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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變得嚴峻，中銀香港

（2388）副董事長兼總裁高迎欣昨日表示，該行疫

情下的貸款質量、信貸需求、信貸增長等並未感到

非常大及劇烈的變化，其他業務如信用卡及保險業

務亦未見太大影響。他坦言，疫情為香港經營環境

帶來挑戰，同時面對收入上的壓力，但相信疫情只

是短期的影響， 又指感謝員工在去年香港社會事

件及今年疫情期間的付出，強調該行不會裁員亦不

會凍薪。

中銀香港不裁員不凍薪
疫情下未見信貸變壞 去年賺340.7億增4.3%

中銀香港去年業績概要
項目 金額(港元) 按年變幅

淨利息收入 405.23億元 +2.6%

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109.19億元 -3.5%

提取減值準備前之淨經營收入 584.44億元 +7.16%

年度溢利 340.74億元 +4.3%

股東應佔溢利 335.74億元 +4.69%

每股盈利 3.044元 +0.35%

每股股息 1.537元 +4.7%

淨息差 1.59% -0.03個百分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G20正向全球經濟注入超過5萬億
美元應對疫情，並承諾將繼續採取大規
模財政支持措施，外圍股市大漲，滬深
兩市也大幅高開，但因近期市場不確定
仍然較大，資金追漲意願不強，盤中均
衝高回落，最終三大股指漲跌互現。國
家確定的172項重大水利工程現已開工
142項，刺激多隻水利股飆漲。

兩市全日成交6339億
截至收市，上證綜指報2,772點，漲

7點或0.26%；深證成指報10,109點，
跌 45點或 0.45%；創業板指報 1,903
點，跌 23 點或 1.21%。兩市共成交
6,339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淨流入47億元。

水利建設股大幅向上
水利部規劃計劃司司長石春先透

露，國家確定的172項重大水利工程現
已開工142項，在建規模已超過1萬億
元，上述消息刺激A股多隻水利建設股
大幅向上。另外，紡織服裝、裝修裝
飾、工程建設、交運設備、商業百
貨、釀酒等板塊升幅居前；連升兩日

的農牧飼漁板塊陷入回調，當日跌超
2%，電信運營、民航機場、電子元件
等板塊亦領先跌幅榜。
全周來看，滬綜指累計上揚0.97%；

深成指本周跌去0.4%，創業板指周跌
0.58%，均是連續三周下挫。

內地傳壓縮信託融資
另外，據中國證券時報指，業內多

家信託公司近日收到監管通知，要求
壓縮具有影子銀行特徵的信託融資業
務，並制定融資類信託壓縮計劃。據
了解，業內已有信託公司制定年內壓
降三成融資類信託的計劃。
報道稱，監管部門已對今年的壓降

規模有初步計劃：今年全行業壓降1萬
億元具有影子銀行特徵的融資類信託
業務；監管部門計劃在2019年末基礎
上繼續壓縮通道類信託，2020年壓降
規模2萬億元。融資類信託業務多屬於
類信貸業務，具有一定「影子銀行」
特徵，並不能彰顯信託制度的優勢，
在「剛性兌付」仍未被實際打破且經
濟下行的背景下，容易積累風險。信
託公司近年「踩雷」案例，也主要集
中在融資類信託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今年首季
季結臨近，資金進一步抽緊，港匯昨日曾
高見7.7518逾4年的新高，接近強方兌換保
證，1個月拆息連升11天也升至近2.03厘，
是逾七周最強。市場人士相信，當季結後
拆息便會相應回落。港股高開416點後，在
23,791點已遇阻力，上升動力明顯跟不上隔
夜美股。午後在道指期貨回落下，港股升
幅顯著收窄，至尾市時升幅更不足2點。進
入競價時段再見反彈，收市報23,484點，
反覆升131點，成交額1,227億元。

環球大放水 恒指升131點
美國國會通過2萬億美元「救市」方案

後，市場轉移憧憬20國集團(G20)將啟動5

萬億美元刺激經濟計劃，以應對疫情對經
濟的影響。美股隔晚大升6.4%報 22,552
點，單是過去3天，已累計升逾兩成。日股
及韓股跟隨造好，滬指亦微升0.3%守住
2,900點大關。
總結全周，港股繼續受疫情走向及救市

消息而大上大落，但一周仍累漲679點。分
析師指出，港股升幅未算突出，與市場觀
望3月內地財政數據有關。另外，近日港匯
強勢，但有關資金並沒進入股市，也是港
股缺乏動力的另一因素。
東亞銀行高級外匯市場策略師葉澤恒表

示，市場對港元的需求增加，是港匯逞強
的原因，主要是季結因素。由於港元與美
元掛鈎，市場可能將部分美元轉為港元，

料短期內港匯會相對強勢，但觸及7.75強
方兌換保證的機會較微。他料，當季結過
後，港元需求會有所紓緩，港匯有機會回
落到7.77左右水平。

借貸意慾細 港息難大升
拆息方面，葉澤恒認為，港元拆息仍有
機會逐步回落，但幅度或不大，因為4月初
及4月底都有假期，或令拆息再次抽高。撇
除假期因素，由於整體經濟活動疲弱，借
貸意慾細，故港息的升幅有限。
下月大市走勢，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

學家陸挺的報告指出，由於中國是首個對
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國家，因此中國
的經濟數據，無論是採購經理指數、工業
生產、貿易、固定資產投資還是零售，都
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領先指標。
他認為，4月港股市場還看兩大情況，包

括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疫情蔓延，對中國的
出口有多大打擊，以及內地會否有第二波
感染浪潮。他預計，內地次季的財政收入
和土地銷售收入，按年增長或嚴重下降。

大股東增持 長和長實飆
港股方面，國指昨升0.6%報9,504點，當
中長和系成大市焦點。獲大股東出手增持的
長和(0001)及長實(1113)各升5.5%及5%收
市，長和更成藍籌升幅榜首，同系的長建
(1038)亦升3.3%，電能(0006)回升1.5%。

A股微升7點
全周漲不足1%

季結抽緊資金 港匯逼7.75

高迎欣表示，今年以來，由於疫情發展，市場較關注該行
客戶有否受影響、客戶還款能力，以及該行現時資產質

量會否受影響而影響業績。他特別提到，中銀近期就本港受影
響較大的行業及中小企推出支援紓困措施，市場反應很好，強
調目前未見到任何信貸資產質量有明顯的變化，或信貸資產質
量有變壞的情況下，該行有能力繼續去支持這些中小企。

港客戶貸款質素穩健
風險總監卓成文說，該行去年資產整體質量繼續保持良好，
不良資產的比例與同業相比保持一個較好的水平，不良率亦低
於同行。不過他亦提到，由於內部經濟環境的影響，該行有個
別企業客戶貸款出現降級，主要是內地及東南亞的數個客戶，
但強調整體香港市場的客戶貸款質素保持穩健。

貸款風險管理沒放鬆
市場關注銀行推出協助中小企紓困措施或會影響貸款質素，
副總裁王兵表示，是次紓困措施的重點對象是受疫情影響暫時
遇到困難的企業，而該行在客戶選擇方面仍然審慎，在風險管
理上亦沒有放鬆管理要求，資產質量的貸款分類仍然按照嚴格
標準執行，又指該行有較嚴格的風險預警和貸後管理等基本規
則。
去年中銀貸款按年增長10.2%，王兵指有信心今年貸款可以

維持中高單位數的增長。他提到，去年貸款增長面臨挑戰，但
去年全年仍有較好的表現，主因該行有較深厚的客戶基礎，以
及多元化的市場結構等。他相信今年有關優勢仍然存在，但疫
情的挑戰仍然不容輕視，相信隨疫情好轉，全球經濟恢復亦
可預期。
中銀香港昨公佈，去年全年溢利按年升4.3%至340.74億
元，每股盈利3.044元，派末期息99.2仙。去年淨息差收窄3
個基點至1.59%，財務總監隋洋表示，美國減息到近乎零，相
信沒有負利率的可能，料未來一年利率不變的機會較大。在市
場利率趨跌預期下，對銀行息差有較大影響，該行會加大貸款
投放於高收益資產，並嚴控存款成本，做好資產負債管理，以
降低減息對該行淨息差的影響。至於派息方面，她預期未來派
息比率將會維持在40%至60%。

中行年賺1874億人幣
中國銀行（3988）同日公佈，去年賺多4.06%至1,874.05億
元人民幣。中行副行長林景臻在業績會上預計，雖然今年外部
經營環境出現新挑戰，但對首季信貸投放影響有限，估計今年
首季及上半年逾期貸款或會有所上升，不過相信隨內地各行
各業陸續復工復產，信貸需求亦會有所回升，特別是內地對基
建投資有較大的信貸需求，料今年該行信貸增速將與去年相
若。中行行長王江補充，雖然疫情或為內地經濟帶來短期衝
擊，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強調基本面並無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中
國工商銀行（1398）去年歸屬母公
司股東的淨利潤按年增加4.9%，至
3,122.2億元(人民幣，下同)，符合市
場預期，每股基本收益0.86元，按
年升 4.8%，每股派末期息 0.2628
元。工行行長谷澍昨於業績電話會
議中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響，資
產管理質素壓力增加，而且疫情對
消費、出口的影響也導致經濟面臨
新挑戰，對資產質素也造成一定衝
擊。不過，他稱，對維持資產質素
仍有信心。

去年賺3122億符預期
谷澍透露，自1月20日以來，工

行累計為疫情相關企業融資超過
1,500億元。其中，為醫院、醫藥醫
療設備生產等重點領域累計投放超
過480億元，對央行名單中的重點企
業發放優惠貸款累計300億元。中小
企方面，該行對中小企業實施延期
還款付息，最長延期到6月底，雖然
對下半年資產質素可能有些影響，
但這部分風險整體來說還是可控，
目前提出申請的中小企大約佔整體
貸款戶約5%左右，數量並不特別
多。副行長廖林補充，早前人民銀
行定向降準，工行將利用釋放出的
資金加大支持中小企，有信心可做
到商業可持續發展。
去年工行營業收入7,760.02億元，

按年增長7%。其中，利息淨收入
6,069.26億元，增長6%；非利息收
入1,690.76億元，增長10.8%。利息
差和淨利息收益率分別為2.08%和
2.24%，按年下降8個和6個基點。
各項業務收入方面，去年手續費及

佣金淨收入1,556億元，按年增長
7.1%。主要受惠於在嚴格落實資管新
規和減費讓利政策之下，以及加強收
費合規管理，促進收入結構轉型，實
現中間業務收入健康持續增長。另一
方面，去年計提各類資產減值損失
1,789.57億元，按年增長10.7%。

不良貸款率降至1.43%
去年底不良貸款率較上年底下降

0.09個百分點，至1.43%；撥備覆蓋
率提升23.56個百分點至199.32%，
資本充足率上升 1.38 個百分點至
16.77%。成本收入比25.79%，保持
在同業較好水平。
展望今年，工行稱會積極應對疫情

影響，深入分析研判疫情帶來的金融
消費行為、支付方式轉變，優化中間
業務收入結構。雖然受到疫情影響，
但國內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
變。谷澍指出，內地經濟有足夠韌
性，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加上中
央政府相繼推出措施協助企業復工復
產，而且該行財務狀況穩健，撥備覆
蓋率有近200%，撥備達500億元，
足以消化不良貸款。

工行：「疫情融資」逾1500億

部分內銀年度業績按年表現(單位：人民幣)
工行(1398) 中行(3988) 交行(3328) 重慶行(1963) 光大銀行(6818)

純利 3,122.2億元(+4.9%) 1,874.0億元(+4.06%) 772.8億元(+4.96%) 43.2億元(+13.1%) 374.4億元(+11.3%)

淨利息收入 6,069.3億元(+6%) 3,742.5億元(+4.04%) 1,440.8億元(+10.06%) 88.4億元(+28.6%) 1,019.1億元(+30.4%)

非利息收入 1,690.7億元(+10.8%) 1,757.6億元(+21.9%) 887.7億元(+8.07%) 28.87億元(-21.5%) -

資產減值損失 1,789.6億元(+10.7%) 1,021.5億元(+2.88%) 519.5億元(+19.5%) 36.14億元(+5.1%) 493.47億元(+37.7%)

每股末期息 0.2628元(+4.87%) 0.191元(+3.8%) 0.315元(+12.5%) 0.236(+53.2%) 0.214元(+32.9%)

不良貸款額 2,401.8億元(+2.17%) 1,782.3億元(+6.77%) 780.4億(+7.63%) 31.3億(+1.36%) 422.1億元(+9.8%)

資本充足率 16.77% 15.59% 14.83% 13% 13.47%
(+1.38個百分點) (+0.62個百分點) (+0.46個百分點) (-0.21個百分點) (+46個百分點)

製表：記者 莊程敏、周曉菁

■港股受疫情走向及救市消息而大上大落，全周累漲679點。 美聯社

■中銀香港總裁高迎欣在網上記者會上，感謝員工在去年社會事件及今年疫情期間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