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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0493)創始人黃光裕昨日假釋

出獄，在香港和內地上市的多隻國美

系股份即被炒起，國美零售一度炒高

近25%，全日仍升17.4%報1.62元；

同系的國美金融科技(0628)更誇張，

股價一度爆衝69%，全日仍升47.3%

報1.09元。市場人士指出，黃光裕一

直是國美的主心骨，隨着電商企業近

年冒起，國美在商業模式上相對落後

於競爭對手，但國美在5月底公布向

京東(9618)以近38%溢價發行可換股

債券後，令市場對黃光裕的復出抱有

一定的憧憬。

■ 市場憧憬黃光裕出獄
後重掌國美，能令集團翻
身，國美系昨日全線大升。

資料圖片

黃光裕出獄憧憬翻身
國美概念全線炒起 國美金融科技爆升47%

昨晚7時25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官方微信公號「京法網事」發布消

息稱，2020年6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
級人民法院根據刑罰執行機關的報請，依
法裁定對黃光裕予以假釋，假釋考驗期限
自假釋之日起至2021年2月16日止。

電商崛起 國美大落後
在黃光裕坐牢前，內地的電器零售商市
場主要由國美及蘇寧瓜分，後來電商模式
冒起，京東便成了電器連鎖企業的主要對
手，再後來淘寶和天貓在電器銷售也迅速
崛起，互聯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購買電器
的主要渠道。
目前在電器零售業的格局
上，京東和騰訊(0700)是戰略
同盟，蘇寧則和阿里巴巴
(9988)組成戰略同盟，只有國
美在此方面遠遠落後。在
2019年，蘇寧營業收入達到
2,692億元人民幣，而當年國
美的營業收入不足600億元人
民幣。至於京東同年的營收，
更高達5,769億元人民幣。
不過，繼拼多多以2億美元
入股國美後，國美再於5月底

宣布向京東發行1億美元的可換股債券，
且轉換價為每股1.255港元，較國美之前
的股價有高達38%的溢價，若該批債券全
部兌換為新股，將佔國美擴大後股本的
2.8%。此外，國美也與京東訂立了戰略
合作協議，這便讓國美的未來有無限可
能。分析員認為，若國美能與電商更深度
合作，國美或許能翻身。
港股方面，經過周二的急升後，很多股

份獲利回吐。昨日上升的股份只有831
隻，而下跌的則多達924隻。恒指先升後
跌，25,000點得而復失，收市報24,781
點，跌125點。在沒有「北水」下，港股

成交仍達1,156億元。國指則跌0.6%，收
報9,936點。

騰訊升見505元 收市倒跌
騰訊昨日曾升至505元再創新高，但獲

利盤兇猛，最後要倒跌1.33%，以490.8
元全日最低位報收。匯控(0005)據報因虛
假承諾被告，涉及13億英鎊，全日跌
1.2%。
除騰訊外，其他主要新經濟股均造好，

網易(9999)升2.6%，京東升2.1%；美團
(3690)再創180元上市新高後，升幅回順
至0.9%，僅報178.4元。港交所(0388)在

升至321.8元破頂後，同樣
被獲利盤推低，全日要倒跌
0.7%。
手機股向好，瑞聲(2018)
升5.4%，是表現最佳藍籌，
緊隨其後的舜宇(2382)亦升
2.9%。至於小米(1810)升幅
更達 9.1%，同系的金山
(3888)亦升3.6%。不過，晶
片股高位見阻力，中芯
(0981)曾升過7.6%，最後僅
升3.8%報27.45元，但已經
返回2004年發行價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國美(0493)
創辦人黃光裕曾經是內地最年輕的首富，人
生經歷相當精彩。他16歲輟學開始出售半
導體收音機，1987年創辦國美電器公司，
從此建立曾經被喻為全國最大的連鎖電器王
國的國美，2005年更被中國《胡潤百富》
雜誌列為首富，惟2008年黃光裕因非法經
營、內幕交易等罪行被判14年監禁，罰款
6億元人民幣，沒收財產2億元人民幣，其
妻子杜鵑亦以相關罪名遭判刑。
現年51歲的黃光裕為廣東潮汕人，於

1987年創辦國美電器，2004年國美借殼
鵬潤在香港上市，2004年、2005年、
2008年，黃光裕曾三度問鼎胡潤百富榜
的內地首富，風頭可謂一時無兩。惟在
2008年11月，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北京警
方拘查。2010年5月中，法院宣判黃光裕
因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
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同年8月底二審宣

判，黃光裕維持原判，其妻子杜鵑改判緩
刑獲當庭釋放。坊間流傳，杜鵑曾承諾，
等老公出來時，要給他一個更好的國美。

電器王國期待翻身
到了2016年5底，黃光裕獲減刑11個

月。惟他入獄後，國美的經營持續陷入低
谷，而杜鵑以一人之力，撐起了國美的半
邊天，過去曾有消息指出，雖然黃光裕身
在獄中，但國美有重大政策仍由他來決
定。其實，坊間過去曾多次傳出他出獄消
息，每次都刺激國美系股份波動。
內地媒體報道，國美內部早在一年之

前已開始部署準備黃光裕出獄的有關事
項，不少人甚至視2020年為「黃光裕的
回歸之年」，而在2019年甚至更早的時
候，國美內部就開始在內部管理結構上進
行了一系列調整，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迎
接黃光裕的即將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多隻中資股排
隊來港上市，加上半年結將至，資金繼續泊港，
帶動港匯走強。港匯昨兩度觸發7.75強方兌換保
證，促使金管局入市分別沽出11.39億港元及
39.53億港元，單日累沽50.92億港元，料本港銀
行體系結餘下周一（29日）增至1,316.09億港
元。而新一輪接錢行動自4月下旬開始起計，金
管局已21度入市。

市場料拆息進一步回落
雖然市場流動性增加，但半年結將至，利好利
淡因素爭持下，港元拆息昨個別發展。其中隔夜
息微跌至0.11786厘，與供樓按息相關的1個月拆
息亦微跌至 0.47262 厘，3 個月拆息則跌至
0.82167厘。長息方面，半年期拆息報1.05821

厘，1年期拆息報1.33137厘。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表示，在本港銀行

體系結餘進一步增加下，料將引導港元拆息全面
回落，未來一旦短暫因素消退，如半年結、新股
招股凍資效應及派息潮等，料港元拆息將進一步
回落。
李若凡又指，就中期而言，在本港銀行體系結
餘已明顯增加的情況下，料一系列因素包括頻繁
的新股集資活動、虛擬銀行間競爭、潛在政治風
險以及季節性因素，對港息的影響或逐漸減弱。
另外，繼阿里巴巴 （9988） 、網易 （9999）

及京東 （9618） 先後回流來港上市後，傳再有
多隻中概股將在港上市，包括在內地經營肯德基
和必勝客等品牌的百勝中國、快遞公司中通快遞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疫情
下消費者習慣改變，不少人轉用數碼化
服務。滙豐香港昨表示，該行今年首季
數碼零售銷售總額按年增加63%，今年
首五個月該行數碼渠道的每月平均股票
交易額較去年增長超過50%，而透過香
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提交開戶申請
方面，今年5月申請數目錄得按月約
25%增幅，超過九成新客戶均為40歲以
下。

7成港人每年投資逾2次
滙豐調查顯示，港人善於靈活運用數

碼工具投資理財，近七成港人每年至少
投資兩次，而新加坡則只有四成。同
時，接近三分之二港人通過個人電腦、
手提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在網上

進行短期投資，而透過數碼渠道作長期
投資和設立月供投資計劃的港人分別逾
75%和56%。相比之下，只有少過五分
之二的新加坡人透過數碼渠道進行投
資，作短期及長期投資分別為39%及
33%。

僅半數港人用流動支付
調查亦顯示，只有61%港人表示會透

過手機應用程式查看賬戶餘額，較新加
坡的75%為低。另外，僅一半港人會使
用流動支付或轉賬，低於新加坡的
67%，反映香港銀行客戶以數碼渠道處
理日常理財未如新加坡普及。
另外，支付服務提供商Worldpay發表

最新全球支付報告，發現本港線上支付
習慣正在轉變，銀行轉賬和電子錢包使

用率持續上升，其中複合年增長率分別
為12%及11%，同時預計至2023年香港
的電子商務市場價值將超過250億美
元。
報告顯示，港人普遍使用信用卡購

物，其中40%和45%分別為網路購物和
店內消費。Worldpay預計，以銀行轉賬
及電子錢包作支付，料至2023年將會佔
整體網購48%，同時，預付方式、扣賬
卡和貨到付款將被本地消費者逐漸淘
汰，分別以27%、14%和13%的複合年
增長率下降。
有別於其他亞洲市場如日本，香港消

費者對「先購物，後付款」的購買方式
似乎還有猶豫，其中原因可能是香港人
一般擁有多張信用卡和預付卡，平均一
個人有高達8張類似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及主席李
澤鉅再度增持長實(1113)股份，
透過李嘉誠(環球)基金會全資擁
有之公司，分別於6月18日、6
月19日、6月22日及6月23日
以平均價每股介乎約46.9至47.2
元，購入132.95萬股長實股份，
涉資6,273.34萬元。增持後，李
嘉誠持有長實股份由35.17%增
至35.2%；李澤鉅則由35.23%
增至35.27%。
李嘉誠及李澤鉅父子自今年3
月20日起已斥資20.08億元連番
增持長實股份，期內在長實的股
權累積增加了1.27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證監會公布
《2019至20年報》，在截至3月底的年度
數據內，該會共審閱了303宗上市申請，監
督359宗與收購有關的交易和申請，當中介
入了35宗上市申請，認為當中可能存在嚴
重的披露問題或影響公眾利益的問題，介入
IPO個案較前一年度大增84%或16宗。此
外，該會又公布，繼2014年開通股市「互
聯互通」機制後，已着手引入其他互聯互通
項目，並會首先推出有關跨境買賣上市債券
的新措施。

與內地洽債券通機制
證監會主席雷添良及行政總裁歐達禮表

示，現正與中證監及滬深交易所合作，為於
香港及內地交易所上市或買賣的合資格債
券，推出「債券通」機制。兩人在證監會年
報上又指，香港市場即使面對重重挑戰，仍
能一直保持穩健，但未來不能掉以輕心。
他們強調，香港長久以來，都是連接內地

與世界的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無可取
代，亦是香港賴以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隨
着各地經濟在全球金融環境經歷重大變化後
復甦，香港角色將更加重要。
另外，證監會又公布，就中介人失當行為

對20家公司和24名人士作出紀律處分，並
處以罰款合共4.79億元，較前一年度9.4億
元少，主要由於2018至19年，證監會重罰
瑞銀等4家保薦人，單計瑞銀，當時就被重
罰3.75億元。該會特別強調，證監會向持牌
人士的罰款，並不會落入該會，而是落入港
府庫房。
證監會的收支方面，上年總收入為15.91

億元，按年跌10%，令赤字達到3.75億元，
較去年9,500萬元赤字擴大。證監會解釋，
證券市場成交額減少，令徵費收入按年下跌
4%至14.31億元；其他收費的收入為1.63億
元，上升28%。證監去年營運支出為19.66
億元，按年增6%。
截至3月底止，證監會的儲備維持在67億

元水平，其中30億元已預留作日後可能購
置辦公室物業之用。

李嘉誠李澤鉅
再增持長實

滙豐：首季數碼零售銷售增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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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匯走強 金管局兩個月入市21次

■■ 金管局多次入市遏港匯金管局多次入市遏港匯，，令本港令本港
銀行體系結餘明顯增加銀行體系結餘明顯增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美系昨日股價造好
港股
國美零售(0493)

國美金融科技(0628)

A股
ST美訊(600898.SH)*

中關村科技(00931.SZ)*

ST金泰(600385.SH)*

*漲停 ■製表：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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