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啟德
頻誕地王，帶動區內新盤呎價屢破
頂，啟德天寰一個四房戶呎價突破4.1
萬元，貴絕九龍東住宅呎價。

建灝地產旗下啟德天寰昨透過招標
形式以4,879萬元售出天海匯第1座37
樓A室，單位實用面積1,190方呎，屬
四房標準戶，呎價達41,000元，除成

為啟德區內住宅最貴成交呎價外，
亦貴絕九龍東住宅呎價。
另一邊廂，空置稅生效前夕，豪

宅加快推盤。華懋集團銷售部總監
吳崇武表示，清水灣半島北安寧徑
2號銀景峯（見圖）3間洋房會以每
日招標截標形式推售，招標及截標
日期由7月25日至8月31日，價格
參考同區呎價成交，料呎價將創西
貢區新高。該3幢洋房全屬四房四
套，實用面積2,438方呎至2,981方
呎，並設雙層花園面積由4,528方
呎至6,547方呎。

銀景峯招標 挑戰西貢新高呎價
吳崇武續指，西貢碧沙路18號豪
宅盤料緊貼銀景峯推售，該項目共
有10幢洋房，正待批入伙紙；系內
屯門青發里琨崙料推新付款方法，
惟會看一看同區友好發展商的新付
款方法成效。他又稱，將軍澳海翩

滙尚餘5間獨立屋及2個複式單位，最
快下月以招標形式推售；元朗朗屏站
項目亦部署最快下月推售，薄扶林碧
荔道55號，最快第四季推售。

二手樓亦見破頂成交。一向是「夾
屋王」的鴨脷洲悅海華庭有中層戶成
交價創屋苑新高。

悅海華庭960萬沽創新高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悅海華庭2

座中層H室，實用605方呎（建築803
方呎），本月初以 960 萬元登記易
手，實呎 15,868 元 （ 建呎 11,955
元），成交價創屋苑新高。原業主早
於 1996 年底以 265.9 萬元（未補地
價）一手買入。青衣居屋青雅苑一個
3房戶以自由市場價640萬元易手，創
屋苑成交價新高。

青雅苑錄640萬成交
美聯物業何勇方表示，該單位為青

雅苑高層 05室，實用面積約 489 方
呎，3房間隔，原業主放盤近半年，新
近獲外區首置客斥640萬元於自由市場
承接，實用呎價約13,088元。買家心
儀屋苑鄰近交通便利，且高層景觀開
揚，睇樓2次即決定入市作自住。
資料顯示，原業主於1989年11月以
約29.6萬元購入上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鴻基地產旗
下北角海匯酒店(HOTEL VIC on the harbour )
剛於本周一開業，海匯酒店總經理高冠恩昨表
示，酒店目標客群為全球客戶，預計內地客佔一
半，東南亞客及歐美分別佔30%及20%，並相信
近期人民幣貶值不會影響內地客來香港旅遊消費
的意慾。
他指出，該酒店由雙子式大樓組成，共有671

間房，將分階段投入服務，西座約300多個酒店
房間率先推出，現已租出約80間房，東座最快
於8月底投入服務，預計至今年10月整間酒店出
租率達80%至90%。他表示，該酒店主攻日租酒
店，無意將部分酒店房間改作服務式住宅。

標準房日租1500元起
海匯酒店市場傳訊總監方綺君表示，該酒店主

攻個人遊旅客，酒店房間面積由約334至840方
呎，開業首三個月優惠價(至今年11月30日止)標
準房(334方呎)日租1,500元起，該酒店唯一一間
套房(840方呎)日租4,000至5,000元，並設最高
八折早鳥優惠。優惠期後標準房日租會調升至
1,800至2,000元，套房日租調升至5,000至8,000
元，但仍然有最高八折早鳥優惠。她又指，若顧
客成為該酒店會員，直接向該酒店預訂房間，可
獲額外折扣優惠，將比透過中介訂房更抵。

首設智能自助入住專櫃
他續稱，集團未來亦會將 HOTEL VIC 這個

新酒店品牌擴展至系內新建成的酒店。資料顯
示，新地於去年10月以50.6億元投得長沙灣海
傍商用地將興建一間酒店。
高冠恩表示配合該酒店走年輕人及時尚路線，

酒店會有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全天候提供客房服
務、即時查詢及預訂功能，並是供免費高速無線
上網，亦是全港首間設置自助入住專櫃的酒店，
住客抵埗酒店前進行網上入住登記，即可獲取二
維碼，帶同二維碼到入住專櫃進行簡單手續，即
可取得酒店房卡，免卻到前堂排隊登記的時間。
酒店有三家餐廳，24小時健身室及天際泳池設
施，並會與北角區內具地道風格的商店合作推出
「VIC Love 」計劃，增添酒店住客旅遊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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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匯酒店總經理高冠恩。 記者梁悅琴攝

天寰呎價破4.1萬 貴絕九龍東

內企海外違約債增 半年逾14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今年上半年內地企業債

違約頻發，中資企業境外債券違約也大幅增加。有統計顯示，截

至今年6月末，已有2家中資企業7隻海外債券出現違約，違約

規模約為21.5億美元（折合約143.8億元人民幣）遠超去年全年

的0.9億美元，為近十年最高。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最新報告表

示，中資企業境外債券收益率上行，令企業潛在違約風險上升。

未來一段時間，低評級房地產企業境外債券償付風險相對較高，

低評級城投平台境外債券或有違約風險。

今年以來中資企業海外發債成本明顯升
高，5月中資企業美元垃圾債收益率

曾升至2016年4月以來最高水平8.06%，而
地區其他美元債券收益率為7.4%。建設銀
行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中資企業境外
債券的主要投資者為中資機構，隨着國內
融資環境的收緊，中資機構對中資企業境
外債券的需求下滑。另一方面，美聯儲收
緊貨幣政策和國際資本流動，推動境外債
券利率上行。同時，近期國內市場出現的
違約潮輻射影響到境外市場，也導致中資
企業境外債券收益率明顯上升。

監管遏需求 增違約風險
建行認為，雖然近期人民幣匯率大幅貶
值，流動性充裕，但預計未來跨境資本流
動管理可能加強，仍將使中資機構對境外

債券的投資需求走弱，預計中資企業境外
債券收益率上行的趨勢難以改變。這將加
劇中資企業的境外融資成本，尤其對低評
級融資能力弱的企業更是雪上加霜，企業
的潛在違約風險增加。
據彭博統計，2018年中資企業境外債券全

年到期量676億美元，上半年累計發行904億
美元，淨融資額已達228億美元；明年的到期
量高達1,012億美元，較今年大幅增長50%，
中資企業的境外債券償付壓力大於今年。
建行認為，未來一段時間，低評級房地

產企業境外債券償付風險相對較高，低評
級城投平台境外債券或有違約風險。

房企境外債佔38% 違約或高危
統計顯示，今年內地房地產企業發行的境

外債券佔中資企業發行量的38%，同比大升

14個百分點，說明因內地對房地產市場的宏
觀調控政策影響，地產企業的貸款、非標、
股市、債券等境內融資渠道不暢，導致房企
資金鏈緊張，因此加大境外債券發行。建行
指，房企今年需償還277億美元境外債券，
明年償付320億美元，到期量增長15%，其
中，資質較差的BBB-級以下（投機級）房企
今明兩年到期佔比分別高達95%和81%。低
評級的房企同時遭遇境內外融資環境的收
緊，將可能使其違約風險加大。
此外，低評級城投平台企業今明兩年境

外債券的兌付壓力較大，今年到期約70億
美元，較上年大增153%，明年到期約108
億美元，較今年增長53%。報告指出，受
財政部新規等限制，今年低評級城投企業
境外發債難度明顯增加，如再疊加美元升
值未及時做匯率套保，或存在違約風險。

����'�	��2$���

����� ����� �����
����	���

���
������� ������������

������

������

������

������
�	���%��
�������

�	���%��
�������

B3 中 國 經 濟 / 地 產 新 聞 ■責任編輯：黃驍

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

20182018年年77月月191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人民幣匯率走弱導致A股持續萎
靡，滬綜指昨盤中衝高回落，最終收跌
0.39%，報2,787點，日線四連陰。深
成指報9,195點，跌89點，或0.97%，
創業板指報1,607點，跌13點，或
0.85%。兩市共成交3,374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前日放量近300億。
早市三大指數均開於紅盤，其中滬

綜指高開0.13%，開市後還一度震盪
向上，最多時約升0.7%。不過，當日
人民幣匯率承壓，非但中間價下調93
個基點，連續五日調貶，在岸、離岸
人民幣亦雙雙大幅走低。在此情況
下，A股明顯上衝發力，滬綜指維持
紅盤震盪，午後更是急轉直下，三大
股指插水翻綠，滬綜指失守2,800點。

長生生物三跌停 華大升轉跌
盤面上，全息技術、電信運營、人腦
工程、國產軟件、國產芯片、航天航空
等板塊領跌，約下挫2%；在線旅遊、
工藝商品、環保工程、電力、生態農
業、化肥、旅遊酒店板塊等逆市走強。
華大基因17日晚發佈公告稱，多

位公司高管計劃自公告之日起的6個
月內，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額累計
不低於3,000萬元。此前已連續遭遇
兩個跌停的華大基因，受增持計劃提
振，昨日盤中升近5%，之後回落，

收盤小幅下跌0.11%。
當日長生生物收穫第三個跌停盤，

據其公告，由於對有效期內所有批次
的凍乾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實施召
回，預計將減少公司2018年上半年
營業收入約2億元，淨利潤約1.4億
元。凍乾人用狂犬病疫苗停產，料將
減少下半年營業收入約5.4億元。

港股通剔除三類公司紓資金分流
滬深交易所決定，暫不將恒生綜合
指數新增納入可選範圍的外國公司、
合訂證券和同股不同權股票，納入港
股通股票範圍。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
略分析師高挺在其最新流動性觀察報
告中指，此次暫緩納入此三類公司入
滬港通標的，可緩解資金南下對A股
的分流。民生證券在研報中稱，雖然
當前主要指數和行業估值達到底部區
域，但是盈利質量表現，比過去的底
部更可觀。數據顯示，對比當前淨資
產收益率(ROE)與 2016年初滬綜指
2,638低點時主要指數ROE，除創業
板指與上證50指數低於2016年一季
度ROE以外，包括滬綜指、中小板
指、上證50等在內的指數，均不同
程度高於2016年初盈利質量水平，
因此當前的估值底，並非由於企業盈
利增速下降所致，更不能準確反映當
前企業盈利質量。

■上海綜
指昨日衝
高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 人行昨日公佈的中間價報
6.6914，較上一個交易日下調93點子，是
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調，且創逾11個月新
低。即期匯率亦繼續下挫，其中離岸CNH
跌逾300點子至6.75水平，在岸CNY跌逾
200點子至6.72水平，均是近一年新低。交
易員認為，短期內人民幣將持續承壓。
人行昨日公佈中間價後，CNH和CNY均

在早市略有反彈，其後震盪下挫。其中
CNH連續跌穿6.73、6.74和6.75關口，在
昨晚七時見6.7573的全日低位。CNY亦跌
至6.7水平，在下午四時半見6.7216的低
位。截至昨晚七時半，CNH和CNY分別見
6.7554和6.7201，較前一個交易日分別跌逾
300點子和200點子。
路透社引述交易員指出，根據目前定價

機制，人民幣匯率指數基本持穩，昨日匯
價走弱主因美指走強，後期若美指沒有像
樣的回調，人民幣將持續承壓。而由於銀
行間流動性寬鬆，長端掉期維持200-280的
區域震盪，受中美利差收窄預期壓制，長
端掉期料易跌難升。
「今天的全天購匯都不少，又有油盤，
加上自營和客盤都是加量買，離岸在岸的
套利因素，都推動美元/人民幣往上走。」
一中資行交易員稱，「結匯量不夠的話是
難以抑制美元價格往上的。」

人民幣在岸價跌破6.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舖
王」鄧成波及相關人士已收購衙前塱道3
至13號大華樓60份業權中的48份業權，
佔約八成業權，剛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
拍賣，以加快統一大廈業權。
但值得留意的是，該舊樓除鄧成波

外，另一財團金朝陽亦早已插旗，持有
10份業權約16%業權。這意味項目日後
強拍時，隨時會出現兩大財團「強拍
戰」。
項目建於1967年，樓齡已經51年，符
合八成強拍門檻。資料顯示，物業現為1
幢6層高商住物業，地下1至3樓為九龍
城博康護老院，另有商舖物業，共涉及
60份業權。據申請文件顯示，項目佔地
約7,030方呎，現時劃為「住宅(甲類)2」
用途，可以9倍地積比率發展，未來可建
商住樓面約63,270方呎，以350方呎計
算，大約可建約180伙。據申請人呈交的
測量師報告，項目未重建前估值約6億

元。
事實上，雖然強制拍賣場上罕有會出

現財團爭奪舊樓的場面，皆因財團會擔心
惡性競爭，影響其他舊樓的收購。但亦並
非從未出現「強拍戰」，過去上就至少有
5次，好像大坑麗星樓（即上林）2005年
強拍，最終歷72口價以17.1億元成交，
高出底價41%。2007年東半山肇輝臺6號
蘅軒強拍，嘉華亦在競爭下以3.58億元
投得，高底價26.1%。
2012年時，九建強拍香港仔田灣登豐

街1及3號舊樓時，遭到神秘財團加入競
投，雙方共競逐 34 口價，終搶高至
6,800萬元，較底價高出逾32%。由投資
者盧華及有關人士申請強拍令的上海街
58至60號舊樓，2014年8月強拍，最後
亦較底價高逾23.3%才能統一業權。其
餘還包括遠東發展石硤尾西洋菜北街
287及 289號，2010年強拍要高底價約
18%投得。

衙前塱道舊樓或爆「強拍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

鏘）近年本港洋房落成量持續減
少，然而今年上半年洋房成交卻
有遞增趨勢，美聯物業最新報告
指出，預計隨着高鐵通車效應、
新房策促使發展商推盤，料下半
年洋房交投價量齊升。美聯物業
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預計，
2,000 萬至 5,000 萬元的中價豪
宅，價格價全年料升17%跟隨大
市步伐，至於5,000萬元至1億元
以上的超級洋房，則有望升逾兩
成跑贏大市。

上半年逾億元成交史上次高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
指出，上半年逾1億元的一、二
手住宅交投錄86宗，是自1996
年有紀錄以來次高，僅次於
2016年下半年創出的88宗歷史

紀錄。同時，逾3,000萬元洋房
的交投表現亦甚為突出，今年
上半年註冊量已錄117宗，按半
年勁升50%，繼2012年上半年
（152宗）後再度突破100宗水
平。
不過回顧上半年整體全新盤數

量較預期少，扣除村屋及全幢買
賣，期內僅有5,752伙全新盤推
出，按年同期減少51.4%，創一
手銷售條例後新低。
雖然特首上月底突擊出招，

令發展商有機會加快推盤，惟
在今年逾2萬伙將推出的全新盤
中，預計只有336伙為洋房，僅
佔整體 1.6%，當中更只有 153
伙有較迫切的推售需要，未來
洋房供應未必會大增，在熾熱
需求的支持下，料支持洋房價
格續升。

美聯：超級洋房成交升逾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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