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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逼二萬九 成交近千七億
貿易談判有實質性進展 中資金融股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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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結束，
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體表示，由

於雙方將就重要結構性問題取得實質進
展，美方將推遲在3月1日加徵關稅的
期限，另有指希望與中國達成一項對中
美兩國都有利的貿易協議，如果協商進
展順利，可能會在接下來的一兩周有非
常重大的消息，有市場人士預期有關消
息將是雙方在非關稅壁壘、匯率等方面
的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A股成交破萬億 券商股爆升
受消息帶動，內地A股昨錄得破萬億
元人民幣成交，投資氣氛熱烈，連帶相
關的港股亦落鑊熱炒，其中券商股爆
升，包括中州證券（1375）昨收報2.95
元，升25.5%；東方證券（3958）昨收

報7.74元，升12%；中國銀河（6881）
昨收報 5.94元，升 10.2%；光大證券
（6178）昨收報9.36元，升10.1%；廣
發証券（1776）昨收報 14.02 元，升
8.3%；中信建投証券（6066）昨收報
7.9元，升6.9%；海通證券（6837）昨
收報11.26元，升5.2%。
其他板塊方面，中資金融及內險股亦

備受追捧。銀行股方面，中行（3988）
昨 收 報 3.74 元 ， 升 3.6% ； 工 行
（1398）昨收報6.16元，上升3.2%；
建行（0939）收報7.14元，升2.9%。
保險股方面，新華保險（1336）昨收報
39.75元，升7.7%；中國人壽（2628）
昨 收 報 22.65 元 ， 升 6.8% ； 平 保
（2318）昨收報84.1元，上升5.1%；
財 險 （2328） 昨 收 報 9.89 元 ， 升

4.9%；中國太平（0966）昨收報26.25
元，升4.8%。

創科實業染藍升6.6%
至於重磅股方面，表現個別發展，其

中匯控（0005）昨收報 64.2 元，跌
0.31%；友邦（1299）昨收報76.6元，
升0.07%；港交所（0388）昨收報273.8
元，升2.62%。
另外，恒指公司上周五宣佈季度檢討

結果，被剔出藍籌股的華潤電力
（0836）昨收報14.88元，跌近5%，而
獲納入藍籌股的創科實業（0669）昨收
報50.75元，升6.6%。
智易東方證券行政總裁藺常念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中美貿易談判進展
良好消息帶動，一直以來表現落後的內地

A股昨反彈，同時帶動近期表現波動的港
股急升。他預期，在未來1個月的短期目
標內，恒指有望重返3萬大關，上證指數
短期內有望升至3,000點。

藺常念料券商股續反彈
個別板塊方面，藺常念預期，受惠於

中美利好消息的個股仍會炒上一段時
間，包括金融、證券、銀行及投資板
塊，當中他最看好已炒起的證券板塊，
主因以往股價受壓，在低基數效應下，
料個股反彈力度亦較大。
藺常念不看好早前熱炒5G概念的手

機設備股，主因兩款已經公佈的5G智
能電話定價太貴，加上市場已消化有關
利好消息，相信目前是適合的沽出時
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貿易談判繼續傳出

好消息，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如果協商進展順

利，可能會在接下來的一兩周有非常重大的消息。受消

息刺激，亞洲區主要股市齊升，中國A股錄得破萬億元人

民幣成交，投資氣氛熱烈，港股隨外圍急彈，恒指一度

升穿29,000關，昨收市報28,959點，升143點，全日主

板成交額急升至1,687億元，創近4個月以來新高，其中

中資金融股、券商股昨升幅顯著。

■中美貿易談判繼續傳出好消息，內地及香港股市氣氛明顯升溫。港股單日成交高見
1,687.5億元，恒指更一度突破29,000點，收報28,959點，升143點。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電
控股（0002）昨日公佈截至去年12月
底全年業績，錄得營業額914.25億
元，按年跌 0.7%；總盈利 135.5 億
元，按年跌4.9%。每股盈利5.36元，
派第四期中期息每股1.19元，連同前
三期已付中期股息，全年總共派3.02
元，較2017年每股2.91元增加3.8%。

阮蘇少湄：年底檢討電費
中電總監阮蘇少湄於業績會上表
示，年底會與政府審視全年成本及售
電情況後再決定明年電費水平。她續

指，政府2020年有減碳目標，集團天
然氣發電比例屆時將達一半，而天然
氣成本普遍較貴，且燃料價格波動性
很高；又稱雖新管制計劃協議令准許
回報率有所下降，但集團的固定資產
投資有上升，料未來15年的盈利會有
所下降，惟投資會有增長。
期內，中電營運盈利增加5.1%至

139.82億元，但總盈利則下降，主要
因2017年錄得數項單次性的有利項目
所致。香港售電量上升1.5%，香港電
力業務營運盈利則下跌3.4%至 85.58
億元。由於新管制計劃協議調低准許

回報率，10月1日起，中電基本電價
下調3.7%。中電表示，在 2020 年底
前，會把天然氣發電比例提升至一
半，以及在 2030 年底前把碳強度從
2005年水平降低65%至70%。

內地業務賺多逾7成
此外，中電海外業務表現持續強

勁。香港以外業務營運盈利按年大升
29.6%至61.99億元，尤其中國內地業
務按年增74.7%至 21.63億元。其中
核電業務貢獻最大，營運盈利較去年
上升 88.4%，希望陽江核電廠未來能
帶來長遠的穩定收益。
不過，印度業務營運盈利下跌

11.6%至5.72億元，受營運及維修保養
成本增加，以及缺乏利好 2017 年業績
的單次性項目所影響。
其他地域，東南亞及台灣的營運盈

利達1.62億元，反映項目的良好表現
及煤炭價格上升的影響，澳洲Energy
Australia的營運盈利則按年升20.6%至
33.02億元。
去年全年集團客戶數目達515萬，

輸出電量919億度。本港客戶數目由
前一年的256萬增加至260萬，全年售
電量微升 1.5%至336.62億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
貿易談判即將踏入3月 1日的最後限
期，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表示，由
於雙方就重要結構性問題取得實質進

展，美國將推遲加徵關稅的期限。而瑞
銀最新報告預期，中美貿易問題不會一
條直路，若中美達成協議，料人民幣或
反彈至6.5算，不過不排除未來關稅仍
有上調的可能性。
瑞銀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在報

告中指，中美近兩周的會面取得了一些
積極進展，雙方就主要問題達成了原則
共識，為將來達成協議奠定了基礎，因
此預期為雙方可能會在3月或 4月的
「習特會」上達成初步貿易協議，並會
在雙方敲定後才再作公佈。
汪濤相信，若中美達成更廣泛框架性

協議，美國可能不會對中國科技產業進

行極端的制裁和限制。該行亦認為，中
國可能會再次承諾不會引導人民幣大幅
貶值、或保持匯率大致穩定，而在市場
情緒或有所改善下，有機會推動人民幣
反彈至6.5算，不過除非歐元兌美元走
勢出現重大變化，該行預計今年人民幣
匯率將在約6.6至7之間波動。
截至昨晚約8時43分，在岸人民幣

（CNY）報6.6904。

協議可能涵蓋大部分議題
除了人民幣匯率外，汪濤亦預計，中

美貿易協議可能涵蓋大部分議題，包括
中國將大幅增加自美國進口，尤其是農

產品和能源進口；中國承諾加強知識產
權保護，禁止強制技術轉讓，進一步開
放國內市場，減少政府補貼、削減過剩
產能，並開始推進其他結構性改革；雙
方同意就貿易協議條款執行情況建立常
規的觀察機制等。
汪濤又指，如果中美能夠達成更廣泛

的框架性貿易協議，特別是如果能逐步
降低或取消此前加徵的部分關稅，則中
國今年出口和GDP增速都可能強於早
前預測，不過未來是否再徵關稅仍存在
不確定性，加上美國仍有可能進一步限
制中國科技產品的進出口，這種不確定
性料將抑制國內企業的資本支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 提及
要在大灣區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支持香港成為
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金管局昨發表氣候債券
倡議組織（CBI）《香港綠色債券市場報
告》，指香港市場穩步發展，已成為全球最大
綠色債券市場之一，去年在香港安排和發行的
綠色債券總額達110億美元，相比2017年的
30億美元增長2.67倍。
這是CBI首份香港綠色債市報告。金融管理

局助理總裁（外事）李永誠昨透露，不少內地
及海外機構均選擇在本港發行綠色債券，去年
非香港機構在港安排並發行的綠色債券總計
90億美元，佔總量的83%。他又提及，早前
公佈的 《綱要》大灣區規劃文件，鞏固本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動本港人民幣資
產和「一帶一路」投資，相信中央政策支持
下，本港的綠色金融有很大發展潛力。

本港擁完善債券平台及認證機構
李永誠續稱，政府就綠色債券發行計劃，借

款上限為1,000億港元，他期望可以發揮示範
作用，吸引更多國內外的綠色項目投資者或融
資者利用本港平台。此外，本港擁有完善的債
券平台，在亞洲（日本除外）發行量排名第
三，僅次於內地和韓國，而且本港流動性高，
擁有大量專業服務提供者，包括國際和本土綠
色認證機構。
據披露，香港綠色債券發行人中，來自房地

產公司佔14%，能源公司佔15%，其他公司則
佔20%，三者合共的綠色債券發行規模佔市場
總額近一半。金融機構佔市場總額的36%，其
餘的發行來自多邊開發銀行佔15%。

中美若達協議 瑞銀：人幣或見6.5算

■人民幣持續回升，由去年底6.86升至
近月6.69水平。 資料圖片

本港綠色債券發行量
年增2.67倍

■李永誠相信，在中央政策支持下，本港的綠
色金融有很大發展潛力。 記者彭子文 攝

2018年香港綠色債券市場概況
■安排和發行綠色債券總額達110億美
元，按年增2.67倍。

■發行人中，來自房地產公司佔14%，
能源公司佔 15%，其他公司則佔
20%，3者合共的綠色債券發行規模佔
市場總額近一半。

■單計本地發行人，2016年至今綠色債
券發行總規模達49億美元，其中23億
美元去年發行，是2017年4.6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電訊盈科
（0008）昨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全年業績，錄
得綜合收益388.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5.4%；股
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微升0.2%至8.97億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 11.63 仙，派末期股息每股
22.33 仙。三大媒體平台中，Now TV 業務
EBITDA按年增13%至4.71億元，但免費電視和
OTT業務虧損擴大。持續經營業務指不包括集
團在英國的無線寬頻及相關業務部分的業績及出
售所得收益，公司持續經營業務的表現保持穩
定。
集團董事總經理施立偉於網絡會議上表示，

OTT業務的收入主要來源於海外地區，未來仍
將繼續擴展，相信仍處於投資期。期內，集團核
心收益同比升5.1%至385.5億元，核心EBITDA
按年縮減2%至124億元，核心盈利則增加8%至
13.02億元。

Now客戶達134.4萬名
Now TV去年買下俄羅斯世界盃等多項世界級

體育賽事的轉播版權，令該業務收益增加5%至
28.55億元，全年EBITDA增加13.2%至4.71億
元。已安裝Now TV的客戶數目於去年12月上
升至134.4萬名，期末的每名客戶平均消費額
（ARPU）達180元。
免費電視業務方面，ViuTV收益增10.2%至

2.04億元，集團稱，2018年劇集發行方面未有

顯著收益，以致廣告收益的強勁增長被沖淡。持
續投資於內容採購及製作，令期內EBITDA虧
損擴大59%至3.5億元。
OTT業務亦有相同情況，收益升26.6%至
9.09億元，而為提高Viu的市場滲透率和用戶參
與度，持續投資及市場推廣，EBITDA虧損由前
一年的2.33億元擴至3.36億元。施立偉強調，
Viu OTT 現已進駐亞洲多個極具發展潛力的市
場，並將為日益增加的網上視像觀眾，提供與當
地最相關的節目和原創內容。
此外，集團全年資本開支按年升14.4%至39.02
億元，其中香港電訊（6823）約佔66%，主要來
自擴充流動通訊覆蓋率、為重要基建升級以準備
5G通訊、滿足市場對光纖入屋的持續需求等。

中電去年派息增3.8%

■阮蘇少湄業
績會上表示，
年底會與政府
審視全年成本
及售電情況。

中通社

電盈純利升0.2% 免費電視虧損增

■電盈業績公告披露，免費電視和OTT業務去
年經營虧損擴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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