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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招商局港口（0144）昨日公佈2016年

全年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為54.94億港元（下同），按年增長

14.3%；每股基本盈利175.58仙，同比升13.2%；派末期息65仙，全

年共派87仙，派息率達41.5%。董事會主席李曉鵬於業績會上表示，

隨着全球經濟進一步恢復，相信今年全球貿易有所復甦，其保證今年集

團的集裝箱吞吐量會續增，全年有望超過1億標準箱。

招商局冀集裝箱吞吐量破1億

中國經濟特 刊

香港文匯報訊 聯想控股（3396）昨日
公佈全年業績，錄得股東淨利潤同比增長
4.3%至48.59億元（人民幣，下同）（折合
約54.8億港元）。值得留意是，集團全球市
場份額持續增長，當中個人電腦和智能設備
業務的收入於去年第四季回復同比正增長，
首次扭轉過去7個季度的下降趨勢。

年賺54億升4%
聯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全年業績，

錄得股東淨利潤同比增長4.3%至48.59億
元，每股盈利2.06元；持續經營業務歸屬股
東淨利潤同比增長10.5%至48.52億元。派
末期息24.2分，同比升10%。
報告期內，IT板塊的收入同比下降3.7%

至2,825.51億元，但受惠於產品組合的提
高，以及執行更有效的費用控制和一次性項
目包括出售物業的收益，淨利潤顯著提高至
41.86億元。去年同期虧損錄得13.3億元，
主要為重組費用約37.28億元及一次性費用
（包括清除智能手機庫存的額外費用及存貨
報廢）約20.17億元所致。
集團的市場份額持續增長，根據行業初步

估計，在2016年第四季度，其全球個人電
腦的市場份額同比上升 0.8 個百分點至
22.4%；集團商用個人電腦的全球市場份額
同比上升0.8個百分點至24.7%；消費個人
電腦的市場份額同比上升0.6個百分點至
20%。

個人電腦回復正增長
此外，集團推動遊戲和可拆卸式電腦銷

量並錄得雙位數的增長。因此，個人電腦
和智能設備業務的收入於去年第四季回復
同比正增長，首次扭轉過去7個季度的下
降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實業控股（0363）
公佈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全年業績，錄
得純利29.03億元，按年上升2.70%；每股
基本盈利2.673元，派末期息0.46元。連同
中期息36仙及特別息10仙，全年派息為每
股92仙。

營業額221億升12.4%
期內，公司營業額221.32億元，按年升

12.4%；毛利76.71億元，同比升5.7%。

聯想全球份額續增

上海實業年賺2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煤炭
生產及運營商力量能源（1277）上市以來
首次派發特別股息0.02港元，企業融資及
投資者關係主管劉文杰昨表示，日後能否
穩定派息視乎公司現金流。他指煤價上
升，行業在去年見底，如果前景好轉，公
司會「多一些對股東回報的動作」。
公司本周二公佈2016全年業績，年內

溢利扭虧轉盈至1.38億元人民幣，每股盈
利為1.64分人民幣。劉文杰指，內地的限
產政策在去年底因煤價回升而暫停，會否
長期取消需看市場供求是否平衡。公司擁
有自己的煤礦、洗煤廠、運輸、銷售系
統，有助控制成本，目前成本為行業最低
之一。

力量能源扭虧
首派特別息

去年集團完成集裝箱吞吐量9,577萬標
準箱，按年增長14.5%。李曉鵬指出，吞
吐量的增長高於市場平均水平和主要競爭
對手，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可以歸功於去
年收購兼併的建設。今年若要達到1億標
準箱的目標，集團會繼續併購一些能產生
協同性的公司，退出一些收益不好的業
務，並且不斷加強港口自身的經營能力。

續併購協同性公司
值得留意是，由於第一大股東中集集團

去年收益下降73%，招商局港口去年的集
裝箱銷售按年大跌48.7%至67萬標準箱。

李曉鵬承認，市場低迷亦導致其對招商局
港口的投資正回報有所下滑，不過仍可保
持增長，中集的生產經營仍處於正常狀
態。他相信隨着全球貿易總量的回升，集
裝箱的銷售也會逐步回暖，不過回暖速度
不可預期。

不擔憂航運三大聯盟
去年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從 11%增至

28%，李曉鵬解釋，一些行業需要去槓
桿，但就港口行業而言，資產負債率均在
50%以下，強調集團負債率一直較低，今
年會進一步控制好資產管理，科學合理運

用槓桿，提高資本回報，同時控制好財務
風險。
全球航運三大聯盟將於下月初正式投入

服務，有分析擔憂對市場運費造成衝擊。
董事會副主席胡建華指出，此舉對集團旗
下港口的收費和利潤率並無太大影響，因
為絕大部門投資的港口都在重要樞紐港，
船公司必須經過，且雙方多年的合作關係
十分穩定，港口依舊會維持穩定的費率。

此前，達飛輪船與新加坡港務集團簽訂
合作，市場普遍認為港口和航運公司展開
合作或成未來趨勢。李曉鵬分析，相對而
言港口的利潤要高於航運公司，出現這類
現象很正常。不過如果市場內沒有量的限
制，會導致港口過剩，港口公司必須採取
業務轉型，除堅守裝卸業務之外，也要調
整業務結構，如藉助「互聯網+」增加跨
界性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現代牧業
（1117）副主席兼總裁高麗娜昨日於記者
會上表示，隨着大包粉進口量略減、國際
拍賣價提高，今年乳業不再處於谷底，行
業會有所好轉，保守估計今年奶價在3.8
元/公斤（人民幣，下同）。
對於集團去年虧損7.42億元，高麗娜承

認是公司成立以來業績最差的一年，不過
蒙牛（2319）已經完成對集團的併購，對
方會多收原奶，減少集團的虧損，相信今
年業績會變好。她預計兩家公司協同交流
後，節省資金可達1億元至2億元左右。

未來專注做原奶
另外，對於集團自身，也會實施各項降

低成本的策略，如加大粗飼料的種植，減

少牛群的增長，削減進口藥物的使用，加
大疾病防治的力度，提高單產等。長遠來
看，集團未來會專注做原奶，不再進行新
產品的開發。
有分析認為蒙牛收購現代牧業是為爭奪原

奶市場，高麗娜透露，蒙牛在原奶方面的確
有自己的戰略定位，中糧領導層期望蒙牛將
來繼續做大，原奶的需求量會越來越大，應
該自備原料基地。蒙牛旗下的富源牧業，自
有奶源只佔收奶總量的個位數，併購現代牧
業後，控股的自有奶源可達到30%，蒙牛希
望未來自有奶源可達到40%。
提及上周輝山乳業（6863）股價暴跌九

成，高麗娜認為，行業比較低迷可能對其
股價有一定影響，但與輝山乳業並無業務
上的交流，不了解情況，不作評價。

現代牧業：進口略減 乳業回暖

■招商局港口董事會主席李曉鵬（左2）相信隨着全球貿易總量的回升，集裝箱的銷售
也會逐步回暖。 記者周曉菁 攝

■現代牧業副主席兼總裁高麗娜
（右）料內地奶價今年在每公斤3.8
元人民幣。 記者周曉菁 攝

■廈門國際銀行總行大樓

集友銀行回家了，她回歸福建，成為廈門國際銀行
一員。回頭看看來時的路，冥冥之中彷彿有一雙

無形之手將兩家銀行緊緊攥在了一起。歷經數十年風雨
而成為了一家人，是文化同根的血脈淵源？是戰略發展
的某種必然？翻閱歷史長卷，我們也許能夠找到答案。

憶往昔崢嶸歲月——
兩家銀行的發展與回歸

1985年，作為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
行伴隨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春風應運而生。經過三十
多年發展，廈門國際銀行在改革開放沃土上走過了中外
合資銀行在本土生根發展，而後轉身改制後為中資銀
行，並迅速發展壯大的歷程，她的歷史軌跡大抵經歷了
「發展」、「回歸」、「壯大」三大里程碑。
廈門國際銀行成立時是一家香港和東南亞僑資背景的
銀行，此後又引進國際金融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美國、
日本的戰略投資者。國際化、多元化的股權結構、來自
全球的金融專家組成的董事會、與國際接軌的管理理念
和經營模式、近15%的境外員工佔比以及20%以上的境
外和跨境業務佔比，使其成為國內最具國際化特色的中
小銀行，並促使其不斷走在金融改革創新的前沿。隨着
業務的蓬勃發展，實力的不斷增強，廈門國際銀行抵禦
住了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考驗，並在中國加入
WTO、進入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後充分參與到國際市場
的競爭，歷經市場洗禮，在內地闖出了一條中外合資銀
行的特色發展道路。
經過長期的實踐、觀察與思考，為更好地融入內地銀

行業的主流，歷經6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廈門國際銀行
於2013年初完成了改制工作，從中外合資銀行改制為
中資商業銀行，從有限責任公司整體變更為股份有限公
司。改製成功之後，廈門國際銀行長期面臨的外部制約
得到化解，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陸續開展了幾輪增
資擴股，獲得了市場超額認購的熱烈反響，近五年來保

持了40%以上的業務和淨利潤增長，規模排名位列全球
銀行215名和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33名，完成了從「回
歸」到「壯大」的華麗轉身。
當我們細數廈門國際銀行的發展軌跡，再來看集友銀

行七十載的發展之路，發現兩家銀行的歷史畫卷具有某
種相似性，大抵都經歷了從「發展」到「回歸」兩大關
鍵要素，廈門國際銀行回歸「中資」，而集友銀行回歸
「故鄉」。
集友銀行由陳嘉庚先生於1947年創辦於香港，初衷

是為了給陳嘉庚先生在家鄉創辦的集美學校提供長期、
穩定的經費支持。為實現「以行養校、以行助鄉」的宗
旨，集友銀行成立之後便廣設機構，大力拓展業務。
1952年，獲准成為外匯銀行公會及香港銀行票據交換所
會員行，是當年22家直接交換行之一，1962年，香港
銀行票據交換所將直接交換行由原來的25家縮減至16
家，集友銀行憑藉較強的實力仍然佔有其中一席。
1970年，集友銀行邀得中國銀行注資參股，成為香港

中銀集團的成員之一，實力得以壯大。在中銀香港強大
的後盾支持下，堅持與時俱進，不斷開拓創新，1993
年、1994年連續兩年被「湯臣百衛」評為亞洲區最佳表
現銀行第二名；2011年、2012年連續兩年被亞洲週刊
評選為「亞洲銀行300強排行榜——20大銀行榮譽獎
（香港區）」，並榮獲亞洲區內資產回報率最高的前二
十位銀行之一，其中2011年排名第16位、2012年躋身
至第8位。七十載發展碩果纍纍，截至目前集友銀行已
在香港開設了24間分行，在福建設立了4間分支機構，
為香港各界人士及福建社群、海內外僑胞等提供優質的
跨境金融服務。
回首七十年發展之路，集友銀行以「立基香港、連通

閩港、聯繫華僑」為發展策略，孜孜不倦默默耕耘，我
們不難發現其為了「回歸」所付出的努力。
80年代，乘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風，集友銀行在內地設
立廈門分行和福州分行，成為當地最早開業的外資獨資

銀行，有力地加強了閩港之間的金融聯繫；1995年至
1997年，連續三年舉辦水仙花展暨業務推廣，以大力宣
傳集友銀行與福建的歷史淵源；2008年，派代表參加北
京奧運會火炬傳遞（福建站），再一次加深集友銀行與
福建文化的交流；2014年集友銀行分別在福州、廈門舉
辦環球市場經濟講座，加強與閩籍客戶的交流；「身處
南洋，心繫故土」，多年來持續為陳嘉庚先生在故鄉創
辦的集美學校提供豐富的經費支援，派發予集美學校的
股息及紅利超過港幣24億元，有力地支持了集美各校
教育事業的發展……
但，她渴望以更加卓越的成就參與家鄉建設，她渴望進

一步發揮聯繫海內外華僑的紐帶作用，她渴望為深化閩港
經濟金融合作與發展繼續發光發熱，她渴望通過自身的努
力讓「嘉庚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她渴望回家。
而作為陳嘉庚先生的故鄉——福建廈門規模最大、最

具實力的法人銀行，廈門國際銀行與集友銀行歷史同
根，文化同源，承載着廈門本地銀行與傳承「嘉庚精
神」的特殊關係和文化淵源，三十多年的成長與發展也
使得廈門國際銀行具備承接集友銀行回家的強大實力。
歷史的車輪就這樣走到了一個新的契合點。在中央、福
建省、廈門市等各級政府，人民銀行、銀監會等內地監
管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金管局的支持及幫
助下，以及中銀香港、廈門集美校委會的信任與支持
下，2016年12月22日各方達成了集友銀行股權轉讓協
議，2017年3月27日，集友銀行股權實現成功交割。至
此，集友銀行又與福建省和廈門市緊密聯繫在一起，即
將開啟全新的發展篇章。

「嘉庚精神」激勵
攜手與共做「有溫度」的公益領跑者

數十年來，廈門國際銀行和集友銀行在嘉庚精神的激
勵下不斷茁壯成長，熱心慈善事業，積極踐行社會責
任，為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廈門國際銀行自成立伊始便堅持「發展取之於民，成
果惠之於民」的經營理念，積極發展「綠色信貸」，支
持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推出「匯愛行
動」公益平台，持續舉辦「廈一站．匯團圓」關愛留守
兒童公益活動，並憑藉該活動系列新聞報道摘得「2016
年中國銀行業好新聞」之「突出貢獻獎」，成為獲此獎
項的銀行機構中唯一一家中小銀行；設立博士後科研工
作站，持續開展高層次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發起設立
閩都中小銀行教育發展基金會，歷年累計捐贈及募集資
金超過2億元人民幣，公益範圍涵括教育科研、人才培
養、衛生醫療、文化體育、抗震救災等活動；默默耕耘
結碩果，廣獲口碑與認可，2016年榮獲第六屆中國公益
節「2016特別緻敬獎」、「2016年度責任品牌獎」兩
項大獎。
同樣，集友銀行多年來堅持回饋教育、回饋社會。除

了每年分紅用於廈門集美學校辦學外，集友銀行為弘揚
陳嘉庚先生「興學愛國」的精神，還於1989年捐資設
立了「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會」。基金會成立以來，共
發放獎教獎學助學金共計超過850萬元人民幣，獎勵和
資助了上萬名師生和貧困大學生，為勉勵教師敬業樂
業，提高教育質量，鼓勵學子努力學習、奮發向上發揮
了積極作用。1996年設立「集友教育專項基金」，以支
持集美學校在教育、教學及學術科研方面的發展。2013
年10月，為紀念陳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校100周年，集
友教育專項捐款100萬元人民幣，繼續支持集美學校教
育事業的發展。
如今，兩家銀行成功牽手，這是文化同根的淵源，也

是戰略發展的必然，不僅進一步增強了福建省的金融實
力，提升了閩港和東南亞經濟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而且有助於加強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橋頭堡的戰
略地位，為「一帶一路」建設作出更大貢獻。我們有理
由相信，在「嘉庚精神」的激勵下，兩家銀行必將攜手
同進，輝煌與共，譜寫嶄新的篇章。

數十載風雨終成一家人 攜手與共譜寫嶄新篇章

2017年3月28日，在美麗的香江，廈門國際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廈門市私立集美學校委員會與中國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舉行集友銀行股權交割儀式，啟動

台點亮的那一刻，維多利亞港灣的天空絢爛無比。

■2017年廈門國際銀行總裁呂耀明到訪集友銀行

■集友銀行總行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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