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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曾升3% 大行睇81元

「獅王」水浸 回購或恒常化
中期稅前賺795億勝預期 再斥156億回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獅王」匯控（0005）昨公佈中期業績，半年列賬稅

前盈利102億美元(約795.6億港元)，較市場預期的賺95億美元為佳，按年升5.4%，主

要因第二季減值準備下降，零售、工商、「炒房」業務均理想，帶動稅前多賺46%至

52.8億美元，按季亦增6.4%。惟期內股本回報率雖升至8.8%，但仍低於10%的目標，

故匯控決定再回購20億美元(156億元)的股份「氹股東」。回購消息刺激匯控股價一度升

逾3%，大行紛紛調高該行的目標價至逾80元，晚上匯控在美國ADR報價回軟，香港時

間23:00報77.89元，較香港收市價跌0.56元或0.72%。

今次將是匯控第三度回購股份，
今次提出回購，顯示其6年重整

計劃繼續取得進展。另外，主要因匯
控「水浸」，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大升40點子至14.7%，是2015年更
改會計準則以來最高，有助維持派息
及再加碼回購。是次回購預期將於短
期內展開，並於2017年下半年完成。
在最新宣佈的股票回購完成後，匯控
自2016年下半年以來的股票回購規模
將達到55億美元。

歐智華：令股東受惠
行政總裁歐智華昨在電話會議中更
一改過去說法，稱考慮回購作為「恒
常工具」（regulated use），有別於
財務董事麥榮恩在去年全年業績報告
時曾表示的「不應將回購視為恒常的
舉動」的說法。歐智華昨還透露，未
來會在每半年結檢討是否有必要再進
行回購計劃，因回購可讓股本下降，
每股價值上升，令股東受惠，但強調
前提是看有沒有更好的資金用途或業
務投資機會。
根據業績報告，截至6月底止的上
半年，該行純利增10.1%至69.99億美
元，每股盈利0.35美元。數字反映經
調整收入增長，而經調整的貸款減值
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則下降。經調整
除稅前利潤為119.67億美元，上升
12.4%，第二次股息派0.1美元。
上半年業務的亮點包括歐洲業務

按季虧轉盈，賺了逾7億美元，佔稅
前盈利14%。該行提到亞洲保險及
投資管理業務續有增長，但整體按
季稅前賺少 13%，只有約 35 億美
元，對集團貢獻降至 66%。
相反，零售、工商及「炒房」業務

都表現突出，尤其是零售業務上，該
行主席范智廉指出，在利率可能步入
中期升軌的情況下，未來息差有望改
善，令該行收入更穩健，第二季度淨
利息收入終止跌回升，錄得69.9億美
元。按匯控本身估計，未來每加息25
點子，淨利息收入每年就會增加24.4
億美元。

香港帶挈淨利差擴闊9點子
該行上半年淨利息收入為525.76億

元，按年增加一成，主要由於香港的

資產負債增加，以及受惠於利率上
調，令存款息差有所改善。匯控淨息
差為1.76%，按年擴闊9點子；淨利息
收益率1.85%，亦擴闊9點子，增幅主
要來自香港。
歐智華認為，該行未來業務仍具增
長動力，主要受惠於中國、東盟及中
東等地的增長，而隨着本港利息上
揚，匯控仍有龐大的增長潛力，對下
半年的業務前景樂觀。
該行財務董事麥榮恩表示，去年12

月份美國聯儲局加息25點子，集團的
受惠幅度介乎2.5億至3億美元，料明
年的受惠幅度相若。對於美國將啟動
「縮表」，他認為，資產定價或有下
行壓力，但強調集團有充裕資本，業
務亦多元化、流動性強，未來會觀察
真正啟動「縮表」所造成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匯控(0005)中期業績勝預期，更推
出新一輪涉資 20億美元的回購計
劃，匯控行政總裁歐智華在電話會
議中表示，不會預測今年內會否再
有回購。至於即將退任的主席范智
廉，臨別前指出三大公共政策問題
務必要注意，包括監管機構切忌各
自為政、歐洲必須避免金融實力和
優勢受損，以及加強合作打擊金融
犯罪，又提到英國「脫歐」條款及
日後英國與歐盟關係的談判，將使
歐洲面臨巨大考驗。
匯控再度推出股份回購計劃，令

市場感驚喜，股價在本港及外圍也
造好，歐智華不預測今年內會否再
有回購，只強調普通股權一級比率
(CET1)水平，並非唯一考慮因素，
只稱會先平衡未來發展需求，並預
留資金作緩衝，若仍有過剩資金才
會考慮回購。
至於今次的回購計劃，主要是為了

將資本還返股東。匯控目前的CET1
達14.7%，較去年底13.6%增1.1個
百分點，顯示集團資本實力強勁。
范智廉即將退任該行主席，他在

業績報告中臨別贈言，指出必須注
意三大公共政策問題，包括監管機
構切忌各自為政、歐洲必須避免金
融實力和優勢受損，以及加強合作
打擊金融犯罪。

憂歐各國處理改革步調不一
相對於美國政策的相關憂慮已基本

消除，范智廉仍擔心歐洲各國政府在
處理改革工作時步調不一，監管工作
各自為政，這可能令金融市場活動向
資本支持需求最少的地區傾斜。
他又提到英國「脫歐」條款及日後

英國與歐盟關係的談判，將使歐洲面
臨巨大考驗，亦關注英國「脫歐」談
判結束後，歐洲各個經濟體能否像以
往一樣，繼續使用最少同等規模和水
平的融資，以及相關風險管理服務，
而便利程度和價格是否與過往相若。

利率步中期升軌料收入更穩
對於英國最終以何種方式退出歐盟，范智廉相

信，無論如何，該行所有業務的客戶交易活動，均
將保持穩健，加上在美國帶頭加息下，該行亦會因
核心存款基礎的息差改善而受惠，在利率或步入中
期上升軌道、息差改善下，料匯控未來的收入組成
更穩健。
被問及他即將退任主席，以及歐智華也將於明年

退任，范智廉指，董事局及巿場皆支持目前發展策
略，相信現行的整體策略將可維持。歐智華亦稱，
該行將持續其自然增長策略，目前該行已是全球最
大銀行之一，暫未考慮作出收購。

部分倫敦崗位遷伯明翰進展理想
另外，歐智華又說，英國匯控在分隔運作銀行
上，已獲金融業操守監管局及審慎監管局授予有限
制銀行牌照，將倫敦部分崗位遷往伯明翰的工作，
進展也理想，料英國匯豐新總部可於2018年首季
揭幕前，建立運作良好和完整的團隊。英國分隔運
作銀行項目相關支出，累計接近5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受到
回購消息等刺激，匯控股價昨在港一
度升3%，高見78.9元，為33個月新
高，收報78.45元，升2.616%。
被問及匯控的股價能否重返100元

大關，行政總裁歐智華昨在電話會議

中未有直接評論，只表示距離上一次
股價處於100元的期間，集團作出不
少市場活動，包括供股等，因此未來
股價不可與以往股價直接比較。
匯控業績優於市場預期，高盛發表報

告唱好，上調該行目標價11%至81元，

維持「買入」評級。

美銀美林：匯控將重拾增長
美銀美林亦表示，匯控次季稅前溢利

較預期高13%，主要是第二季淨息差能
夠維持在 1.64%，遠勝之前指引的
1.55%，加上收息資產增加，故認為匯控
經歷近10年收縮後，將開始重拾增長，
維持其「買入」評級，目標價75.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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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推出新一輪涉資匯控推出新一輪涉資2020億美元的回購計億美元的回購計
劃劃，，行政總裁歐智華在電話會議中表示行政總裁歐智華在電話會議中表示，，
不會預測今年內會否再有回購不會預測今年內會否再有回購。。 路透社路透社

匯控2017年中期
財務摘要（百萬美元）

項目

列賬基準除稅
前利潤

經調整除稅前
利潤

平均普通股股
東權益回報
（年率）

普通股權一級
比率

槓桿比率

資料來源：匯控2017年中期業績報告

2017年
上半年

10,243

11,967

8.8%

14.7%

5.7%

2016年
上半年

9,714

10,651

7.4%

13.6%

5.4%

按年變幅

+5.4%

+12.4%

+1.4個
百分點

+1.1個
百分點

+0.3個
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匯控(0005)上半年亞洲區列賬基準
稅前盈利按年升6.6%至76.3億美
元，比重按年升0.8個百分點至
74.5%，繼續成為盈利貢獻來源。
其中本港的稅前盈利為46.09億美
元，按年增10.5%。
財務董事麥榮恩昨表示，集團在

中國的發展取得了進展，成立外資
控股合資證券公司獲得批准，是重
要的戰略發展，但現時難以判斷內
地資本管制措施是否已告一段落。
匯控行政總裁歐智華則指，該行在
中國成立的合資證券公司，將會成
為集團重要的盈利貢獻來源，但過
程還需時數年時間，而非數月便能
達成。合資公司初期營運的員工人
數，預料大約為50人。
至於匯控於其他地區的業務表

現，歐洲稅前盈利5.72億美元，按
年大跌63.9%；中東及北非稅前盈
利亦跌17.9%至 8.04億美元。不
過，北美稅前盈利錄得9.53億美
元，大增約18倍；拉丁美洲業務
則扭虧為盈，賺2.84億美元。
麥榮恩對該行上半年業績表現感高

興，不同業務及地區的表現均向正確
方向發展。他又表示，雖然歐洲業務
方面，尚未開始復甦，但他認為當地
業務未來將有良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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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被法庭宣告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社民連成員
「長毛」梁國雄，被指於2012至2016年擔任立法會
議員期間，收取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5萬元捐款，未
有向立法會申報，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初審的
區域法院法官，昨日以「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裁定相
關罪名不成立。香港法律界和各界均指，梁國雄收取
「黑金」行為成疑，如今法官令其甩身，導致法治不
彰；更開了壞先例，令日後有人可以利用立法會議員
申報制度的漏洞，私下收取「黑金」，替金主效力，
對立法會乃至香港法治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律政司
有必要就梁國雄案的裁決提出上訴，堵塞議員申報制
度的漏洞，確保立法會公正守法廉潔。

普通法雖有「寧縱勿枉」的判案傳統，但原則是要
合法合情合理，經得起法理情的考驗。本案的兩位當
事人梁國雄、黎智英公開承認「有收過錢及畀過
錢」，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梁國雄亦曾在立法會借新
聞自由話題，公然維護壹傳媒和黎智英，這也是鐵證
如山。梁國雄隱瞞收取黎智英捐款，明確存在利益衝
突，而且證據確鑿，眾人皆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審法官裁決時指出，作為本案
證人之一的社民連主席吳文遠，作供時表示涉案的25
萬元，從未用於梁國雄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工程
中，而是純粹用於社民連在新界東支部的經費，但吳
文遠的證供十分模糊，更未能提供任何文件證明款項
是用作社民連日常開支；法官亦質疑，如果黎智英要
捐款，大可直接透過其助理直接捐予社民連，無須再
經梁國雄捐予政黨。法官本身在其判詞內都認為，梁
國雄將黎智英25萬元「袋住先」有可疑，證人的證
供不可信；但最終卻以「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為理

由，放生梁國雄。這樣的判決，完全出乎公眾意料，
更難以釋除公眾疑慮。

根據現行法例規定，議員或候選人須申報其捐款來
源，但若果捐款人先捐款予議員或候選人的所屬政黨
或團體，再經有關政黨或團體將捐款轉撥予議員或候
選人，議員或候選人便只須申報捐款是來自其所屬政
黨或團體，公眾無從得知有關捐款真正來源。但本案
案情顯然不屬於這類情況。

本來，公眾寄望法庭對梁國雄案的判決，釐清議員
申報制度的不明朗之處，並作出公正及具阻嚇力的裁
決。可惜結果出人意表。梁國雄作為多屆立法會議
員，很清楚議員需要申報利益的細則，卻公然收取黎
智英捐款，明知故犯不作申報，然後又不受法律制
裁。有法律界人士質疑，如此判決，是否意味着日後
其他議員僅稱「代收」就可以不用申報；即使被揭發收
取利益，但只要和「自己友」夾好口供，連起碼的證明
文件都不需要，也可安然無事。此次法庭判決，非但未
能堵塞現時申報制度的漏洞，反而令漏洞更大，甚至令
申報制度形同虛設，收錢畀錢更加「無王管」。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屬於相當嚴重的罪行。因為
公職人員涉及處理敏感性事務，對處理利益問題應受
相當嚴格的法律約束，如此才能保障公平公正廉潔。
立法會議員作為公職人員，更是法律制定者，理所當
然應接受法律的管束，要求「比白紙更白」。本港已
有政府官員因遺漏申報利益，被判罪名成立入獄。為
防範議員申報制度變得可有可無，影響立法會的形象
和公信力，彰顯本港法治公平公正、一視同仁的原
則，律政司應盡快提出上訴，澄清本案有關疑點，切
實堵塞申報制度的漏洞。

放生「長毛」開壞先例 盡快上訴堵塞漏洞
警方昨日宣佈瓦解了多個本地網上詐騙集

團，總共破獲162宗網上購物詐騙案，拘捕
30人，涉款高達88萬元。網購可以提升交易
效率、便利購物，是如日方中的購物模式。
但本港在這方面發展相對遲緩，尤其消費者
教育和監管制度均顯不足，加上全球經營者
良莠不齊，有關監管機構必須有針對性地進
行立法規管，並加強宣傳引導，一方面促進
行業健康發展，另一方面保障消費者權益免
受損害。

近年涉及網上購物的投訴呈上升趨勢，過
去3年高達2,100多宗，今年首4個月有近
1,000宗，消費者受損的實際情況可能更嚴
重。以警方本次破獲的案件為例，騙徒假扮
賣家，當買家付款後便失去聯絡；他們亦會
假扮買家，以空頭支票與賣家交易。這些網
購騙案有幾個特點，一是受害人普遍年輕，
介乎17至21歲，顯示騙徒有意利用青少年涉
世未深、警惕性不足而對其下手；二是所賣
貨品多是稀缺性產品，例如演唱會門票及名
牌貨等，而並非常見的日用品；三是利用受
害人的貪念，聲稱低價代購，然後在收取訂
金後逃去無蹤。

針對騙徒的特點，其實只要堅守幾個原
則，就可以規避騙案。首先是要光顧大
型、正規的購物平台；其次是不要貪小便
宜購買價格明顯超低的產品；再次是多請教
身邊有網購經驗的人。買家尤其要察看網購
平台有否透明高效的投訴機制。因為根據內

地網購行業的經驗，凡是建立了有效的投訴
評價機制的平台，買家的點評會直接影響賣
家的排名和收入，加上設立專門的客服處理
客戶投訴，可令消費者在網上購物不會投訴
無門。

香港商店林立、購物方便，加上市場細
小，令電子商務發展相對遲緩，消費者網購
的意識近年才逐漸建立。相比之下，網購在
不少地方已經大行其道，去年中國內地網絡
零售交易總額達5.16萬億元人民幣，增長超
過26%，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美國
的調查則顯示96%的人會選擇在網上購物，
而且年紀越小比例越高。事實證明，網購只
要運用得當，將有利於消費者和社會整體利
益。

為保證本港網購業健康發展，監管部門有
必要出台具針對性的條例，規範網上商戶和
保障消費者權益。在這方面，內地早於2011
年已頒佈《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
理暫行辦法》，日本、韓國也設立了嚴格的
網絡監管制度，其目的都是為了營造安全的
網上購物環境。相較之下，本港在此領域的
監管制度建設嚴重滯後，不僅影響網購行業
發展，對消費者的保障更是欠缺，政府在這
方面實在責無旁貸。當局需要一方面加強宣
傳引導，協助網購行業建立誠信體系，讓消
費者懂得如何識別，以促進產業發展壯大；
另一方面強化立法監管，打擊不法分子利用
網購欺詐。

加強宣傳立法規管 保障網購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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