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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
6%儲蓄保險收益

7%

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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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收益
11%

強積金或退休金

退休父母的主要收入佔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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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畀6000 父母嫌少
永明調查：佔父母退休收入近半 冀增金額或次數

的退休人士有收取
子女的家用

9898%%

表示每月都會收到
家用

7373%%

子女每月供養父母金額的中位數約

66,,000000元元

■陳永堅（左）指公司未來5年基建投資將達70
億元。右為黃維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中華煤氣（0003）常
務董事陳永堅昨表示，由於
未來香港住宅供應將持續增
加，加上政府銳意發展更多
區域，例如「明日大嶼」
等，將增加對公司產品與服
務的潛在需求，因此公司有
需要加強旗下管網的覆蓋範
圍。他透露公司未來5年基
建投資將達70億元，比過
去增加20%。
中華煤氣於2017年 8月
曾承諾兩年內不再加煤氣費，談到期
滿後的煤氣費動向時，執行董事兼公
用業務營運總裁黃維義昨指出，目前
正與政府研究加價的可能性。他坦
言，公司面對加價壓力，因近兩年來
通脹率合計上升約6%至7%，而且員
工成本及租金均持續上升。陳永堅其
後補充，由於公司會致力透過壓縮燃
氣成本，因此假如公司決定加價，預
料加幅將較為溫和。

內地投資轉趨審慎
內地業務方面，陳永堅表示為提升

營運效率，公司未來3年會投資30個
分佈式能源項目，預計每年售氣量或
可增加30億立方米，平均每個項目投
資8,000萬至1億元，回報率約10%至
12%。他續指，雖然現時在內地的投
資會繼續按計劃推展，但由於現時中
美貿易戰持續，而且形勢相當不明
朗，故未來的投資或會轉趨審慎。
至於黃維義則表示，由於內地政府

期望提升天然氣作為一次性能源的佔
比，因此公司會配合國家大勢去提升
現有業務，如在現有的項目下擴大用
氣量。不過他預計，由於內地氣價提
升，故將影響公司今年於內地銷氣的
毛利，料有單位數跌幅，但相信今年
公司的用氣量可以上升15%至16%。

陳永堅：未有退休打算
昨日四叔退休，除退任恒地
（0012）主席兼總經理之外，亦退任
煤氣主席職務，問到陳永堅會否也會
跟隨四叔退休時，他笑言雖然有長者
咭，「出街搭車2蚊搞掂！」，但以
現今世代以言，「60幾歲都係中年咋
喎」，所以現時未有退休的打算。
此外，陳永堅又談及自己經常向員

工分享一條方程式：「G（Growth，增
長）等於 I（Innovation，創新）乘以 I
（Implementation，執行力）」，稱中華
煤氣必需有創新能力及其獨特性，否
則難以保持公司的競爭力與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外電引
述消息報道，在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正
考慮最早在今年下半年回港作第二上市，
集資約200億美元（約1,560億港元），
消息令港交所（0388）股價造好。摩根
士丹利發表報告指，港交所去年引入「同
股不同權」股份上市制度，吸引國際科技
股來港上市。若阿里來港第二上市，長遠
將提升港股交易的換手率，令科技股納入
港交所上升的潛在因素。
大摩重申對港交所「增持」評級及目

標價340元，料其於2019至2021年盈利
前景強勁，包括受惠內地相關資金流入
增加、推出新產品等。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稱，4年多前因本

港未容許同股不同權架構上市而棄港赴
美的阿里，正考慮下半年回港第二上
市，集資額料高達200億美元，並已委
聘財務顧問作相關準備工作。報道指，
阿里巴巴可能為應對在中美貿易糾紛
下，美國政府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敵意提
升，故有回港上市的動作。

李小加：生物科技已到轉折點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在生物科
技周論壇開幕儀式上表示，香港有望發
展成為內地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的首選
地，港交所也會增加在海外的上市推
廣，希望爭取更多海外的生物科技公司
來港上市。他稱，今天生物科技到了一
個轉折點，美國長期在生物科技領域佔

據統治權，內地巨大的老年化人口及中
產階級人群不斷增加，都是推動內地生
物科技發展的潛在推動力，希望生物科
技行業能吸引更多的資本。
事實上，自港交所實施上市制度改革

以來，新經濟公司發行新股的融資額，
已達到1,504億港元，佔同期融資總額一
半以上，9家生物科技公司發行新股，另
還有超過10家生物科技公司遞交了上市
申請，香港正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
技公司上市中心。

信達：生物醫藥板塊潛力高
作為在港上市生物企業的代表信達生

物（1801）昨日有參與論壇的討論，信
達生物首席財務官奚浩稱，當時公司在經
過五輪私募基金融資後，面臨着選擇在哪

裡上市的問題，因考慮到香港背靠內地有
強大支持，又能吸引全球富有經驗的投資
者。雖然現時香港生物醫藥板塊可能仍欠
成熟，但相信未來會有很大發展空間。
城大生物醫學系主任及講座教授楊夢

甦稱，生物科技聚集地皆是擁有着創新
力強勁的源頭，這個源頭便是大學。政
府需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另一特點便是
產業化。他認為現時大灣區其他產業的
聯合已經得以實現，相信未來生物醫藥
的聯合也會水到渠成。
不過，在生物醫藥科技概念日漸火熱

下，楊夢甦認為仍需注意避免同質化問
題，各城市在發展生物醫藥時需要協
調，金融界對生物科技的投資也需具耐
心，在香港在基本元素具備下，假以時
日，定能成為生物科技的中心。

■有傳阿里
巴巴為應對
中美貿易糾
紛，最快在
今年下半年
回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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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於今年4月中進行，訪問
500名 25至 54歲、月入2.5

萬元或以上的在職子女，以及205
名55至69歲的退休父母。調查指
出，受訪退休父母有98%表示有
收取子女的家用，僅73%表示每
月都會收到家用，而子女每月供
養父母金額中位數約為6,000元。
有17%的退休父母對子女支付的
「家用」安排感到不滿，希望可
以增加金額或次數。

主要支出為飲食醫療費
不過，子女付的「家用」仍是
退休父母每月收入的主要來源，
佔49%；其次是強積金或退休金
佔16%；投資收益為11%，實際
平均每月退休收入為13,829元，
較他們心目中理想的1.69萬元仍
差3,000元。當被問到為何每位退
休人士每月理想開支需要1.69萬
這麼高，負責調查的善美佳市場
顧問董事總經理楊詠茵昨解釋
指，理想的每月平均開支當中飲
食和醫療佔了大部分，其餘亦包
括娛樂、旅行、買衫等。
調查亦顯示，約有67%受訪退
休父母及73%的受訪在職子女認
為「畀家用」是天經地義，數據
亦指出退休父母收取「家用」的
金額愈高，滿意度亦愈高。雖然
有些退休父母對「家用」未感滿
意，但約有37%父母卻擔心子女

沒有能力供養自己，可見父母矛
盾的心態。另約有4成受訪退休父
母認為主動向子女開口取家用是
一件難堪的事。
調查又發現，受訪已為人父母的
在職受訪者有近7成都表示不想依
賴子女供養，相比他們的上一代父
母（約44%）為高。33%受訪子女
同意強積金/固定退休收入等理財
產品能減輕子女供養父母的壓力。

TVC年金產品可保障收入
永明金融人壽及康健產品方案

副總裁李玉麒認為，現時預期壽
命一直延長，建議市民投保退休
理財產品，以確保退休後有足夠
開支。公司昨宣佈推出主打退休
需要的「優月儲蓄計劃」，供款
期2年，由第2個保單之年度起每
月派發可支取現金，金額為保證
儲蓄金額的2.3%，計劃保障期最
長可達120年，或直至投保人120
歲，其間客戶可不限次數更換受
保人。
另外，為響應政府於4月推出強

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TVC）
及延期年金的扣稅優惠，永明金
融財富及退休業務總經理陸季嬋
表示，公司的TVC產品正待政府
審批，預期可於今年10月推出。
她補充，成員只要在明年3底前

開戶及供款，均可獲2019/2020年
度扣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今時今日有多少人還指望

「養兒防老」？永明金融昨發佈一項有關供養父母的調查研

究發現，受訪港人子女每月供養父母金額中位數約為6,000

元，看似金額不算低，但調查指退休父母的理想每月平均開

支高達1.69萬元，退休父母對子女供養金額的滿意度亦並

非很高，以10分為滿分，滿意程度僅6.9分，反映出單靠子

女每月「畀家用」遠遠不夠享受理想的退休生活。

覺得主動問子女索取家用是一件難堪的事。■

自己有強積金/退休金/固定退休收入/儲蓄等，不
想倚賴子女供養；

■

照顧父母是子女的責任，子女應向自己支付家用；■

擔心子女沒能力供養自己；■

不在乎子女給自己的家用金額；■

年輕時盡力給父母家用，樹立榜樣，期望子女
也同樣回報自己的養育之恩；

■

擔心子女因要供養父母而犧牲自己的人生計劃
或降低他的生活水平；

■

子女曾就支付家用與自己發生爭執；■

父母點睇收家用？

現時的強積金計劃或其他退休保障計劃能減輕子女供
養父母的壓力。

■

自己因供養父母而犧牲了人生計劃或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

照顧父母是子女的責任，畀家用是「天經地義」；■

不定期給父母家用是沒有孝心的；■

給父母家用的多寡並不重要；■

曾就支付家用而與父母、配偶或兄弟姊妹等發生爭執；■

父母向子女要求支付家用有損其尊嚴；■

父母有責任為自己退休後的生活作準備，減少對子女的倚賴；■

子女點睇畀家用?

的受訪退休父母對子女支付
家用的安排感到不滿，希望
可以增加金額或次數

1717%%

■李玉麒（左）建議市民投保退休理財產品。中為陸季嬋、右為楊詠
茵。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66..99分分

退休父母對
子女畀家用評分

平均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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