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A協會重申支持同股同權

平安好醫生首日認購熱爆
券商借出孖展900億 息率升至2.8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中國平安 (2318)分拆的平安健康

醫療科技 (1833) (又稱「平安好醫

生」)昨起招股，券商首日已為該

股借出900億元孖展額，相當其

公開發售部分超購逾150倍，僅

次於去年大熱的閱文集團 (0772)

首日孖展（逾 1,134.3 億元）反

應。雖有券商和銀行推出1.5%低

息孖展優惠，但由於反應熱烈，

平安好醫生的孖展息率已抽升至

2.88%的今年最高。加上本港拆

息連日上升，業內提醒，該股的

孖展息可能會再升，建議投資者

留意未來數天的息口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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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匯回穩 1個月拆息升穿1厘
港元拆息昨全面上升
到期日

隔夜

1周

2周

1月

2月

3月

6月

12月

拆息(厘)

0.15000

0.50589

0.93071

1.04714

1.24929

1.38464

1.66464

2.17286

上周五拆息(厘)

0.14786

0.42893

0.76179

0.97464

1.21500

1.36036

1.64714

2.15964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年度業績撮要

項目

總收入

毛利

稅前盈利

股東利潤

註：截至12月31日止，資料來源：招股章程

金額(億元人民幣)

2015

2.787

1.108

-3.237

-3.237

2016

6.015

2.536

-7.582

-7.582

2017

18.68

6.121

-10.012

-10.0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經過金管
局13度入市，共承接逾513億港元沽盤
後，港匯回穩，昨日港匯最低見7.8455，最
高見7.8415，截至傍晚6：23，報7.8439。
不過，本港銀行的同業拆息仍然向上，昨
日各個到期日的同業拆息全面上升，其中1
個月期拆息升穿1厘，報1.04714厘，為1

月初來最高。

月結兼新股凍資 憂資金趨緊
在金管局13度入市承接513.31億港元沽

盤後，港匯連日回穩，走資情況亦暫停，
上周五至今未見金管局再入市承接港元沽
盤。據彭博報價顯示，港匯昨日高見
7.8415，是1個月以來最高。不過拆息繼續
全線上升，銀行公會數據顯示，與供樓按
息相關的1個月期拆息升穿1厘，報1.04714
厘，較上日高出7.25點子，是超過3個月以
來最高。
華僑銀行經濟師謝棟銘及李若凡昨發表

報告指出，自4月12日以來，金管局頻繁
接手港元沽盤，使銀行業總結餘下降至
1,285億港元。由於總結餘在短短一星期內
減少了30%，且本周將迎來月結效應及平
安好醫生招股活動，市場對資金趨緊的擔
憂升溫。因此，從上周四開始，看空港元
的投資者提前獲利離場，最終帶動美元兌
港元從7.85下滑至一個月低位7.8441。該行

預期在月末之前，美元兌港元將穩定在7.85
以下水平，金管局也將暫時喘息不用入
市。

料走資持續港匯弱 拆息仍升
不過，該行認為，月末過後，美元兌港

元可能再度上試7.85，並迫使金管局重新出
手。但料直至6月左右，期間會出現的情
況：1)總結餘進一步減少；2)上市公司集中
派息；3) 潛在大型新股上市計劃，如小
米、螞蟻金服及聖盃公司；4) 季結效應；
以及5) 美聯儲大概率6月加息。這些因素皆
可能為港元拆息增添上行壓力，致港美息
差收窄，從而使套利交易者更趨謹慎。屆
時，港元可能再度反彈。
該行預計，年中之前總結餘將逐漸下

降，最終站穩在800億至1,000億港元的水
平。然而，在全球央行同步收緊政策，促
使資金快速外流，從而關閉港美拆息缺口
之前，該行認為港元反彈至7.75至7.80區
間的機會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新股市場
回復熱鬧，香港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供
應商威誠國際(8107)宣佈昨起至本周四
(26日)公開招股，發行2.5億股，招股價
介乎0.2元至0.24元，集資最多6,000萬
元；一手1萬股，入場費2,424.18元。該
股將於下月4日於創業板掛牌，智富融資
為獨家保薦人。而昨日掛牌的寶申控股
(8151)每手賬面賺150元。
據威誠國際招股書顯示，集團將會以

集資額的53.9%用於設立新的陳列室；
16.8%用於償還銀行貸款；10.3%用於鞏

固現有客戶關係及開拓新客戶；撥付一
般營運資金所需10%；加強設計及開發
能力以開發新設計系列6.7%；提升質量
控制過程2.3%。

今年增2新客 添收1700萬
威誠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高文灝昨日於

記者會表示，威誠國際去年逾9成收入來
自德國，不過集團將拓展新市場，去年已
增加來自法國及香港的客戶，今年再增加
2名奧地利客戶，而新客戶則為集團帶來
1,700萬元收入。集團財務總監兼執行董
事鍾嘉榮補充指，集團今年來手頭客戶訂
單總額達6,600萬元，當中已落實的實際
銷售訂單為730萬元，按年增加78%。

寶申首掛升6% 每手賺150元
其他新股方面，安徽省大型白色家電塑

料及鋼材部件加工商寶申控股昨日於創業
板掛牌，該股開市報0.45元，股價持續攀
升，最高報0.53元，不過受市場沽壓影
響，股價其後偏軟，最低報0.435元，全
日收報0.51元，較上市價0.48元高0.03元
或6.25%。總成交量1.24億股，成交金額
5,990萬元；不計手續費，每手賺150元。

威誠招股 2424元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港匯持續
偏弱，本港銀行同業拆息連日上升，中
銀香港(2388)副總裁龔楊恩慈昨認為，港
匯弱與港美息出現折讓有關，相信美國
聯儲局6月加息機會已超過9成，未來拆
息向上會是大趨勢，但存款利率上升壓
力不大， 因銀行結餘仍然相當充裕，最
優惠利率(P)於下半年有機會上升，實際
時間需視乎資金流走速度及美國加息情
況而定，相信利率上升將有利銀行的淨
息差擴闊。
她又指，樓價去年至今年以來升幅不

俗，主要由於經濟向好、利率低企及樓

宇供應少等因素所致，但隨着今年地緣
政治風險及其他不確定性增加、樓宇供
應增加，以及利率上升，相信利好樓市
的因素將會弱化。

科學園分行開幕 試業吸客勁
另外，中銀於科學園的銀行服務中心
昨正式開幕，透過新型的智能服務，為
初創及創科企業提供銀行服務。龔楊恩
慈表示，該服務中心自試業數月以來，
客戶人數都有倍數增長，但主要是基數
低效應。她強調，此分行較特別，沒有
銷售指標，主要是希望能融入社區，亦
設立了「創科營銷顧問團隊」及24小時
批核的「創科貸款」，為創科企業提供
服務及配合融資需要。

中銀：下半年有機會加P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
（0388）今日公佈「同股不同權」第二
輪諮詢結果，CFA協會昨發表報告，重
申支持同股同權的立場，並指亞太區
60%專業投資者均沒有投資「不同權」公
司的經驗；若香港引入「同股不同
權」，該會呼籲業界採取投資者保障措
施，包括要推廣普及的投資者教育。
CFA協會最新意見調查結果指出，該
會重申支持同股同權原則，並認為此原
則是奠定良好公司管治標準的基石。但
該會理解區內交易所在全球IPO業務競
爭中，需要保持優勢及競爭力，但提醒
引入「同股不同權」架構，將讓某些股
東獲得與其持股比例不一致的控制權及
投票權，從而削弱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
制衡機制。

防出現濫用公司資源等行為
CFA協會亞太區行業倡導部總監梁家

恩表示，倘交易所容許將「同股不同
權」架構引入，業界必須建立相關保障
投資者權益的措施，以防止持份者因公
司人員假公濟私，或其他濫用公司資源
等行為而受到損害。
該會提出，同股不同權的公司，應該分
開主席和行政總裁職位、任命獨立主席、
大部分董事會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訂立「日落條款」，在3至5年內，自動
將「超級投票權」轉為一般投票權。

另外，訂明在發生股權轉讓或出售時，
「超級投票權」將自動轉為一般投票權。
將投票權差異上限下調至2比1或最多3比
1的比例。收購要約或關聯交易等重要決
策均須以「同股同權」的方式決定。

逾半受訪者反對不同權架構
該會的調查發現，大多數亞太區投資

者對「同股不同權」了解甚少，在3月份
的一項調查訪問了亞太區的投資專業人
士，當中60%受訪者並沒有任何投資此
類公司的經驗，反映出教育投資者及公
眾相關知識的迫切性。
此外，有53%受訪者反對引入「同股

不同權」架構，47%則贊成此舉。然而，
不論受訪者的立場如何，97%的受訪者均
認為，配合同股不同權架構的落實，業
界有必要制定額外的保障機制。

超90%指應設有期限日落條款
超過90%的受訪者認為，應制定強制

性公司管治措施，以及訂立設有期限及
事件觸發點的日落條款，包括將10年內
將擁有超級投票權的股份，自動轉換為
普通股份。當中有63%的受訪者認為，
最佳的投票權差異上限為2比1。
受訪者普遍認為，引入「同股不同

權」上市公司，可帶來更多商機，47%的
意見認為可以提升交易所對IPO發行人
的吸引力。

平安好醫生昨首日招股反應熱烈，券商
錄得不俗的孖展認購數目。當中耀才

證券 (1428)暫時為該股借出350億元；海通
借出150億元；光大新鴻基借出150億元；
輝立借出116億元；信誠借出110億元。不
過本港早前走資逾513億港元，銀行結餘減
少至1,300億元以下，本港的同業拆息已經
連日上升，券商的孖展息口亦有抽升的跡
象，耀才證券目前認購該股的孖展息口為
2.88%；輝立證券認購10萬股以下的息率為
2.88%，為今年新高新股孖展息。
去年10月有42萬股民捧場的大熱新股閱
文集團，當時9間券商於其招股首日共借出
逾1,134.3億元孖展，相當於其公開認購部
分金額（8.33億元）超額認購近136倍。

耀才：反應更勝去年新經濟股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昨表示，平安

好醫生首日的認購反應較去年的新經濟股
更踴躍，昨為該股借出350億元孖展，頭槌
飛50張。他又指該股不會受下月在港上市
的小米影響，該股於熱烈的認購反應下，
料有500倍超額認購。他續指，若想增加抽
中機會，可認購3萬股以上 (即300手)。據
耀才於官網資料透露，認購該股的孖展息
口為2.88%，若以九成半貸款認購，7天利
息約871元；九成貸款認購，利息約825
元。

銀行搶客 中銀孖展息低至1.5%
至於銀行方面，中銀香港 (2388)提供該股

的孖展貸款優惠，年利率低至1.5%。額度
有限，先到先得；大新銀行50萬元至500
萬元的孖展貸款，可享有低至1.75%的優
惠。
據招股書透露，是次招股將發售約1.6億

股，當中1,040.62萬股或6.5%在香港公開
發售、餘下則為國際發售。招股價介乎50.8
元至54.8元，每手100股，入場費約5,535
元。預計集資總額約83億元，集資所得主
要擴展業務、進行潛在投資及收購、研發
技術及招聘人手及作營運資金。該股共7名
基礎投資者，包括新加坡主權基金新加坡
政府投資公司 (GIC)、美國資產管理公司貝
萊德、馬來西亞國家主權基金國庫控股、
加拿大養老金投資公司、瑞士再保險、資
本集團及泰國正大集團。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董事長、執行董事兼

首席執行官王濤上周於記者會表示，公司
擁有「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獨有商業模
式，令公司可降低醫療成本，增加其市場
競爭優勢。另公司未來會擴大用戶群、提
高用戶參與度及改良技術等，改善業務不
同層面，持續行內的領先地位。

去年新經濟股認購及掛牌表現
新股

閱文 (0772)

眾安 (6060)

易鑫 (2858)

雷蛇 (1337)

製表：記者 張美婷

孖展息口

0.78%-2.9%

1%-1.88%

1.68- 2.8%

2%-2.8%

超購倍數

620倍

400倍

560倍

290倍

掛牌首日
升幅

↑86%

↑9%

↑5.4%

↑18%

■中銀於科學園的銀行服務中心昨正式開幕。左
一為中銀香港副總裁龔楊恩慈。 莊程敏 攝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昨起招股。左起：首席財務官欣榮，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
官王濤，董事總經理范寅。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聯控8股東轉換8.8億股內資股

■威誠國際昨起招股。左為財務總監及執
行董事鍾嘉榮，右為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高文灝。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中美科
技戰憂慮未除，加上本港拆息再升、
「北水」撤走，都不利投資氣氛。在昨
日大市下跌股份超過1,000隻情況下，科
技股繼續捱沽，恒指最多跌過234點，但
尾市見港匯回升至1個月高位，大市跌幅
收窄至163點，報30,254點，成交進一步
縮減至888億元，是兩個多月的低位。
「港股通」共錄得20億元的淨沽出，科
技及手機股沽壓較大。
首隻H股「全流通」試點股聯想控股
(3396)曾一度升過8.2%，但高位回吐壓力
大，收市只升1%報25.15元，同系的聯想
(0992)更曾跌過5.5%，收跌0.53%報3.77
元。聯想控股昨晚公佈，中證監批准公司
參與H股全流通試點項目的申請，公司8
名現有內資股股東授權公司代為將持有的
合計不超過8.8億股內資股轉換成可在聯
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的H股，轉換後佔公
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37.35%。公告又指，
本次轉換後，公司的股份結構，內資股及
H股分別佔比為46.02%及53.98%。

中興事件困擾科技股
科技股沽壓重，騰訊(0700)失守 400

元，收報394元，跌1.55%。傳iPhone X
即將停產，加上擔心中興(0763)及華為等
手機的銷售，受美國制裁打擊，舜宇

(2382)跌 6.88%，是跌幅最大藍籌，瑞聲
(2018)則連跌9日，昨日再跌1.9%，收報
119元。德銀發表報告表示，由於蘋果公
司削減旗下iPhone訂單、中國智能手機
商去庫存、美匯貶值損害毛利下，相信
部分上市的智能手機部件生產商，業績
會出現倒退。

德銀降瑞聲目標價
德銀又指，智能手機及個人電腦的主

要晶片、射頻元件及操作平台等技術，
主要由美國企業掌握；部件、聲學及光
學部件由大中華企業掌握；顯示屏、記
憶體及被動元件被日韓企業所掌握。額
外開徵關稅會累及全球終端需求，亦不
利中美兩國供應商。德銀對瑞聲的目標
價，由原來180元下調至160元，維持
「買入」評級；該行同時下調多家台資
蘋果概念股的目標價。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美

國對中興作出如此重罰，自然令人聯想
到與貿易戰有關。按現時情況，中興仍
可作出上訴，但短期內難有結果，亦即
意味着中興的發展將受到重大打擊，更
甚者可能影響全球5G的推進。事實上，
中興是內地第二大、全球第四大的電訊
設備商，一旦退出對全球電訊業發展影
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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