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殷考玲）面對中美

貿易戰陰晴不定，香港

出口商會會長鮑潔鈞昨

出席活動時表示，貿易

戰對廠家已造成影響，

因為貿易戰的政策經常

改變，本港廠家無所適

從，所以在備存貨策略

上均傾向保守，當中訂

單已有即時影響，以製

造業為例，在採購原材

料方面也不敢大膽入

貨，因為一旦貿易環境

急速轉差，原材料存貨

會大量積存，導致資金

流轉減慢。

出口商會：廠家大削採購
因貿戰不敢多買原材料 防積壓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財政部
表示，中央政府透過香港金融
管理局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CMU）增發45億元（人
民幣，下同）國債，將於10
月10日進行投標，10月12日
交收。財政部委任交通銀行香
港分行作為發行及交存代理，
負責協助財政部辦理增發國債
招標事宜。
公告顯示，本次新增2020

國債本金總額為30億元，將
與原2020國債合併構成同一
系列。新增2023國債的本金
總額為15億元，將與原2023
國債合併構成同一系列。國債
面值50萬元，每項投標以50
萬元或其整數倍數為單位，價
格報價變動幅度為萬分之一
（0.01%），保留小數點後兩
個位數。
原2020國債為於2018年 7
月9日發行於2020年到期、年
利率為3.65%的33億元國債，
2023國債為同日發行於2023

年到期、年利率為3.80%的17
億元國債。
財政部9月底曾表示，將於

近日在香港發行30億美元主
權債券，同時財政部還將對7
月發行的人民幣國債進行續
發，發行金額 50 億元人民
幣。
另外，據路透社消息，中國

政府已任命12家投行負責安
排在香港發行美元主權債券，
其中包括中國銀行、高盛、德
意志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

12投行發新美元主權債券
這是10多年來中國第二次

發行美元主權債券。其他獲
得任命的投行包括交通銀
行、中金公司、摩根大通、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瑞穗證
券、渣打銀行、匯豐、及東
方匯理銀行。承銷商任命宣
佈內容顯示，10月9日將在香
港舉行一場固定收益投資者
說明會。

■財政部9
月 底 曾 表
示，將於近
日在香港發
行 30 億美
元 主 權 債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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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潔鈞（左一）指出，香港廠家大部分原材料均以美元結算，人民幣貶值有少許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攝

至於因貿易戰而減少採購的幅度，鮑潔鈞稱
不同行業所減少的幅度均有所不同，平均

由按年減少數十個百分點至三十個百分點，視乎
個別公司在美國的生意的佔比。他續稱，本港廠
家大部分原材料均以美元結算，即使在內地設
廠，因人民幣貶值而令如電費、包裝紙箱等成本
有所下降，只可以略為補貼，實質作用不大。

零售價暫未受加徵關稅影響
對於今年第四季的營商環境，鮑潔鈞表示早
前美國公佈向中國總值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
10%的關稅，明年有可能將關稅增加至25%，他
認為目前徵收10%關稅是過渡期，一旦明年開
始徵收25%關稅屬重稅，一定影響美國的消費

者。鮑潔鈞解釋，徵收10%關稅還可以因為近
期人民幣有所貶值而拉上補下，零售價暫時未受
到徵收關稅影響。

若關稅續加 價格勢上升
不過一旦明年開始徵收25%關稅，廠家的利

潤不足以彌補關稅支出，所以產品的零售價勢會
上升，從而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意慾。
鮑潔鈞又提到，香港的出口商或製造商，過

往只集中會加工的工序或代工生產，反過來看今
次貿易戰可加快香港廠家轉型研發自己的產品，
加強產品的獨特性，從而建立自家品牌。
他強調，即使無貿易戰本港廠家也需要積極

轉型，只不過今次貿易戰加速廠家轉型的速度，

因為長遠來說做加工或代工的生意，不足以維持
長遠經營。

貿戰加速廠家轉型及拓展
美國向中國產品徵稅，鮑潔鈞認為本港廠家

可藉此機會開拓歐美以外的市場，減少對歐美市
場的依賴。
對於港府就貿易戰給予廠家的協助，鮑潔鈞

稱政府有定期聽取商家的意見，在開發新市場
方面，政府推出的「BUD專項基金」，以協
助中小企業，包括初創企業拓展內地和東盟市
場，當中東盟有10個地區，每家企業累計資
助上限為100萬元。鮑潔鈞希望，「BUD專項
基金」日後可覆蓋到更多地區。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 基 點 報
道，恒大集團再次推出 52.8 億
港元3.5年期定期貸款。貸款分

為等額的 A 部分和 B 部分；A
部分用於在香港屯門買地，B
部分用於開發該地塊。屯門管
翠路上的該地塊作為貸款的抵
押品。該貸款到期一次性清
償，利率較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Hibor)加碼 250個基點，剩餘年
限2.73年。
光大銀行擔任該貸款的唯一牽

頭行兼簿記行。光大銀行在2月中
旬簽署並預付了貸款，但只有A部
分被完全提取。

恒大傳正尋求52.8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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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一站式醫療健康生態平
台平安好醫生（1833）昨宣佈，與Grab就成立
東南亞合資公司簽訂認購協定。該合資公司主
要將通過移動平台在東南亞從事一站式醫療健
康服務，包括線上醫療、消費型醫療、健康商
城以及健康管理與互動等服務。該合資公司註
冊資本為2,000萬美元，由平安好醫生控股。未
來，視合資公司的發展情況，雙方可以進一步
提供現金或有價資產的投資（約等價於1.2億美
元）。
Grab是東南亞領先的O2O平台，目前已經覆
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
南、緬甸和柬埔寨等8個國家的225個城市，提
供出行交通、飲食、購物配送和一體化電子錢包
（GrabPay）等服務。Grab將成為東南亞首家在
今年內收入達到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目前，
Grab平台上已經擁有710萬包括司機在內的個
人服務商。

Grab藉合作進入移動醫療
Grab首席執行官AnthonyTan表示，與平安好
醫生的合作邁出了該公司進入移動醫療領域的第
一步。平安好醫生作為移動醫療領域的行業領導
者，在中國建立了一個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
Grab致力於為東南亞的用戶提供便捷和廉價的

交通、食品配送和零售服務。同時，公司認為，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擁有高品質的、負擔得起的
醫療健康服務，如果能通過技術讓此成為現實，
這將有可能為人們的生活和整個社會帶來巨大變
化。
此次，平安好醫生和Grab成立的合資公司將

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通過將平安好醫生先進的
AI醫療科技與Grab在東南亞龐大的用戶基礎和
運營經驗相結合，能實現優勢互補，在東南亞提
供從線上醫療到健康管理的一站式醫療健康服
務，改善當地居民的醫療條件。同時，成立合資
公司將有利於平安好醫生拓展使用者基礎、擴大
國際服務網路以及整合區域資源，建立全球醫療
健康生態系統。合資公司未來也會積極探索與更
多合作夥伴共同開拓東南亞醫療市場。

東南亞醫療市場潛力巨大
據介紹，到2030年，擁有6.4億人口的東南亞

將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醫療保健市場潛力巨
大。同時，東南亞在醫療健康服務上面臨着嚴峻
的挑戰，許多國家缺乏足夠的醫療基礎設施，農
村與城市之間的地理差距導致就醫困難，醫療機
構的效率很低。例如在印尼，接近每5,000個人
中只有1名醫生，這遠低於高收入國家每1,000
人中就有三到四名醫生的比例。

平安好醫生夥Grab拓東南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內地
將於明年1月1日實施新版個人所得稅
法，屆時任何人在內地居住滿183天或
以上，就需要申報全球收入，包括境
內外收入、境外存款利息、股息和出
售物業等收入，均需按內地稅制評稅
或納稅，最高需繳四成半的重稅。有
會計界人士認為，若內地實施新稅法
後，期間若社會有太多聲音，可能會
重回舊制或提供更多稅務優惠。
按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包括港澳台在

內境外人士在內地住滿1年，且在內地有
收入，即需要申報全球收入，而在內地
無住所而又居住未滿1年者，僅須申報在
內地的收入，並不涉及境外收入。而在
新稅法下，不論任何人在內地是否有住
所，只要居住滿183天，便需申報全球
收入。

第6年起將按年獨立評稅
羅兵咸永道全球派遣服務中國南部主

管林燦燊昨表示，在現行稅務優惠下有
「5年豁免規定」，當中符合資格的境

外人士可享 5年豁免
期，但不少人關心5年
豁免期完結後，是否意
味第6年起需申報全球
收入，同時在往後需終
身申報，他指第6年起
將按年獨立評稅，評定
是否需全球徵稅，主要
視乎留境內天數決定稅
賦，同時日後會否保留
「5年豁免規定」仍是
未知之數。

建議大灣區港企交港稅率
至於是否可以清洗「5整年的納稅

人」身份，林燦燊指的確有方法，可
以在限期屆滿前重新計算豁免日期，
而按現行「90天豁免」稅務優惠下，
即個人在1月至10月，期間居住不超
過90日，然而目前仍然未知現有做法
能否套用至新稅法，加上實施上亦有
難度，主要因員工或難以說服公司在
10個月內只在內地留3個月。

羅兵咸永道香港稅務合夥人王曉彥
昨在另一個場合亦提出，建議林鄭施
政報告推出有利促進大灣區人流、物
流和資金流的稅務安排，帶動創新及
科技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稅方面，建
議對香港企業於大灣區的業務收入僅
按16.5%稅率徵稅，免收內地25%的企
業所得稅。個人稅方面，建議針對大
灣區內全職工作的香港居民，對其在
內地收入徵收不高於15%的內地個人
所得稅，或按條件提供扣稅額。

■■林燦燊指出現行稅務優惠下有林燦燊指出現行稅務優惠下有「「55年豁免規定年豁免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攝

羅兵咸：新稅法未必有5年豁免

貿發局下月日本作大型推廣

■貿發局昨在東京舉辦記者會，圖中為葉澤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為應對中美貿易
戰帶來的複雜經營環境，貿發局下月1日將於日本
東京舉辦「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大型推廣活動，
今次是貿發局繼2012年後，再度將於日本舉辦有
關活動。今年活動得到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
RO)、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SMRJ)、日本經濟

團體聯合會（Keidanren）、
日本工商聯會（JCCI）、東京
工商聯會（TCCI）以及日本
經濟同友會作為合辦單位。
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昨於

東京介紹活動詳情。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將於商貿論壇的開幕
環節上，發表主題演說，為其
首次以行政長官身份官式訪問
日本行程的重點活動。60多
位香港及日本的商界領袖，亦
將於主論壇及分論壇上，向日
本工商界講解香港作為國際商
業中心的優勢，並探討日本企
業如何利用香港的平台，拓展
海外市場。

日企憂欠拓海外經驗
為配合「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活動，貿發局

早前進行調研，訪問了近300家日本企業，了解
日本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在拓展海外市場時的
憂慮，以及他們對香港服務供應商的印象。有超
過七成的受訪企業憂慮，在拓展海外市場時缺乏
足夠的市場知識。缺乏資金（62%）以及貿易壁

壘（例如關稅及進口許可證等）（44%）亦是受
訪企業的普遍憂慮。
調查又發現，日本商界普遍了解香港作為國

際商業中心的多項主要優勢，包括中英雙語普
及、「一國兩制」、完善的基建以及自由開放的
貿易及投資政策。受訪日本企業對香港作為國際
專業服務中心，在英語流利程度、連接國際金融
及商業市場，以及稅務制度方面，都給予高度評
價。此外，大部分受訪者亦認同，香港地理位置
優越、便利營商、體制完善，具備作為亞洲區內
商業中心的條件。
葉澤恩指出，有超過四成的受訪日本企業，

因應香港與東盟地區去年簽署自由貿易協訂，而
有意增加利用香港的平台拓展海外業務，但調查
結果同時顯示，日本企業對「一帶一路」倡議，
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認知仍然有待加強。

約200人商貿代表團訪日
貿發局將於「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活動期間，率

領多個商貿代表團到訪日本。代表團涵蓋金融投
資、設計及創意產業、科技、專業服務，以及食
品行業，規模約200人。代表團成員將會參與「邁
向全球 首選香港」的一對一商貿配對環節，與有
共同合作意向的日本企業探討合作機會。

■傳恒大將屯門管翠路地塊作為貸
款的抵押品。

香港文匯報訊 世茂房地產
（0813）公佈，9月份合約銷售金
額為 205.0 億元（人民幣，下
同），單月同比增長101%；合約
銷售面積127.6萬平方米，同比增
長106.8%；當月平均銷售價格為
每平方米16,062元。2018年首九
個月的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
1,208.3億元，累計合約銷售面積
為約735.5萬平方米，較去年同期
分別上升76%及79%。首九個月

的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16,428
元。
另外，融信中國（3301）公
佈，集團9月份新增總合約銷售額
約73.63億元；新增合約建築面積
約38.20萬平方米；平均合約售價
約每平方米19,276元。2018年首
九個月，集團取得總合約銷售額
約822.14億元；總合約銷售面積
約378.43萬平方米；平均合約售
價約每平方米21,725元。

世房9月合約銷售205億增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