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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董事憤怒：「如被槍指嚇」
英監管局代撰聲明 高層傳討論遷冊

匯控(0005)及渣打(2888) 4月1日愚人節
當日宣佈，因應英國監管當局要求，暫停
派發原屬股東囊中物的2019年末期股息，
消息震撼市場。昨日外電更大爆內幕，指
英倫銀行還迫令匯控等，取消今年的派

息，英倫銀行的干預令到匯控一些董事會成員和高層感到
震怒，要求集團重新考慮遷冊回香港。

英監管不確定加劇 港可預測
匯控屈從英國的監管壓力而叫停派息，有分析指出，這

一方面是要銀行保留更多現金，應對疫境，是防範出現系
統金融風險的審慎之舉；但另一面，也等於說，英國的銀
行需支持英國的經濟，並以英國的企業及國民放貸為首要
考慮，股東的利益「靠邊站」。英倫銀行甚至還要求銀行
今年不要向高級管理層派發花紅。

這些決定出自一向奉自由市場為圭臬的英國所發出，無
疑突顯了匯控的投資者，同樣需要面對英國「有形之手」
干預的政策風險。市場人士認為，相對而言，香港金管
局的可預測性較高、干預市場運作的機會極低，在規避
政策干預的風險下，匯控應再考慮遷冊回港這個問題。

亞洲股東數目已超英國股東
美銀美林的研究報告就指，匯控的亞洲股東數目已超越英

國的股東，而在英國脫歐及金融危機之後，英國已經不再是
機構風險敞口的場所。匯控在英國註冊變得更加不合時宜，
認為倫敦監管不確定性加劇，將令市場開始重新討論集團的
遷冊問題，因為香港的監管已被證明保守及可預測。

匯控今次遭英國迫令取消派息，引發了投資界的高度關注
及口誅筆伐，有外資的基金從業員更指出，同樣需面對政策
風險的內地銀行，其息率及盈利前景都較匯控佳，而內地也
未曾干預過內銀的派息，哪為何還要繼續投資匯控。若匯控
不重新考慮遷冊的問題，實難以向廣大股東交代。

「不必由外資主導港銀行業」
前特首梁振英昨在fb上說得更直白，「中國人在匯豐眼

裡，只有客戶，只有市場，沒有中國政府，沒有香港特區
政府，也沒有值得栽培成為全球性管理人才的中國人
員」，「匯豐大賺中國人的錢，但在孟晚舟事件、星火同
盟和612 基金借用他人在匯豐的戶口等問題上取態如何，
大家也是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他認為，匯豐在中
國包括在香港的業務沒有不可被取代的地方，香港沒有必
要繼續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由在外國註冊的外「資」銀行
主導本地銀行業的金融中心。

港貢獻巨 大灣區成業務重心
其實，匯豐作為本港最大且歷史悠久的銀行，在港僱員

達3.1萬人，佔整個集團13%人手，但卻貢獻匯控去年列賬
基準稅前盈利達115.14億美元，佔集團整體列賬基準稅前
盈利198.9億美元達58%。反觀英國業務，去年只為集團貢
獻17億美元。此外，在註冊股東中，有28%是來自香港，
11%是內地股東，亞洲區的股東比例相信遠超英國股東。

此外，匯豐未來的業務重心亦放在大灣區和東南亞。故
此，匯控繼續在英國註冊，接受英國法例的監管，都已經
不合時宜，今後或許會做出更多對多數亞洲股東不利的決
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臨脫歐監管風險 5年前已提遷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匯控(0005)史

無前例暫停派發股息，除了令一眾小股東失望
之外，外電報道指匯控部分董事會成員和高層
對英倫銀行的要求也感到非常憤怒，呼籲重新
討論遷冊香港。今次是匯控繼2016年後，再傳
出重提遷冊問題。
獅子行於1865年在香港成立，該行於1992

年併購英國米特蘭銀行（Midland Bank），由
於香港與倫敦銀行監管架構有別，若不遷冊英
國難以完成此宗收購，加上香港1997年回歸在
即，匯控最終決定於1993年將總管理處遷往倫

敦，從香港遷冊英國。
隨着英國金融業監管進行改革，建議向銀行

界徵重稅，及至2015年4月，亦即英國舉行脫
歐公投之前一年，匯控開啟討論遷冊回港之
事。但經過長達逾10個月討論之後，匯控於
2016年2月宣佈決定將總部留在倫敦不遷冊來
香港，並同時訂下的「以倫敦為總部、以亞洲
為主」的策略重心。

回港有助加深與內地互信
當年有分析指，匯控開啟討論遷冊回港，是

有助匯控與內地建立更深厚的互信關係，而且
中央政府一向希望匯豐銀行遷回香港，以提升
內地在金融國際間的地位，惟及後匯控考慮到
遷冊回港的政治風險，最後也選擇將總部留在
倫敦。
香港與亞洲其他地區為匯控盈利主要貢獻來

源地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平保(2318)又是匯控
第二大單一股東，而且脫歐之後的英國，前景
非常不明朗，所以經歷今次事件，部分匯控董
事會成員和高層要求重啟討論遷冊回港一事，
也是合情合理的。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匯控（0005）等7家英資銀行停派息

風波鬧大，外媒昨大爆內幕，指英倫銀

行旗下英國審慎監管局（PRA），不單

限時要求各銀行接納當局的建議及發表

不派息聲明，甚至還替它們草擬了聲明

初稿。報道指，匯控一些董事會成員和

高層對此感到憤怒，形容有如被槍指

嚇，要求集團重新考慮遷冊回香港。匯

控昨日則回應指，該行無討論過檢視總

部所在地，也沒計劃啟動相關討論。匯

控股價再跌2.63%，惠譽並將匯控的評

級由穩定下調至負面，以反映疫情對經

濟打擊，令該行下行風險顯著增加。

洲際月中停業裝修 遣散700員工

■尖沙咀香港洲際酒店將要進行大裝修，大部分
員工將被遣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包括匯控、渣打（2888）在內的7間英國銀
行日前齊齊宣佈年內暫停派息，而英倫

銀行旗下英國審慎監管局（PRA）致函7大銀
行施壓的信件亦曝光。外媒報道指，在各大銀
行決定年內不派息不回購後，PRA再發函要求
各銀行取消派發2019年的末期息、停發高層現
金花紅及調整應計款項等，並要求銀行在3月
31日限時前答應要求，如果銀行不執行，當局
將考慮使用監管權力。

初稿內容與匯控聲明相似
PRA更為各大銀行草擬了不派息的聲明初

稿，作為它們發表聲明時參考。從曝光的信件
看，PRA的初稿內容與匯控前日發表的聲明相
似，指董事會同意今年不派息不回購的決定。
PRA在聲明中提到，在最近壓力測試中，當地
銀行資本水平強勁，相信足以應付全球經濟嚴
重衰退以至金融市場動盪的影響，雖然決定令
股東未能獲派股息，但強調銀行在經歷經濟動
盪時需要就支援經濟發揮獨特作用，以及當局
採取的特殊措施中，有關決定是明智的預防措

施。

匯控回應：無意重研遷冊
英國《金融時報》昨引述消息人士指，匯控

董事會及管理層對英倫銀行的上述干預行為極
為不滿，形容英國監管機構猶如「揸着槍指嚇
董事會」，當中有人稱：「英方如把槍口放在
管理層的頭上，這實在太差勁（For the regula-
tors at the Bank of England to put a gun to
the head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terri-
ble）。派息與否是由我們決定，我們不應該待
在英國，要求遷冊的聲音開始增加了。」其中
一位有支持返港的高層表示，即使集團業務穩
健，英方仍然有如此決定，明顯是要匯豐「示
弱」，這個要求實在令人非常懷疑。
消息人士指，英倫銀行要求銀行暫停派息，

是希望節省資本，在疫情下有足夠貸款「救
國」。
匯控發言人昨日則回應稱，該行沒有討論過

檢視總部所在地，也沒計劃啟動相關討論。匯
控主席杜嘉祺在周三的電話會議中，被問到有

關遷冊問題時，他指集團現
時無意遷冊。

傳曾致電平保等股東解畫
匯控叫停派息後，有傳杜嘉祺曾致電多名主

要股東，解釋不派息決定，包括第二大股東平
保（2318）董事長馬明哲。而內媒報道指，平
保表示已經關注到有關信息，又指公司對匯控
的投資佔平安險資總投資比例不到2%，暫時
不分紅的影響可控。
匯控前日大跌一成，昨再跌2.63%，收報

38.9元。惠譽昨下調匯控評級至負面，該行預
期，疫情將會拖累今年環球經濟大幅下跌，
料英國今年經濟將收縮4%，雖然英國監管機
構先後向私營企業推出支援措施，但相信銀
行資產質素將會減弱、盈利受壓、貸款撥備
增加，以及淨息差亦將受壓。不過該行亦認
為匯控的財政狀況仍穩健，而核心盈利、資
產質素、資本化比率均表現強勁且遠高於監
管要求，相信匯控有空間可以消化財務轉壞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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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銀行旗下英
國審慎監管局代撰
的不派息不回購
股份聲明。

■英倫銀行旗下
英國審慎 監 管
局 致 函 匯 控
信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訪港旅客急挫，亦重創酒店業。已
開業40年的尖沙咀香港洲際酒店將於本月
20日停業進行裝修，為期30個月，於2022
年重新開業，到時將改回舊稱「香港麗晶酒
店」。消息指，該酒店昨日下午3時在員工
大會宣佈停業時間表，大部分員工將被遣
散，按年資賠償。不過，該集團指，旗下員
工於日後酒店重新開業時，可獲優先聘用。

工聯會籲善待員工
工聯會屬會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昨晚發

聲明，「本會收到香港洲際酒店將於5月1日
遣散約700名員工，本會深感遺憾。」聲明指
出，明白因疫情嚴重，致令酒店入住率跌至新
低，酒店經營相當困難，但作為大集團，香港
洲際酒店理應履行社會責任，盡量以任何方式

保留員工，該集團數天前已遣散另一酒店幾
十名員工。該協會希望洲際能盡量保留原有
員工，或調至旗下集團其他崗位。如遣散員
工，必須給予員工優於法定補償，或待疫情過
後優先以原薪金/福利再次聘用。
該協會又建議政府盡快設立緊急失業援助

金， 以工資中位數8成計算，上限14,000
元，最多可獲發放6個月，以幫助有需要的
員工渡過難關。

員工最多獲賠4個月薪金
據香港洲際酒店員工透露，酒店昨日下午

舉行員工大會，管理層於會上公佈，酒店內
只有中菜餐廳欣圖軒保持營業，但由於裝修
時間較預期長，大部分員工將會被遣散。據
了解，最後上班日期為 5月 1 日「勞動
節」；5年以下資歷的員工獲1個月薪金賠

償，5至10年獲賠償2個月薪金；10至15年
獲賠償3個月薪金；15年以上則獲4個月人
工。記者到酒店的官方網站嘗試訂房，發現
4月20日之後的房間已沒法預訂。

後年重開再以「麗晶」命名
香港洲際酒店新聞稿指，酒店將進行30

年以來最大翻新，委任盧志榮為建築師及設
計師，2022年重開，會改名為「香港麗晶
酒店」(Regent Hong Kong）。酒店內的中
菜餐廳欣圖軒將會在整個翻新過程中繼續開
放，顧客可通過毗鄰的K11 Musea進入。
在閉店重裝項目啟動後，員工將盡可能被安
排在洲際酒店集團旗下其他酒店，在之後酒
店重新開業迎客時，他們也將被優先考慮再
次加入酒店。
事實上，洲際酒店經歷過兩度易手，尖沙

咀香港麗晶酒店（The Regent
Hong Kong）早於1980年開業，直
至2001年5月大業主新世界發展為
解財困，以3.46億美元（約27億港
元）將其售予英國酒店集團巴斯酒
店（Bass Hotels and Resorts）。巴
斯酒店為洲際酒店集團的前身，其
後洲際酒店集團完成收購酒店物業
及其業權後改以旗下的「洲際」品
牌營運酒店。

酒店近廿年經歷兩度易手
2015年7月洲際酒店集團再以9.38億美元

(近73億港元)沽出業權，新買家為基匯資本
及建生國際，以成交價計算，平均每間客房
約1,447萬元，成交總額及房價均創全港酒
店買賣紀錄。洲際酒店集團出售後仍保留該

酒店未來37年管理許可權及三次管理合約
延期權，估計管理合約將至少長達67年，
預計每年收取約800萬美元（約6,240萬港
元）管理費。
新買家原計劃於2017年進行為期18個月

酒店大翻新，其後洲際酒店集團宣佈工程將
於2020年進行，2022年重新開業，並將易
名回香港麗晶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