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中美貿
易戰持續，影響港口業務。由中央人民廣
播電台組織的「共享榮光．改革開放40周
年」港澳媒體聯合自駕採訪團一行30人，
近日跨越杭州灣跨海大橋，來到全球吞吐
量第一大港的寧波舟山港考察。寧波舟山
港股份公司董事會秘書蔣偉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港口的主要貨物
鐵礦石、鋁製品和礦的原材料等，都與貿
易戰內容相關。上半年吞吐量增幅已有所
放緩，下半年隨着貿易戰的深入，會對物
流中心和貨倉類物業帶來壓力，具體對港
口生產的影響還在研判當中。

上半年吞吐量增6.5%
今年1至6月份，寧波舟山港共完成貨物
吞吐量5.5億噸，同比增長6.5%；完成集
裝箱吞吐量1328.4萬標準箱，同比增長

7.3%。而2017年上半年，舟山港的貨物吞
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增長率分別為11.3%
和14.6%。
「儘管增幅相對減緩，但還是在一個正

常有序的軌道上進行。」蔣偉說，下半
年，隨着貿易戰的深入，會對物流中心和
貨倉類物業帶來壓力，具體對港口生產的
影響還在研判當中。目前，外部環境已發
生很大變化，公司密切關注當前的形勢，
制定出相關的措施。

力拓智慧港口 打造「無人碼頭」
據蔣偉介紹，目前舟山港向智慧港口方向

發展，現階段已實現集裝箱進口提取全程無
紙化，以往需要三個理貨員完成的理貨操作
工作量，現在只需一個人，大幅提升了提貨
效率和準確率。據透露，港口還將向上海港
學習，重點打造全自動無人碼頭。■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的工人正在卸集裝箱。 郭若溪 攝

貿戰開打 舟山港謀應對

長城資產引四戰投 募資121億
周禮耀：今年計劃處置1000億不良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昨宣佈，經國務院批准，擬引入全國社保基金等4家戰略投資者，募

資121.21億元（人民幣，下同）。總裁周禮耀表示下一步將擇機上

市，並透露，今年全年計劃新增出資1,200億元收購不良資產，計劃

處置不良資產1,000億元。

據悉，四家戰略投資者中，全國社會
保障基金理事會擬投資70億元，中

國再保險集團旗下的中國財產再保險公
司、以及中國大地財產保險擬分別出資
28億元和22億元，老股東中國人壽保險
（集團）公司按照現有持股比例，擬同
比例增資1.21億元。以上投資者資質還
需報經監管部門批准後生效。董事會秘
書史劍說，本次引戰投的定價，是基於
以2017年末淨資產為基數計算的平均淨
資產的1.2倍，高於兩家香港上市同業公
司當前的股價所對應的估值水平。史劍
表示，公司可能進一步融資，引入海外
戰略投資者。

社保基金投70億
周禮耀出席銀行業例行發佈會時表
示，此次募資的用途將用於補充資本
金，以有效支撐公司下一步業務發展。
他說，「股改—引戰—上市」是長城資
產既定的路線，長城資產將擇機啟動相
關工作，為上市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

下一步，長城資產將緊密關注國際及內
地資本市場的變動情況，積極尋求最為
有利的上市窗口，選擇最佳時機、最佳
上市地，啟動上市計劃。具體上市計劃
有待股東大會和監管部門的批准。
今年，長城資產計劃新增出資1,200億

元收購不良資產，處置不良資產1,000億
元。
具體上，一方面將啟動實施主要針對
上市公司的「戰略救助+產業升級」計
劃，以債權收購、債權投資等傳統不良
業務為切入點，通過股債聯動的運作模
式，主動策劃債務重組、資產重組和股
權重組，充分發揮資產公司的核心功
能。周禮耀說，今年以來長城資產積極
與相關上市公司對接，已經制定了10多
個上市公司債務重組方案。按照這一計
劃，公司全年將出資不少於100億元用於
圍繞不良資產主業的實質性併購重組。
下一步，將通過運作協助更多的上市公
司債務重組、剝離不良資產及業務轉
型，進一步優化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結構

及股權結構。
對於近期內地金融市場出現的流動性

壓力和違約風險，周禮耀表示，公司探
索在合規的前提下，以實質性重組的方
式化解問題資管產品的違約風險。

重點處理「問題資源」
「比如，最近長城資產對某證券公司
一款規模近11.69億元資管產品的標的債
權進行了重組，打折收購了該資管計劃
的4筆債權，幫助該上市公司和4家債務

企業進行資產重組，直接化解了4家債務
企業的債務危機，避免了因證券公司強
制平倉引發的上市公司危機，也保護了
資管計劃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下半
年，長城資產將繼續圍繞「問題資
源」，把資金重點配置到經濟資本消耗
低的不良資產收購和實質性重組業務。
今年前6個月，長城資產總計收購不良

資產1,006億元，其中金融不良資產761
億元；總計處置不良資產362億元，其中
金融不良資產260億元。

■長城資產管理經國務院批准引入4家戰略投資者，募資121.21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強勁
反彈數日後，周三A股疲態初顯，昨日進一步下
行，兩市主板小幅高開後即陷入弱勢。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2,882點，失守2,900點整數關口，
跌21點或0.74%；深成指報9,352點，跌111點
或 1.18%；創業板指報 1,606 點，跌 26 點或
1.61%。兩市共成交3,802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前日縮量171億元。
消息面上，IPO提速引發抽血擔憂。相關統計

顯示，過去三周連續保持每周5家的IPO審核頻
率，較此前的單周2至3家明顯擴容。
7月共計已有16家擬IPO企業上會（另有2家

取消審核），其中11家企業獲得通過，表明
IPO過會率又回升至約70%。
行業板塊中，高速公路升逾2%；公用事業、

港口水運、電力、環保、安防設備、石油等均漲
超1%。
保險板塊領跌兩市，下挫2%；估值較高的成

長股調整壓力偏大，前期反彈幅度較大的周期
股，如建築建材，鋼鐵股，銀行股近期表現相對
偏弱。
另一方面，低價 + 超跌個股交投相當活躍，
多隻低價股強勢漲停。長生生物改名ST長生，
開市後即下跌5%，跌停至收市，全日成交126.4
萬元。

三大指數齊跌
滬股失守29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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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內地貨幣政策趨於寬鬆，國務院常
務會議強調，將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
模和流動性合理充裕。不過，高力國際
中國區資本市場及投資服務執行董事汪
蓓預計，考慮到樓市宏觀調控不會放
鬆，房企很難從中直接受益。
汪蓓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說，即便

貨幣政策趨於寬鬆，釋放的流動性也不
見得會到房地產市場。

「過去在政府沒有調控樓市之時，一
旦有流動性，樓市的確最得利，但現在
樓市遭到嚴厲監管，導致貨幣流向房地
產的可能性大幅降低，」汪蓓說，尤其
現在政府調控樓市決心很大，幾乎不可
能在實行寬鬆貨幣的同時，忘記堵上流
向房地產的口子。

「基建助房地產」不再是定律
論及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國務

院常務會議並要求對接發展和民生需
要，推進建設和儲備一批重大項目。
汪蓓認為，軌道交通、配套設施完

善等基建，對房地產發展鐵定有幫
助，但這亦只能說是間接影響到房
企，「關鍵現在宏觀調控那麼緊，房
企又能獲得多少利？政府花大價錢建
地鐵，卻令房企得益的事情，似乎不
會在現在發生。」
她進一步預計，由於融資困難、銷售

回款慢，下半年房企拿地依然較為困
難，土地市場將維持低位，開發商之間
可能傾向於採取合作模式。

滬上半年物業整售交投旺
據高力國際當日發佈的《2018年上海
上半年物業市場回顧與展望》，2018年
上半年上海投資物業市場交投活躍，期
間共錄得33宗整售交易，累計成交金
額為449億元人民幣。

高力國際：貨幣寬鬆難惠及房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社交電商「拼

多多」於7月26日正式登陸納斯達克，每股發行價為19美
元，按照接近5.82億股的股票期權計算，其市值將超240
億美元，約合1,624億元人民幣。據悉，拼多多從成立到
上市僅三年時間，但其APP滲透率已打破內地原有電商排
位格局，僅次於淘寶，超越京東，成為排名第二大綜合電
商平台。據拼多多招股書披露，公司在2017年的網站成
交金額為1,412億元（人民幣，下同），訂單總數達43
億，客單價為32.8元。截至今年一季度，網站成交金額達
662億元，訂單總數為17億。另外，拼多多營收增長快
速，2017年達到17.4億元，同比增245%；今年一季度營
收為13.8億元，同比增36.4倍。
相較於電商巨頭淘寶和京東，成立於2015年的拼多
多走的是一種低價產品路線，且採取的是拼單購買模
式，用戶經常可以在上面以極低的價格買到商品，比如
20元以內的衣褲鞋襪，10元以內的蔬果食品，甚至有
不少的1元商品。
憑藉親民的價格，拼多多很快吸引到大量用戶，從極光
大數據顯示，目前拼多多APP的月活躍用戶數已經超過
1.68億，僅次於淘寶和京東，成為第三大電商平台。另從
滲透率看，截至今年3月份，拼多多應用端的滲透率達到
22.4%，僅次於手機淘寶，但高於手機京東的22.3%，應
用端在滲透率上已經超越京東，成第二大綜合電商平台。

「拼多多」上市 估值1624億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指，中國央行為了支持信貸，
將放鬆一項資本規定，正預調微調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
評估政策(MPA)，對金融周期進行逆周期調節，以減輕
貿易戰給經濟帶來的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稱，中國央行已初步決定下調MPA
結構性參數α和信貸順周期貢獻度參數β，適度放寬對
銀行的考核要求，配合此前二季度已窗口指導鼓勵銀行
放貸的政策導向，以支持銀行滿足有效信貸需求。部分
銀行周三收到央行下發的通知稱，下調MPA中的「結構
性參數」，初步定為下調0.5個點左右。此舉是為支持地
方法人金融機構滿足有效信貸需求。分析師表示，規模
較小的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將成為此次調整的受益者。
路透社引述華寶信託駐上海經濟學家聶文說，去槓桿
實施以來，MPA考核一直是比較關鍵的監管手段，「如
果降低0.5個點，考核壓力將大幅度減輕，銀行放貸的沖
動會是比較強的。」中信證券固定收益研究主管明明亦
表示此舉可以提高政策傳導效率，促進貸款成長。

傳央行放鬆MPA考核

■宮陳晶
每天都在
精心餵養
着養殖場
120 多頭
肉牛。
馬琳 攝

農行推「兩權」抵押貸 盤活農民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在貴州省盤州市大山鎮，55歲的農
戶宮陳晶正在養殖場中忙碌地照料着
120多頭肉牛。
「能結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到家鄉

生活，真的要感謝『兩權抵押』盤活了
我們的土地，讓村裡合作社能辦起這個
養殖場。」
看着自己養殖的肉牛長勢喜人，宮陳

晶很滿意目前的生活。「現在我不需要
去城裡打工，每個月還有3,000多元
（人民幣，下同）的工資收入，每年土
地流轉的租金還有3,000多元，真的是
脫貧了。」
大山鎮位於盤州市南部的丘陵地帶，

蜿蜒的山地讓這裡發展農業非常困難，
農民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去外地打
工。
這兩年，通過土地流轉，大山鎮不少

的農業合作社將分散在各農戶手中的土
地集中起來，在銀行信貸的支持下，發
展起適合當地開展的養殖、中藥種植等

產業，不僅創造了就業崗位也增加了農
戶的收入。宮陳晶就是受益者之一。

「循環經濟」促農戶增收
宮陳晶工作的養殖場是由大山鎮大地

頭合作社牽頭創辦的。該合作社理事長徐
文勇表示，去年8月通過土地流轉集中了
34戶農戶的土地辦起了養殖場，目前一
年能有40萬元的利潤。開辦養牛場主要
是探索循環經濟，將牛糞烘乾處理，為村
裡種植的中藥材黃精提供肥料。
「養牛、中藥種植、土地承包費用、

農忙招工……這些新產業以後每年可以
為貧困戶增收2萬元以上。」

兩權「抵押」每戶批貸10萬
而大山鎮大地頭合作社能夠開辦起多

種產業，得益於農業銀行在金融扶貧方
面的創新探索。農行盤州市支行行長肖
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年來，以
「兩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與農民
住房財產權）抵押、引入中國保險扶貧

基金等模式，農行不斷在「三農」領域
加大信貸投放力度，支持農村精準脫
貧。以上述養殖場為例，通過「兩權」
抵押，銀行與合作社社員簽訂了貸款合

同，每戶批貸10萬元，共貸款340萬
元，幫助他們發展起養牛場。其中，17
家貧困戶對應的3年期貸款農業銀行只
收取基準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