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打工皇帝不愛創業

每7港人有1個百萬富翁
股樓齊升首破100萬人 千萬富翁亦達6.8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

2017年股市樓市暢旺，帶動港人身家

上漲。有調查發現，去年本港百萬富

翁人數突破100萬，比2016年增長

14.8%或13萬人，至100.8萬人。按

此推算，即每7個港人中就有1個是

百萬富翁，扣除小孩子、學生哥之

外，幾乎滿街都是百萬富翁。而擁有

1,000萬元或以上流動資產的千萬富

翁則達6.8萬人，按年增加15%，當

中超過一半更是打工皇帝，憑薪酬收

入作為主要財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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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昨公佈「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
2017」，發現本港百萬富翁人數再度突

破，擁有100萬元（港元）或以上流動資產的
百萬富翁達100.8萬人，按年增加14.8%或13
萬人。

富翁人數按年增15%
而擁有1,000萬元或以上流動資產的千萬富
翁則有6.8萬人，較2016年同期上升15%或約
1萬人，流動資產的中位數為2,000萬元，按
年相若。千萬富翁的流動資產分佈主要在現金
及股市，分別佔財富36%及27%。
去年香港無論百萬富翁或千萬富翁均按年增
加15%，花旗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主管林智剛相
信，該增長與去年股市顯著上升有關。花旗看
好今年股市表現，上調今年恒指目標至34,000
點，估計樓市上半年向好，下半年會調整，全
年樓價升5%至6%，但由於受到加息及貿易戰
因素影響，今年市場較多不確定性。

鍾情投資股票買磚頭
投資方面，千萬富翁鍾情於投資股票及持有
基金，分別有87%和72%。2017年投資債券
的千萬富翁比2016年減少5個百分點至45%。
不少港人喜歡買磚頭保值，千萬富翁也不例
外，有84%持有物業，當中持有海外物業包括
內地則有39%。
調查又指，香港千萬富翁平均擁有3.2個物
業，而內地千萬富翁平均擁有3.7個物業。不
過，香港的千萬富翁就較偏好持有海外物業，
平均每人擁有1.3個，而內地富豪平均每人擁
有不足一個海外物業。林智剛估計，特別印花
稅影響了香港千萬富翁投資本地物業的意慾。
至於對樓市前景的看法，香港千萬富翁在過

去3年的看法有明顯轉變。2015年只有11%千
萬富翁看好未來一年樓市會上升，63%千萬富
翁看淡樓市；2017年有38%千萬富翁認為未
來一年樓市會上升，有40%則認為會下跌。林
智剛表示，雖然受訪的千萬富翁預期樓價上升
的比例增加，但這個比例仍然遠低於認為樓價
會上升的一般香港市民比例，可能是因為上車
盤及細單位的升幅相對較高；同時有相若比例
的千萬富翁預期樓價下跌，他們對樓價的看法
並沒出現一面倒的態勢。
花旗銀行於去年9月至11月委託香港大學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以電話訪問形式，隨機訪問
了4,139名香港居民，年齡介乎21歲至79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花旗最新的香
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首次加入香港千萬富豪與內
地富豪的比較，發現兩地的千萬富翁整體資產分
佈相若，當中超過七成的總資產都是投放在物
業。

內地千萬富翁營商致富
值得留意的是，兩地的千萬富翁主要財富來源

有明顯的分別。調查顯示，香港的千萬富翁主要
財富來源是來自薪酬收入，有55%，即大部分人
都是打工致富；只得20%的千萬富翁是以做生意
為主要財富來源。
相反，內地的千萬富翁有55%都是以做生意

為主要財富來源；其次是投資，有28%；以薪酬
收入為主要財富來源的僅得8%。花旗銀行零售

銀行業務主管林智剛表示，相信本地一眾打工致
富的打工皇帝，都是來自各行各業最頂尖表現的
一群。
更有趣的是，大部分內地千萬富翁現都是經營

生意，佔71%；而香港的千萬富翁只有21%是
經營生意，其餘都是打工。針對打工的千萬富
翁，問及有否於未來三年創業的打算，香港只有
4%千萬富翁表示有意創業，84%無意創業；內
地則有50%有意創業；21%無意創業。
被問到為何兩地打工的千萬富翁對創業的意慾

有明顯的差別，林智剛表示，「香港千萬富翁打
工到𠵱 家都一段時間，佢哋儲咗一筆錢，未必有
咁強（意慾去創業），內地市場比較大，好多發
展空間，所以內地千萬富翁的創業氣氛會較
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
玲）花旗報告又指，香港千萬
富翁的理想退休年齡為62歲，
估計退休後每月使費為3萬港
元；內地千萬富翁則希望57歲
退休，料每月使費為3.3萬元人
民幣。另外，17%香港富翁及
26%內地富翁在未來5年考慮移
民，香港富翁首選澳洲、英國
及加拿大；內地富翁則首選澳
洲、香港及加拿大。

最滿意港治安 最不滿教育
開心指數以10分為滿分計，

香港及內地千萬富翁分別平均

給予7.4分及8.4分。香港千萬
富翁最滿意香港治安良好，有
82%，其次是投資環境及醫療制
度，同樣有61%；但對社會福
利及居住環境的滿意度較低，
分別得38%和22%；對下一代
的教育制度滿意程度最低，只
得21%。
內地千萬富翁則最滿意內地

的居住環境，有88%。營商環
境及機遇，滿意度均有84%；
下一代的教育制度和社會福利
的滿意程度較低，分別錄66%
和65%；醫療制度的滿意程度
最低，只有58%。

港富翁較內地遲5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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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剛估計，特別印花稅影響了
香港千萬富翁投資本地物業的意
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有調查發現，去年本港百萬富翁
首次突破100萬人，即每7個港人中
就有1個是百萬富翁，幾乎滿街都是
百萬富翁。 資料圖片

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0.25厘，是聯儲局今年來首
次加息，並預料今年會再加息兩次，明年會再加息三
次。美國加息配合縮表、稅改等舉措，將持續吸引資金
回流。本港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美國「收水」加
速，本港資金外流，資產泡沫爆破的風險不斷累積。特
區政府須及早做好「防風」準備，並積極推動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保持本港經濟穩
健。

連同本次加息，美國由2015年開啟的加息周期已經
累計加息6次，但本港息率仍然紋風不動。這一方面是
因為過去10年歐美連番量化寬鬆，累計有1300億美元
流入本港；另一方面，內地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和滬港
通、深港通等一系列互聯互通措施，持續有「北水」流
入本港，本港資金充裕，跟隨美國加息的壓力暫時並不
大。

雖然本港銀行體系結餘大幅增加，但作為自由開放的
市場，資金亦可以迅速外流，資金的「潮漲潮落」只會
「遲到」但不會「缺席」。尤其要注意的是，美國本次
加息周期，是在縮減資產負債表、以稅改吸引資金回流
的大背景下，港美息差愈拉愈大，資金流出本港的規模
和速度不容低估。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再次示警，指
出利率正常化一定會發生，對於利息長期持續低水的預
期不妥當，市民借貸時必須做好風險管理。

觀乎過去幾個月，本港樓市高處未算高，400萬以下
的上車盤近乎絕跡，出現「盲搶樓」現象，不少市民和
投資者已對加息的效應麻木。昨日美聯儲加息之後，不

少地產界人士繼續派定心丸，認為「再加息兩次影響不
大、樓價無壓力」。然而，回顧過去多次加息周期，包
括1994年、1999年和2004年的加息周期，在周期之
初，市場對加息的影響並不太在乎，反應不大。但到了
中後期，加息的溢出效應逐漸顯現，資金外流、經濟增
長減慢、股市和樓市大幅下調接踵而至。「狼來了」的
故事揭示，當大家越是輕視風險的時候，「狼」就真的
會來。

本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貨幣匯率和利率必然跟隨
美元變動，但不代表政府束手無策，反而更要未雨綢
繆，做好防禦風險的措施。過去幾年，當局已通過降
低按揭成數、開徵額外印花稅(SSD)、 雙倍印花稅
(DSD)等措施，防範資產波動的風險蔓延至金融體系。
面對本港資產泡沫持續膨脹、美國加息步伐加速的形
勢，政府有必要積極考慮推出進一步的逆周期措施，
及早紓解資產泡沫，減輕市場一旦劇烈震盪而造成的
殺傷力。

無論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還是2008年的美國
次貸危機，祖國雄厚的經濟實力都是香港應對金融風波
的最強大、最可靠的後盾。在去年十九大和剛剛結束的
全國兩會上，中央多次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互利合作。中國已
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三
成，香港積極擁抱國家發展機遇，把自身經濟做大做
強，必定能更從容應對國際金融、經濟的波動。

美國「收水」加速 港須做足「防風」準備
今年世界盃將於6月中舉行，明愛展晴中

心昨日公佈的調查顯示，本港一成大專生有
賭波習慣，當中超過3成預計今屆世界盃投
注額高於500元，最高的達萬元以上。大專
生、年輕人沉迷賭博，容易荒廢學業，更可
能隨時陷入財困，影響與家人和朋友的關
係，甚至走上不歸路。政府要高度重視賭博
年輕化的問題，敦促馬會提供更多途徑和資
源，協助青少年戒賭，家長、學校亦要留心
有賭博問題的青少年，多加關心和引導，以
遏止賭博年輕化問題惡化。

自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年輕人賭波情
況日益嚴重。有社福機構近年接獲的16至
20歲賭波人士求助個案較10年前增加5
成，21至30歲則勁升4倍。大專生、年輕
人參與賭波人數明顯上升，主要是因為看
足球賽事是年輕人的興趣，加入賭博元素
增加刺激感，而賭波投注額不大、風險看
似不高，令年輕人有「小賭怡情、以小博
大」的錯覺，結果積賭成癮難以抽身，陷
入賭博深淵，有的負債數十萬乃至過百
萬，更有人疑因欠巨額賭債，無力償還而
跳樓，給自己和家庭造成不幸。

2018年世界盃將開鑼，為四年一度盛
事，熾熱的氣氛或會將賭波推上高峰，甚
至有些原本不賭波的年輕人，抱着一試無

妨、湊熱鬧的心態，與朋友夾份賭波。不
少戒賭機構均憂慮，賭波熱潮影響下，難
免令更多年輕人沾染賭癮，對年輕人身心
健康、家庭幸福、社會和諧都帶來不可低
估的負面效應。

年輕人是社會的未來，大專生更是將來
建設社會的棟樑，確保年輕人健康成長，
政府責無旁貸。當年政府允許馬會賭波合
法化，其中一個重要要求，就是要防止製
造病態賭徒。不少政黨、戒賭機構建議，
政府要提高合法賭博年齡到21歲；馬會應
控制個人戶口最高投注額，減少兒童及青
少年接觸賭波的機會；煙草商在銷售產品
上要貼上吸煙有害廣告，政府亦應要求馬
會在所有宣傳品中印有警告字眼，提醒賭
博人士切勿沉迷，並提供戒賭熱線；政
府、馬會須增加對預防沉迷賭博機構的資
助，並將資助恒常化，加強與相關團體合
作，推行活動以遏止賭博年輕化。有關建
議其實早已提出，政府應積極考慮，盡快
落實。

引導年輕人勿沉迷賭博，也少不了家
庭、學校的參與。教師、社工、家長若能
及早發現沾染賭癮的年輕人，循循善誘，
並幫助其尋求專業戒賭輔導，戒賭工作將
事半功倍。

多管齊下遏止賭博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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