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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截至5月
中旬，中國各大
證券公司從債券
銷售所獲得的收

入，已經達到2015年全年的一半以上，中國迅速
發展的債券市場正在重塑亞洲格局。
中國在岸市場發行量急增，意味着國際競爭對
手的代價有所增加，因為它們沒有在岸交易的許
可；今年至今中資機構在大型證券公司的費用池
中佔25%，遠高於5年前的6%。同期海外銀行所
佔份額減半，降至不到20%，這種排名的變化很
大程度上是中國債券市場快速發展的結果，這個
市場的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三大，僅次於美國和日
本。隨着企業尋求比銀行貸款成本更低的融資，
公司債券發行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中國整體信
貸增長。

公司債發行增速快
按債券銷售費用的收入排名，中資機構今年在
前20家金融機構中佔了9家，至今收入4.5億美
元，去年全年則為7.97億美元。雖然債務交易所

涉及的費用與股票發行相比，只佔一小部分，但
它們對承銷機構來說是打通關係的重要方式，海
外銀行從債券銷售所得的收入為3.17億美元，去
年則為10.3億美元，它們受到中國以外債券發行
需求的放緩所拖累。今年亞太地區其他地方的公
司債券發行量比2015年同期低了大約33%，中國
企業在岸債券的發行量比去年同期水平則高出
50%以上。
據相關資料顯示，在岸債券交易對承銷機構而

言不如離岸發行那麼有利可圖，離岸交易往往規
模更大，且一般由中資和國際機構聯合牽頭。貸
款利率偏低也鼓勵中資企業利用本地債市，而不
選擇向銀行貸款。根據央行的數據，第一季度各
種年期的銀行貸款，其加權平均利率為5.7%。相
比之下根據中國主要債券結算機構的數據顯示，
同期10年期AAA級企業債券的收益率平均只有
3.8%，對於年期較短的債券，這種融資方式的成
本更低。這樣所帶來的結果，我們可由央行的數
據看到，2015年企業總體新增淨外部融資中，債
券的份額升至19%，而2013年的這個比例只有
10%而已。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中國債券市場晉升世界第三
美聯觀點

內地一線城市樓價居
高難下，帶動土地市場
價格持續上揚。6月2

日一天之內，北京、深圳兩地即有4個「地王」誕
生。上周五北京通州還推出一幅起拍價高達87億元人
民幣的地塊，料將成為超級地王。樓價飆漲明顯脫離
經濟基本面，必須力遏樓市泡沫。不過樓市對金融經
濟綁架日深，處理手法要靈活，才不致影響穩經濟與
供給側改革。
對於新地王不斷出現，《人民日報》刊文指，地方

政府應高度關注高地價帶來的高槓桿和泡沫風險。並
引述專家警告，所有「地王」均有較大的虧損可能，
過去幾年全國的「地王」目前基本皆在虧損或者平
手。未來一旦房價進入調整周期，房企很可能將面臨
巨大的銷售難題。

內地樓市升勢續擴
百城房價指數顯示，上月全國樓價按月升1.7%，較

4月1.45%升幅加大，個別二線城市如廈門、合肥等，
樓價按月升幅更逾半成。
近期內地樓市復熾有其原因。供給側改革重點之一

是助樓市去庫存，中央因而鬆綁樓控、年初更放鬆房
貸。加上，當前資產荒日益嚴重，而樓市前景依然不
錯，一線城市核心地塊最具升值潛力，因此今年首
季，內地近三分一新增信貸，以致難以估算的民間資
金湧向了房地產業。

破樓泡易引爆風險
樓市泡沫引發的信貸風險，正如中央「權威人士」

早前指，供給側改革雖是助樓市去庫存，但不能靠大
加槓桿。不過，要破樓市泡沫，亦會誤觸金融經濟風
險，至少涉及以下兩方面因素：
一方面，若樓市趨向調整，會否加劇房地產信貸風

險，銀行可否具足夠的能力去承受壞賬增加的風險。
另一方面，目前投資增長更依賴房地產拉動，實施

樓控，房地產投資以至相關產業如消費等，會否因而
受壓，導致經濟更冷？
由此可見，要控樓市泡沫，又要力推供給側改革，

更要保經濟增長不跌至6.5%底線，平衡木難走，因此
手法要靈活。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陳羡明

處理樓泡手法要靈活
財技解碼

東亞銀行指出，電子交易日漸受客戶歡迎，東
亞證券超過90%以上的交易乃透過電子及電話渠
道進行，令零售網點提供櫃枱交易服務成本變得
高昂。其實，東亞在金融科技發展諗頭多多，一
直比同業走得更前。去年年底推出iP2P服務，通
過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同時轉賬給幾個不同銀行的
客戶，只需手機號碼而毋須收款人戶口資料，無
疑可以減少處理小額跨行轉賬的處理成本。

東亞力拓智能分行
除此以外，東亞在去年12月曾公佈將在2018
年前將所有分行實行「無紙化」，在智能分行開
設戶口、申請信用卡等皆可使用應用程式，又安
裝視像櫃員機。
其智能數碼分行，今年4月甚至獲得由業界、

學界及政府合作舉辦「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的最佳金融科技大獎。該行的智能數碼分行配備
新一代科技，由東亞內部研發，精簡服務流程。
當中有i-Counter─互動輕觸屏幕可轉換為視像
櫃員（i-Teller）模式，客戶可透過視像電話直接
與服務員對話；i-Zone─以自助形式申請信用
卡；i-Window─一站式互動投資策劃工具等智
能服務。
根據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網頁顯示，東亞全
新分行以流動模式營運，人手需求和後勤人員辦
公面積均較傳統分行低，顯著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達50%。相比其他分行，以每客戶計之存款結餘
增加35%；按揭貸款的平均提取額增加65%。
東亞銀行副行政總裁李民橋在2月業績記者會

表示，今年該行計劃將最少30間香港分行數碼
化，年底智能數碼分行將佔本港分行數目一半以
上，當時他已指出可以節省三分一人手，現在看
來似是東亞裁員的預告。

散戶落盤模式改變
事實上，互聯網早已影響證券行業，根據港交
所的資料，互聯網買賣佔大市成交，由2005年至
2006 年的 3.9% 增加至 2014 年至 2015 年的
11.6%。散戶的網上交易佔比更高，由2005年的
13%上升至2015年的44.3%，很多經紀已被市場
淘汰，傳統人對人的交易已經式微。東亞指證券
交易日後將會透過電話及電子渠道，即互聯網、
手機應用程式及自動化電話服務進行，可見科技
取代人手的進程。君陽證券董事兼行政總裁鄧聲
興表示，散戶落盤模式改變，證券行亦要開拓孖
展借貸、資產管理等其他收入。

近年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迅速，

不少報告指出電腦將會取代人腦，取代

現時金融界部分專業職位。對於這個說

法，有人半信半疑。然而，在全球銀行

業積極推行Fintech下，多間國際銀行出

現裁員潮。這個浪潮最終捲到香港，上

周四東亞銀行（0023）宣佈裁減 180

人，主要是裁減證券服務的後勤部門人

員，下個月並關閉全部22個在港證券零

售網點，原因九成交易已透過電子或電

話進行。人在Fintech面前，已經被取

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偉昉、吳婉玲

FintechFintech行先行先
裁員最前裁員最前

銀行業因為發展金融科技，開源節流，減省人
手其實非新鮮事，且該趨勢甚至在全球蔓延。今
年初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RBS）計劃裁員550
人，包括投資顧問和保險顧問。該行將推出自動
化系統，為投資額低於25萬英鎊（約281萬港
元）的客戶服務。

銀行逐漸自動化
花旗銀行早前發表報告估計，銀行逐漸自動

化，歐美銀行業將會有30%，接近200萬人失
業，因為在客戶習慣改變下，各銀行已經毋須實
體網點，相信未來客戶和銀行間的溝通會透過移
動設備進行。報告提到，美國和歐洲銀行業人士
的數目，由2007年的最高點減少了73萬人，但相
信暫時未大幅波及至零售銀行，只是投資銀行已
經自行裁員。
根據特許金融分析師（CFA）協會的調查，全

球超過3,000名CFA接受訪問，大部分人認為資產
管理是最容易被金融科技顛覆的行業。54%受訪
者稱，該部門會感受到最大的變化，其次是銀
行、證券和保險部門。受訪者並不認為金融科技

的威脅只是曇花一現。
他們認為，機械人將在5
年時間裡對該行業產生
持續且重大的影響，不
過不看好眾籌和P2P放
貸的長期可持續能力。

新科技影響日深
世界經濟論壇今年發

表了一份「2020：智能
革命與工作的未來」的
報告，指出將有33%現
時的金融服務從業員被
裁減。報告中提及，舊
有的金融服務技能，如
人性化互動及溝通的技
能需求將逐漸萎縮。在
2015年員工技能組合中（Skill Set）交涉能力排名
第五，在2020年跌至第九，主動傾聽（Active
Listening）在2015年排名第九，在2020年不入十
大；相反創造力在2015年排名第十，但在2020年

升至第三。新科技趨勢，如移動互聯網和雲技
術、計算力和大數據的進步、共享經濟和P2P平
台、人工智能等被報告列入九個改革技術驅動
力，對未來各行業有顯著影響。

■隨着銀行服務日趨數碼化，櫃員機甚至手機將可以取代櫃枱職員的工
作。 資料圖片

日日夜夜智能手機機不離手
的你，有否想過他朝一日，電
腦或者會穿上你的制服、坐上
你的位置、收取你的薪金？早
前台灣有雜誌列出10種最有機
會被電腦取代的職業，當中記
者和銀行櫃枱職員均屬於高危
一族，在科技一日千里下，隨
時收到大信封。
銀行界一直積極發展金融科

技，希望使用電腦簡化程序之
餘，亦令客戶更方便。愈來愈
多人習慣在網上進行銀行服
務，細心留意各銀行分行的人
龍，大部分亦都是年紀較大的
客戶。正如早前 iBond 6認購
首日，中銀指網上認購的人數
較親身到分行多，所以銀行櫃
員被取代的機會高達5粒星。
至於記者同樣是5粒星，屬

危危乎職位。全因多個會寫新
聞的機器人已面世，當中涉及
金融、房地產、體育等範疇，
風險最高的就是撰寫數字主導
報道的記者，即是財經記者經
常會接觸到的各項業績報告
等。

司機、廠房技工、有線電視
安裝工人、加油站員工及保險
經紀等，統統榜上有名，皆為
因科技發展有機會被取締的職
位。今時今日，打工仔盡忠職
守仍未必保得住飯碗，還是有
一技之長傍身稍為安全。

銀行積極數碼化
櫃枱職員飯碗難保

十大最有機會被電腦取代職業
職位
銀行櫃枱職員
記者
司機
廠房技工
有線電視安裝工人
加油站員工
保險經紀
模特兒
實體店店員
手作人
資料來源：綜合網上資訊 製表：記者 吳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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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金融科技發展快，人人網上理財
寫稿機械人面世
車廠積極開發無人車
機械臂或機械人取替人手
Wi-Fi或移動網絡穩定，OTT內容營運商愈來愈多
電動車普及，車主自行叉電
網上保險計劃一目了然，投保又快又方便
醫學美容成熟，天生靚非優勢
電商吞噬實體店
用戶自行設計，透過3D打印減省成本

科技協助人類提升生活質素，但同時打爛打工仔
的飯碗。未來社會怎樣發展，大家難以猜測，《未
來戰士》和《智能叛變》的劇情或者暫未會在現實
生活上演，不過可能有一日，大部分人將會顯得一
無是處。
有以色列歷史學家將推出新書《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作者 Yuval Noah
Harari 提出一個概念「無用階層」（Useless
Class）。他解釋，由於科技發展迅速，在人工智慧
和自動化普及下，無人可預料未來哪些技能仍然有
用。人類必須不斷重新定位，當社會上某部分人跟
不上步伐，就會顯得一無是處。即使你想做打工
仔，亦未必有得你揀。
他強調，使用「Useless」是為了凸顯從經濟和政
治體系角度看起來的無用，非道德角度的無用，相
信政府會保障無用階層人士的生活。未來，人類或
者會失去目標，屆時人類的情緒波動可能已經不再
是來自現實經歷，需要通過虛擬實境（VR）滿足所
需。所以，人類應該審慎考慮人工智能的定位和應
用。

打工仔無得撈
躋身「無用階層」

減省人手趨勢蔓延全球減省人手趨勢蔓延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