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動支付在香港經已流通一段時間，惟仍
未成為香港人主要的支付途徑，部分原因相
信與港人對於機構私隱外洩風險和網絡安全
的意識較高有關，加上港元流通性和認受性
及自動櫃員機普及等，以致付款方式仍以現
金、信用卡或八達通等為主。
事實上，有調查指，99%港人以現金為常

用支付渠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今年7月
曾發表首次 「AlipayHK智慧支付普及指
數」調查，結果顯示市民最常用的支付渠
道，仍以現金為榜首，有99%，手機支付則
只有20%。
該次調查結果，普及指

數為 53.9 (最高為 100)，
高於 50分界線，顯示

「智慧支付」概念在香港逐漸成形。

三成市民曾用手機支付
不過，約三成受訪市民曾使用手機支付，
14%表示打算應用，有55%受訪者認為交易
快捷方便。相反，有68%受訪者未有使用手
機支付，主因是不了解相關操作，以及55%
受訪者擔心有私隱外洩風險。
此外，調查又顯示，超過九成受訪零售商戶
提供非現金支付渠道，最常見渠道為信用卡簽
賬，有81%，其次為手機支付，有43%。有提
供手機支付的商戶主要為滿足顧客需求，佔
91%。不過，有六成受訪商戶則預計顧客

暫時對相關需求不高，故未有
提供手機支付。

國家發改委發佈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
於支持優質企業直接

融資進一步增強企業債券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通
知》，支援信用優良、經營穩健、對產業結構轉型升
級或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引領作用的優質企業發行企業
債券。
當中，主體信用等級達到AAA級別，同時以最近

一年或最近三年平均計算，資產總額達1,500億元人
民幣、營業收入達300億元人民幣、資產負債率不超
過85%的企業獲視作優質企業。

「穩」字當先 政策難大放鬆
市場認為，國家有指導政策放寬部分內房企業發

債，讓受困於資金緊絀的內房公司看見曙光。但是，
在「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的嚴厲定調下，短期內房地
產政策難現大放鬆。
發改委支持優質企業發行企業債並不是主要針對房

地產企業。發改委新聞發佈會正式回應：「按照中央
精神，目前只支持有關棚戶區改造、保障性住房、租
賃住房等領域的專案，並不支持商業地產專案。」事
實上，以往房地產企業發行企業債，募集資金的用途
主要屬於保障房專案。
不過，12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並未
提及去槓桿和地產方面，反映兩者並非目前主要矛
盾。會議對2019年的經濟工作目標的主基調仍然是
「穩」字當先，而當中「穩增長」的路徑具體來看為
放鬆地產、加大基建投入以及減稅。2019年主要任
務的安排，在突出改革開放的同時，淡化槓桿率以及
房地產方面的表述。
房地產實體市場經歷長時間調整後，相信行業估值

有望獲得重估。除產品具差異化的發展商外，可選擇
高質素土儲、信貸評級高、毛利率穩定、再融資風險
較低及預測 2019 年銷售不俗的股份如中海外
（00688.HK）、華潤置地(01109.HK)等。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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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內房銀根鬆綁勢受抑制抗流感 疫苗及醫保不可缺

將快踏入1月，又到冬季流感高
峰期。事實上，醫學界早已證
明，接種疫苗是預防季節性流感
及其併發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在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政府
亦帶頭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倡議
以先導計劃為小學學童提供免費
到校外展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提
高「疫苗資助計劃」資助額及擴
大合資格群組，由此可證疫苗接
種的可靠性及重要性。
回顧2017/18年度冬季流感共有
約600宗院舍、學校爆發流感疾病
個案，當中有七成三在幼稚園、
幼兒中心或小學發生。可是流感
不只可於幼童及長者等高危人士
引致嚴重疾病，成年人士亦要提
高警覺。在一般情況下，冬季流

感季節會在每年首三個月至四個
月出現，但市民最好應在前一年
的10月至12月接種流感疫苗，讓
人體有足夠時間產生抗體。因
此，建議年滿六個月或以上的人
士都要做好個人衛生及接種疫
苗，保障個人及家人的健康。當
然，有已知禁忌症，如蛋敏感或
患病人士，應先諮詢專業醫護人
員的意見。

警惕公立醫院「爆煲」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當疫

苗的抗原與流行病毒吻合，流感
疫苗對65歲以下健康人士提供的
保護效用可達70%至90%。一旦
流感症狀情況較嚴重時，患者有
機會需要入院接受治療。可是香

港公立醫院長期超負荷，一到流
感高峰季節更不時出現「爆煲」
情況。假如想獲得更適時治療，
可能就要向費用高昂的私家醫院
求診。幸好現時有部分醫療保險
計劃不只涵蓋私家醫院住院保
障，也提供每年一次的免費流感
疫苗注射，讓人可獲得雙重保
障，對抗季節性流感。
要達到最佳的保護率，我們當

然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並準備
適當的醫療保障，防患未然。
參考資料：衛生防護中心、

2018年施政報告
註：保險產品須受有關保單的

條款及細則約束
■AXA安盛董事總經理－

醫療及僱員福利業務許以敏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
護局發佈的《2017年中國普惠
金融指標分析報告》顯示，內
地電子支付普及率較高，截至
2017年年底，全中國使用電子

支付成年人比例為76.9%，農村地
區成年人使用比例亦達66.51%。
另外，《報告》指，內地非現金支付

業務量平穩增長，移動支付業務量繼續快速
增長。2017年，全中國辦理非現金支付業務
1,608.7億筆，金額3,759.9萬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28.59%及1.97%。

非現金支付次數增28.59%
此外，內地人均擁有6.6個銀行賬戶及
4.81張銀行卡。

對於只短暫停留內地一兩天的外
國人來說，不想申請移動電子支
付，而使用現金消費，就難免帶
來不便，隨時或受到店員不友善

對待。惟據人民
幣 管 理 條
例，內地商
家拒收人民幣

現金屬於違法行
為。
在內地如要辦理微

信支付和支付寶的賬號，
就需要一個內地手機號
碼，以及中國銀聯卡，同時

也需要當地銀行的賬戶，對短
暫停留的外國人來說，要辦理以

上手續未免過於繁複和不實用，所以用人
民幣消費是最快捷和簡單的方法。可是在內

地使用現金未必受到商戶歡迎，一方面除客人早
已習慣使用移動支付外，另一方面商戶又可準確
收賬，免除收到假幣及防止員工「穿櫃桶底」，
自然漸漸拒收現金，但此卻對短期旅客不太便利
了。

外國人支付認證難
不得不提的是，內地商戶如拒收現金，已屬
違法行為。因為中國人民銀行法有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幣。以人民
幣支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
的債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收。」
然而，內地電子支付急速發展是不爭事實，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數據，截至2017年12
月，內地使用手機支付用戶規模達到5.27億
人。當內地連街邊賣菜的大嬸，甚至乎乞丐也會
掛上一個支付二維碼的時候，移動支付的確已滲
透到內地百姓的生活之中。

百度地圖 離線任我行
內地人使用電子支付比例逾76%（另見稿），可見普及程度驚人。想在內地方便出
行，首先從搵路開始，百度地圖是內地人最常用的地圖手機 App，因為Google曾於
2010年退出內地市場，時隔8年才重返內地，並以Google Maps打頭陣，不過
由於時隔多年才回歸內地市場，在掌握內地地圖時可能不及百度地圖詳盡。
由於有主場之利，百度地圖在資料功能方面更為完善及詳盡，例如餐
廳、商店及公車站都有標示，再加上各地圖App不少得的規劃路線功能，
並且支援離線使用，幫忙用家大地任我行。

滴滴出行 叫車有預算
眾所周知，內地截計程車非常困難，即使滿街是空
車，也未必有一輛願意留下來接街客，主因大多數
司機是通過手機接單。故此，內地民眾亦早已習
慣利用手機App叫車，其中滴滴出行為最常用的
一個。用家設定上落車地點，程式可即時提供
車費及路線等基本資料，令身在異地的旅客更
有預算及安心。
而且，為進一步保障客戶，該App 9月時更

進行優化措施，把原本的「緊急求助」功能
升級為「一鍵報警」功能，司機需要進行安
全知識考核，通過後才能接單。

8684公交 鐵路12306 公交資訊齊
除計程車外，掌握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也
甚為重要， 8684公交是內地公共交通工具
的手機App，覆蓋內地逾400個城市，提供
公共交通工具路線、車費等資訊。該App同
時支援離線使用和路線規劃。
現今高鐵四通八達，要掌握官網火車票的售票
情況，鐵路12306就不得不提了。其支援語音購
票、無驗證碼全自動下單，同時提供機票、酒店預約
等功能。值得一提是，通過其選定車票之後，可以24小時無人
式掛機搶票，對於農曆新年節日旺季，火車票緊張的情況最有用。

大眾點評 美味不用等 吃喝有得睇
餐飲方面，最受內地民眾歡迎的手機App是大眾點評，其功能
類似香港的Openrice指南，可搜查出附近的餐廳。該App除有
消費者所寫的食評外，還有吃喝玩樂的景點介紹，功能多元
化。另一手機App美味不用等則可免卻排隊之苦，用家可以直
接在手機預約或者了解餐廳資訊，做到在家取號、到號提醒、
手機預約和智能點菜等功能。

微信支付 支付寶 普及如現金
要數到移動支付，在香港

頗多市民熟悉有微信支付和
支付寶，兩者在內地也是
最多人用的電子支付
工具，可謂是兩分天
下。該兩個App使
用範圍廣泛，例如
在微信支付點選
「錢包」就可以綁
定信用卡或存款戶
口，通過手機快
速完成交易付
款。
至於支付寶的
支付寶錢包，可
轉賬、付款、收
報和繳費等功
能。若在內地用
此兩個App，基
本上不帶現金
出門也不成問
題。

港珠澳大橋及高鐵等相繼開通，港人到內地出差或旅遊更加方便。不過，在手機當道的年

代，即使閣下人民幣在手，也不是最方便的支付選擇，主因內地手機電子支付工具盛行，部

分商店更是不收現金，故想在內地暢通無阻，怎能不入鄉隨俗。今期數據生活，就比較在

內地最常用的手機應用程式(App)，從移動電子支付、交通及餐飲到各大範疇，助你暢行

大江南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電子支付普及率 全國已近八成

拒收人民幣 內地屬違法

港人重私隱 99%畀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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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地圖
提供詳細地圖、標示餐
廳、商店和公車站等，
支援離線使用。

滴滴出行
預約車輛，提供設定
路線和「一鍵報警」
等功能。

8684公交
提供公共交通工具路
線、車費等資訊。

鐵路12306
支援語音購鐵路車
票、無驗證碼全自動
下單。

大眾點評
搜查附近的餐廳、提
供用家食評。

美味不用等
直接在手機預約或了
解餐廳座位資訊。

微信支付
綁定信用卡或存款
戶口快速付款。

支付寶
提供轉賬、付款
及收款等功能。

製表：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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