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

媚）獅王匯控（0005）交出亮麗季

績，首季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按年升30.7%至

62.13億美元（約485億港元），勝過市場預期。而早

前定下三大目標中，期內經調整收入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之差

（JAWS）重返正數至6%，有形股本回報（RoTE）達10.6%，與

2020年前提高至11%目標相距不遠。不過，首季淨利息收

益率按季跌7個基點，及新一輪回購股份方案欠

奉。匯控管理層則預期年內淨息差表現將

改善，並將於年中決定會否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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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首季稅前多賺三成勝預期
營運有改善 管理層年中再決定會否回購

匯控首季業績撮要
項目

主要財務表現

經調整收入
經調整預期信貸損失及其他信貸
減值準備變動
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經調整除稅前利潤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股息

主要比率

淨息差
淨利息收益率
平均有形股本回報（年率）
經調整收入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
之差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首季

144.6億美元

（5.85億美元）

62.13億美元
63.5億美元
0.21美元
0.1美元

1.36%
1.59%

10.60%

6.00%

按年變幅

＋9.0%

不適用

＋30.7%
＋9.5%

＋40.0%
持平

－0.17個百分點
－0.08個百分點
＋2.20個百分點

－

匯控首季經調整稅前利潤按年升
9.48%至63.5億美元，主要由零售

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經調整除稅前利潤按
年升18.9%、企業中心按年升逾1.5倍所
帶動，並完全抵消工商金融、環球銀行及
資本市場、環球私人銀行經調整稅前利潤
分別按年跌0.69%、0.06%及11.7%的影
響。而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造好，主
要受惠於貸款結欠和存款結餘上升，尤其
是在英國和香港，以及制訂保險產品業務
的積極市場影響所帶動。

期內亞洲客戶賬項成本增
雖然首季JAWS已達正數目標，但能否
維持才是關鍵。財務董事邵偉信昨出席電
話會議時表示，集團今年首季投資按年增
加15%至10億美元，佔今年承諾投資額
的20%，在持續投資下有機會令成本增
幅擴大，但同時亦會致力提高收入增長，
未來將管理好收入與支出差距，確保收入
增長可高於支出增長。
在多項指標大有改善下，集團首季淨
利息收益率按季跌7個基點至1.59%，按
年則跌8基點，反映資金成本上漲，尤其
是來自亞洲的客戶賬項成本增加。邵偉信
表示，集團對港元拆息的敏感度比起美息
更高，因此首季淨息差表現，主要受累於
港元拆息今年首季持續在低位徘徊，以及
本港客戶存款結構轉變增加集團資金成本
影響，不過他指出現時1個月港元拆息已

回升至2厘以上，料將有助帶動日後淨利
息收入表現。

澄清不會有大規模裁員
談及市場關注回購問題時，邵偉信表

示，會否回購仍需再觀察今年第2季業務
表現，相信集團在7月底對業務前景有較
清晰判斷，屆時才會作出決定。對於早前
傳匯控將進行削減成本的「橡樹計劃」，
並可能會導致裁員，他回應稱集團不會有
大規模裁員，強調將保持人手持平，並在
業務主要增長地區繼續增聘人手，至於部
分地區因應增長率低於集團平均水平、以
及合約問題，員工數目可能會減少。
匯控行政總裁范寧去年甫上任，即在

去年中提出三年計劃，當中有三大目標，
包括在2020年前將RoTE提高至11%，
JAWS重返正數，以及保持穩定派息水
平。范寧昨在報告中表示，將繼續專注執
行去年6月訂定的策略，同時會對環球經
濟所呈現的風險保持警惕，而由於經濟前
景更趨不明朗，該行將會繼續積極管理開
支和投資。
匯控昨中午公佈業績，午後股價重拾

動力，一度升穿70元大關，收市報69.7
元，升2.12%。至於匯控倫敦股價，早段
交易時間曾高見687.7便士（折合約70.44
元），升3%。另外，恒生（0011）昨宣
佈派發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1.4元，收市
報212.6元，升4.01%。

匯控（0005）首季業績
表現亮麗，除集團成本控
制得宜外，亞洲業務大增
也起了重要作用。集團季
報披露，首季其於亞洲地

區的經調整稅前利潤錄得50.4億美元，為
集團整體利潤貢獻近8成，成最強勁增長
點。匯控亞洲區的主要業務集中在中國內
地和香港，可以說，中國內地和香港是匯
控盈利增長的火車頭。

而渣打銀行周二公佈一季度業績，除
稅前基本溢利為 14 億元，同比增 10%，
財務總監 Andrew Nigel Halford 當時解
釋，主要得益於亞洲市場期內表現較佳。

亞洲年初以來扭轉弱勢
從上述兩家國際性銀行的經營情況，

明顯可以看到，在全球經濟放緩之下，亞
洲經濟表現依然可圈可點。與去年末的展
望不同，不少市場聲音指，亞洲自年初以
來開始扭轉去年的弱勢，逐漸走強，區內
股市和債市亦有好轉。瑞銀亞太區投資總
監兼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一帆分析，亞洲

GDP增長自2018年下半年普遍放緩，但
由於滯後效應，中美貿易戰等因素仍拖累
第一季GDP增長，她相信第一季的數據
已觸底，二季度將逐漸回暖。

作為亞洲區內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經
濟的走勢對亞洲區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的經濟向好，亞洲區經濟也向好。匯
控和渣打的財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
是：中國經濟繼續回穩。

其實，4月底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
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公佈的首季
業績，股東應佔利潤按年增幅都在4%以
上，銀行利息淨收入增長的同時，資產質
素也繼續向好。數據已經證明中國經濟的
走勢向好。

雖然4月份中國官方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PMI）和財新製造業 PMI 出現輕微回
調，分別為50.1和50.2，但仍然站穩在50
的榮枯線上方。然而，基於中外資大型銀
行的營運數據，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經
濟回暖的勢頭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東亞銀行
（0023）昨舉行100周年股東大會，該行執
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橋會後表示，今年
開局良好，去年完成為期3年的節省成本計
劃，有助提升效率。他又稱，去年手機銀行
客戶數目增加30%，未來會加強推動流動數
碼服務，今年手機銀行客戶目標是增長逾
30%。
李民橋指出，香港分行持續進行數碼化，
資產質素有改善，而未來會致力擴闊客戶
群，並集中在年輕富裕的目標客戶，同時也
會加強財富管理及貿易融資等業務以增加非
利息收入。被問及東亞未能成為首批取得虛
擬銀行牌照的銀行，李民橋稱無論該行有無
虛擬銀行牌照也不會影響在科技上的投資。

轉型應對內地經營挑戰
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斌則

表示，今年內地經營環境具挑戰性，該行會
繼續推動零售業務轉型，他預期在吸納客戶
和資產增長上會有不俗表現。
東亞銀行2016年公佈為期3年的節省成本
計劃，目前已節省7億元成本。截至去年
底，東亞銀行總僱員人數為9,796人，按年
減少182人。此外，去年的成本對收入比率
由 2017年的50.6%，改善至去年的50.2%。
該行於去年年報指出，節省成本計劃已於去
年順利完成，透過提升效率和精簡營運流
程，該行以更低成本完成更多工作。
東亞銀行昨收報25.3元，升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恒生銀行(0011)
昨公佈派發第一次中期股
息每股1.4元，較去年同
期每股派1.3元，按年升
7.6%。是期股息將於6月

6日派發予於5月21日名
列該行股東名冊內的股
東。
該行指出，是次股息不

應被視為該行全年溢利或
全年股息金額的指標。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匯控（0005）首季列賬基
準稅前利潤按年升逾 30%至
62.13億美元，按業務地區劃
分，亞洲地區仍是最大盈利貢
獻來源，至於中東及北非、北
美洲、拉丁美洲業務亦有增
長，不過歐洲業務雖然有改
善，但仍然繼續見紅。

拉丁美洲表現理想
按業務地區劃分，首季亞洲

列賬基準稅前利潤按年升
4.99%至50.06億美元，貢獻集
團整體列賬基準稅前利潤的
80.6%；中東及北非列賬基準
稅前利潤按年升6.4%至4.65億
美元；北美洲扭虧為盈首季列
賬基準稅前利潤3.79億美元；
拉丁美洲列賬基準稅前利潤按
年升1.3倍至3.77億美元；歐洲
列賬基準稅前虧損1,400萬美
元，較去年同期虧損1,800萬美
元有改善。

香港貢獻超過一半
亞洲繼續成為匯控增長火車

頭，當中香港貢獻功不可沒，
首季香港區列賬基準稅前利潤
按年升3.33%至32.54億美元，
貢獻集團整體列賬基準稅前利
潤超過一半，至於經調整稅前
利潤亦按年升4.39%至32.83億
美元。
匯控財務董事邵偉信昨日

出席電話會議時表示，集團
期望在業務增長的地區如香
港及英國等，可以保持競爭
優勢。
當再被問到是否肯定在本港

不會作出裁員計劃時，他回應
指不會就單一市場作出評論，
又指集團未來會繼續控制成本
開支，以及持續投資於數碼化
發展。

銀行業績有啟示
中國經濟續回穩

亞
洲
續
成
增
長
火
車
頭

東亞冀手機銀行客戶增逾30% 恒生季息每股1.4元
按年增7.6%

■李民橋（左）表示，今年開局良好，去年完成為期3年的節省成
本計劃。右為李民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 恒 生 銀
行 昨 公 佈
派 發 第 一
次 中 期 股
息每股 1.4
元。
資料圖片

■獅王匯控昨日交出亮麗首季業績，首季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按年升30.7%至62.13億美元（約485億港元），勝過市場預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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