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交所三改革 首推新股結算T+1

研十四五規劃 捉緊政策紅利

宏利上季新業務價值跌14%

長和落實912億售歐洲鐵塔
【大公報訊】長和（00001）落實

將旗下CK Hutchison Networks發射
塔資產與業務的間接權益，以100億歐
元（約912億港元）的代價售予歐洲無
線電訊及廣播基建營運商Cellnex
Telecom。長和相信，有關出售可釋
放旗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CKHGT發射
塔資產與業務的潛在價值，又透露擬
將部分所得款項分配至市場股份回購
計劃。

長和公布指，CKH Networks目
前持有CKHGT在奧地利、丹麥、愛爾
蘭、意大利、瑞典及英國的歐洲電訊
發射塔資產及業務權益。該筆100億歐
元的交易中，其中約14億歐元透過
Cellnex配發新股支付，約等於Cellnex
股權約5%，餘額則以現金支付。
CKHGT在丹麥及瑞典的夥伴，預計將
在CKHGT收款後分得總代價的5%。

長和強調，有關交易可釋放

CKHGT及長江和記歐洲發射塔資產與
業務的潛在價值，同時加快CKHGT的
跨國網絡推出5G服務。集團指，近年
長和的股價並未充分反映其電訊業務
的價值，是次交易有助局部釋放其相
關業務的價值。

除變現重大資本收益及淨現金收
益外，交易將大幅降低長和的財務負
債淨額，並加強其財務狀況。根據此
次交易經調整後，長和截至6月底債務

淨額對總資本淨額比率，將由25.1%
下降至14.9%。交易亦可提升長和與
CKHGT的財政能力，以支持未來增長
和潛在的併購機會。

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寧表示
，很高興能與Cellnex成為長期合作夥
伴，同時為股東釋放電訊資產價值。
是次交易將提高集團的營運效率，加
快推進5G發展，亦有助集團把握日後
的商機，及為股東創造更大回報。

業 界 心 聲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內循環機遇多 港商籲政府支援北上

林宣武指出，內地市場非常龐大，
南北各地消費者品味有別，營運模式與
香港不同，要成功打入內地市場，必須
靠內地分銷商相助，但不少港商長期在
港處理業務，對內地消息和聯繫較少，
希望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能提供一定
協助。

對於美國要求香港製造之產品出口
到當地，需改用中國製造標籤，他表示
，有關改動不會影響香港再工業化發展
，且美國買家和香港廠家有長期合作的
關係，雙方又建立了足夠互信，故不會
因中美貿易關係緊張而破裂。

廠家有意在港建智能生產線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則表

示，過去一年半中小企面對頗多困難，
包括中美關係緊張、本港修例風波和新
冠肺炎疫情之衝擊，但指疫情後有許多
機遇，且有不少廠家有意在香港建立智
能生產線，以生產高增值產品，集中食
品加工、中藥、保健品、個人護理用品
行業等。

至於明年發展大勢，該局認為，將
主要包括：新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區域
經濟、加速虛擬服務轉型、發展非接觸

式技術、提升工作靈活能力、重視可持
續發展。

同時，為了協助港商掌握先機，該
局將於11月23至27日舉辦 「智瞻2021
」 大型網上論壇，以 「掌握先機 扭轉
困局」 為主題，薈聚業界翹楚及學者剖
析2021年企業轉型、技術創新及新經濟
發展的未來大趨勢，並做好充分準備，
利用新科技迎接2021年新經濟時代帶來
的機遇。一連五日的論壇費用全免，將
全方位探討利用新科技推動香港經濟的
新動力，包括再工業化、數碼商貿、可
持續性與綠色科技、未來領袖才能及5G
與物聯網。

活動首日將以 「智瞻領袖論壇」 揭
開序幕，由重量級嘉賓擔任講者，包括
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WeLab銀行董事
局主席及WeLab集團資深顧問陳家強、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香港科技園主
席查毅及林宣武，以 「中小企如何以技
術轉型，迎接新經濟？」 為題，由 「困
難2019」 、 「生存2020」 到 「新經濟
2021」 ，揭示再工業化、零售、金融、
貿易及科技等領域的發展趨勢，並剖析
新科技引發的商機及新商業模式，探索
中小企的營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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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打殘全球經濟，市場關注香港經濟何時走出谷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表示，若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能達到
預期效果，料明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將逐漸復甦，但要恢復至2018
年的景氣，則需時3年。他又說，國家積極推動 「內循環」 經濟
發展，但港商普遍不熟識內地市場，期望港府撥出資源和建立平
台，協助港商尋找內地分銷商並尋找商機。

經濟 責任編輯：龍森娣
美術編輯：李慕之B1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經濟專題 投資全方位 城市地圖 大公園 小公園 體育

經濟回到疫前要三年 疫苗成關鍵

港交所籌備三項大計
•一、推出新股結算平台，將新股上市
交易日距離定價日的 「T+5」 結算周
期，縮減至 「T+1」

•二、完善上市制度，就企業版同股不
同權的具體執行方法，在合適時間再
推出諮詢

•三、拓寬滬深港通的投資範圍，讓第
二上市的港股和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
公司納入港股通投資範圍

【大公報訊】由於疫情改變了採購
模式和習慣，貿發局推出升級版 「貿發
局採購」 平台，並將於11月16日至27
日舉辦 「秋季採購匯丨網上展」 ，協助
中小企適應疫後數碼新常態及新採購模
式。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面對疫
後新常態，港商普遍會調整營商策略，
包括擴展網上分銷渠道和善用網上營銷
，亦會開拓新市場及加快應用科技。

周啟良提到，今年全球已有超過
4000項實體展覽延期或取消，估計
3000億美元（約2.3萬億港元）訂單生
意受到影響，令不少原依賴實體展覽進
行推廣的企業帶來沉重打擊。為助中小
企更快適應新常態，加速數碼營銷步伐
，貿發局10月底更新網上採購平台 「貿

發網採購」 。透過人工智能，協助配對
廠商及買家。他指出，未來即使疫情過
後，貿發局仍會採用網上以及實體展覽
並行的方式。

貿發局早前預測今年香港出口將下
跌10%，惟貿易活動在第三季明顯增加
，令首九個月出口只下跌4%，9月出口
貨值更是按年升9.1%，周啟良相信全
年出口表現將會好過預期數字，惟暫時
未打算調整預測。另外，有見宅經濟興
起，智能家居產品有較大需求，電子、
玩具業廠商也對市道前景有較大信心。

「秋季採購匯丨網上展」 ，33個國
家和地區的2600家供應商參與。展覽將
展示來自11個行業的供應商產品，並為
買家提供一站式採購平台。

【大公報訊】距離離任尚餘一個
多月的港交所（0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發表網誌談及港交所目前正籌
備3項大事，包括計劃推出新股發行資
訊平台，縮短新股結算周期至 「T+1」
，並會在適當時候公布企業版同股不
同權的進一步諮詢，以及將第二上市
的港股和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納
入港股通投資範圍。李小加指出，有
些已經接近收穫期，所以希望近期就
能聽到一些好消息。

新股發行無紙化
李小加形容，2020實在是魔幻的

一年，儘管面臨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
，但剛剛公布的第三季業績多項經營
指標都創出了歷史新高。這是經過幾
年的辛勤耕耘，今年在特定的天時和
地利環境下恰好收穫了這些種子長成
的果實。目前港交所籌劃的第一件大
事是計劃推出新股結算平台，目前香
港的新股上市交易日距離定價日通常
長達5天，而很多國際市場都可以做到
「T+1」 ，如果遇到造成市場波動的國
際大事發生，結算周期肯定會令新股
市場價格反應滯後，影響市場效率。

因此，李小加表示，交易所正計
劃推出一個新股發行資訊平台，通過
技術改革實現：程序簡化、完全無紙
化、結算周期大大縮短以及減少新股
申購預繳凍結資金。這項改革一旦完
成，將會大幅提升香港新股市場的定
價效率，尤其是大幅減少新股申購凍
結資金，可以消除目前新股發行對於
香港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帶來的不必要
波動，並為將來新股發行制度的進一
步改革創造條件，從而提升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長期競爭力。

第二件大事就是關於上市制度的
持續完善與擴容，由於市場原則上支
持容許企業可享有不同投票權，但是
具體如何執行有許多不同意見。李小
加稱，上市制度的安排也必須與時俱
進，所以還會在合適的時候發起有關
諮詢。

第三件大事則是拓寬滬深港通的
投資範圍，尤其是將符合一定條件的
第二上市的港股和未有收入的生物科
技公司納入港股通投資範圍。李小加
表示，一直在與內地合作夥伴及監管
機構討論將它們納入港股通投資範圍
，為兩地市場的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投

資機遇。另外，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例如能不能從現在的二級市場延
伸到一級市場，能不能從現貨市場延
伸到期貨市場，都非常值得探索。如
果要從現貨延伸到期貨市場，香港要
走的第一步應是豐富自身期貨產品。

李小加表示，以上這些大事都不
是一天兩天就能做成的易事，但卻對
香港市場未來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所幸已經籌劃很久，有些已經接近收
穫期，所以希望近期就能聽到一些好
消息。強調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只要堅持播種希望、精心耕耘，就
一定可以持續收穫美好的未來。

【大公報訊】宏利（00945）公布
2020年第三季業績。季內新造業務價
值錄得4.6億加元，按年下跌14%；歸
屬股東收入淨額為21億加元，上升13億
加元；而核心盈利則下跌6%至15億加
元。集團並宣布派季度股息每股0.28加
元。期內新造業務下跌，集團指，主要
由於香港方面年度化保費等值銷售額錄
得跌幅及利率下降。

面對新冠疫情，宏利香港2020年
年初至今的核心盈利為45億港元，較
2019年同期增長10%；2020年第三季
核心盈利為16億港元，較2019年第三

季增長15%。而年初至今的新造業務價
值錄得26億港元，按年下跌13%；第
三季新造業務價值錄得9億港元，按年
下跌35%。宏利香港及澳門首席行政總
監戴明鈞表示，儘管香港受第三波疫情
影響，尤其在7月及8月期間，經濟出現
放緩，但公司仍能連續第十三個季度錄
得季度核心盈利增長。隨着疫情在9月
漸趨穩定以及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
銷售勢頭迅速回升。本地市場對保障及
退休產品的強韌需求，加上公司所推出
的一連串客戶優惠，均為9月份的保險
業務注入增長動力。

一場新冠疫情令全
球經濟受挫，但同時發
展出不少新機遇，例如
推動了虛擬服務轉型、
遙距工作及網店等，相
關技術及習慣將在疫後

持續左右各國消費，故港商應好好作
部署，若能迎接疫後商機，說不定是
另一次轉型的好機會。

談及未來部署及發展機遇，則不
得不提及 「十四五」 規劃，其重要性

值得香港各界額外注重，主因是目前
歐美各國疫情不斷惡化，唯獨中國早
已走出疫情影響，更成為經濟最早走
入復甦之路的國家，可謂商機處處。
因此，若細心拆解 「十四五」 規劃之
箇中玄機，則可借助政策東風而起，
投資便能無往而不利。

再者， 「十四五」 規劃內容涉及
各行業，仿如尋寶地圖般重要，冀港
府能向大學或研究機構撥款，研究各
行業的不同機遇，讓港商懂得跟着政

策走，充分享受政策紅利。同時，本
港的大學、生產力局及商會等，應舉
辦研討會，邀請內地專家或行業協會
代表參與，協助解釋有關資訊。

另外，內地大力推動內循環發展
，香港出口企業要考慮如何將出口轉
為內銷，當局則應支持企業建立品牌
，並打進內地知名電商平台，冀憑着
香港品牌質量超卓、設計及售後服務
出色等優勢，能在這個潛力無限的內
銷市場殺出一條血路。

▲長和落實出售歐洲發射塔資產

貿發局料港今年出口勝預期

1

2 5

3

4 疫下員工
遙距工作

改變傳統
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