的電力交易服務，目
標是促進跨區交易及清潔能源的使用。國家電網及
南方電網兩大國有電網公司擁有電力交易中心的控
制股權。

京穗電力交易中心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華南美國商
會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商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普遍持
審慎樂觀態度，2016年在中國內地再投資預算增長
8.79%，但未來3年再投資預算則出現了相似比例的
下降，反映企業對中期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

未來3年再投資預算下降
華南美國商會1日公佈了《2016年華南地區經濟情
況特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與《2016年中國
營商環境白皮書》。其中《報告》整合參與華南美國

商會年度經濟情況特別調查的246家企業在內地的營
運，受訪企業覆蓋了合資企業（12%）、外商獨資企
業（54%）及中資企業（24%）等，涵蓋能源、農
業、軟件及高級機器製造等多個領域，其中75.6%受
訪企業稱主要向中國市場提供產品或服務，24.4%表
示以出口製造業為主。
報告顯示，約83%受訪企業評價華南地區營商環境

為「好╱可接受」，「很好」或「優異」；37.6%的
受訪企業認為，比起12個月前，華南地區營商環境
有所提高。在計劃與風險管理方面，受訪企業首次將

「本地競爭」列為2016年企業面臨的第一大挑戰。
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表示，受訪企業指2016年

一年再投資預算增長8.79%，但未來3年再投資預算
則出現了相似比例的下降，反映了企業對中期發展仍
存在不確定性。據統計，美商會會員企業2016年再
投資預算將達到130億美元。此外，93%受訪企業表
示，企業已經取得盈利或將在未來兩年內取得盈利。
不過在表示已經取得盈利的企業中，有近43%表示未
達預期。哈利認為，這可能源於企業盈利預期並未根
據中國的經濟轉型作出相應調整。

外資對中國經濟審慎樂觀

企業為何要與銀行聯姻？

融資便利
1

企業在融資上有近
水樓台之利

促進金改
2

銀行改革，需要引
入更多投資者

業務多元
3

銀行和企業雙方業
務皆可變得多元化

分享利潤
4

企業可以分享銀行
業利潤

■因中外運長航獲整體劃入招商局集團，招商局集團成為招商銀行的第一大股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