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股票市場今年開局不利，連
瀉不止，樓市亦蝕讓頻仍，其中元朗YOHO
TOWN一個低層兩房單位，業主持貨逾4年，賬
面蝕約108萬元離場。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彭成裕表示，業主現時
普遍願意減價沽貨，其中YOHO TOWN第1座
低層C室兩房單位，實用面積393方呎，業主於
去年底以600萬元放盤，其間多次主動降價至約
500萬元，日前見有買家洽購，雙方議價下再減
38萬元，終以462萬元成交，呎價約11756元。
據了解，業主於2019年底以570萬元買入單
位，持貨逾4年，現賬面蝕約108萬元，蝕幅約
19%。

中半山鳳凰閣1678萬沽損手近7%
另該行副區域營業經理張志波表示，中半

山鳳凰閣第1座中層A室3房單位，實用面積

1119方呎，業主放盤多時，叫價已下調至約
1990萬元，日前再劈價逾300萬元，連同一個
車位以1678萬元沽出，呎價約14996元。據
悉，業主於2017年初約以1800萬元連車位買
入，持貨近7年，現賬面蝕約122萬元，蝕幅約
6.8%。

股市今年首3周累跌近1500點，跌至近1.5
萬點邊緣，對樓市也有一定影響。中原地產亞
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近期股
市大跌，投資市場氣氛轉差，負面情緒逐漸影
響樓市，加上樓價走勢仍持續反覆向下，買家
多抱觀望心態，對入市傾向 「睇定啲」 。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指出，除
股市不濟，市場對美國減息的預期降溫也影響
市民置業意欲。中原及美聯各自統計的十大二
手屋苑周末成交分別錄得6宗及7宗，按周分別
跌約33%及30%。

香港銀行公會剛於上周四（18日）舉
行今年首次例會，隨即着手準備今年首個
外訪行程。銀行公會主席林慧虹表示，月
底將與香港金融管理局訪問泰國，與當地
的監管機構和商會會面，加強對外推廣香
港。除了泰國，她透露，今年內有機會再
出訪1至2個國家，加強國際連繫。

銀公擴朋友圈 月杪夥金管局訪泰
今年重點拓東南亞市場 有機會再出訪兩國

大公報記者 黃裕慶

香港銀行公會2024年工作重點
①透過加強對外推廣香港、加強國際連繫等，
進一步協助香港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角色，發揮 「超級聯繫人」 的功能

②鑒於詐騙投訴個案持續上升，銀行公會將加
強面向客戶與投資者的教育及保障

③繼續與監管機構保持溝通，支持香港的金融
科技發展，包括支持研究發展數碼資產的實
際應用案例，如mBridge、eHKD等

④繼續培育、吸引和挽留人才，以提高整體銀
行業的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整理

信資通三家服務機構簡介
環聯

前稱香港資信，由12間提供汽車及設備信貸融資的機構於1982年共
同成立，目的是分享租購的信貸資料。其後於1999年被TransUnion
International收購

諾華誠信

2017年10月18日成立，現時的股權多元化，包括香港的銀行、本地
金融機構、諾華誠信始創成員，以及國際信貸評級機構

壹賬通徵信

中國平安集團旗下金融壹賬通的公司，面向金融機構的商業科技服務
供應商，為金融機構提供 「技術＋業務」 的解決方案

銀行公會於年初時收集會員銀行
意見，歸納為四大工作重點（詳見
表），進一步協助香港鞏固其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是其中一項。

林慧虹表示，幾乎所有會員銀行
均認同須加強對外推廣香港，加強
國際連繫。九成會員銀行認同東盟
各國將會是今年加強合作的重點市
場，因此，除了一年一度的訪問北
京行程，銀公亦計劃訪問東南亞，
與不同市場的監管機構及商會會
面，交流最新的市場及政策發展，
擴大 「朋友圈」 。

泰國之行探討更多合作
今年外訪首站選擇泰國，林慧虹

解釋，本港的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
剛於上月與泰國的 「PromptPay」 互
聯，是雙方加強合作的好例子；她期
望透過訪問行程，探討更多合作機
會，同時也希望擴闊朋友圈，繼續說
好香港故事。

香港為防控疫情而封關三年，直
至去年3月才全面恢復對外通關，她
坦言仍需加強對外解說，形容有關工
作 「好有用」 。

在過去一年，香港積極發展新產
業、開拓新市場，例如推進與中東、
東盟等地區的合作。去年12月底，
銀行公會亦與阿聯酋銀行聯合會
（UAE Banking Federation）簽訂
合作諒解備忘錄，進一步增強兩個司
法管轄區銀行業聯繫。至於今年會否
出訪中東地區，她說有待與金管局再

作溝通。

理財通2.0或上半年推出
銀行業界近年積極拓展大灣區業

務，為配合 「跨境理財通2.0」 、數
據跨境流動等政策的實施，銀行公會
亦積極準備。粵港澳三地的金融監管
部門上月就落實 「理財通2.0」 的細
節安排諮詢業界意見，林慧虹表示，
公會對理財通2.0的方向表示歡迎，
又指現時仍有一些細節安排有待釐
清，期望可於今年首季收到監管部門
的相關意見，令整體流程更為順暢、
容易執行。至於正式實施日子仍有待
討論，她希望可於今年上半年推出。

香港宏觀經濟與銀行業經營環
境息息相關，展望今年，林慧虹坦
言本港仍然面臨多項不穩定因素，
例如環球貿易、利率環境，以至多
個國家均舉行大選等等。儘管如
此，她形容本港銀行的資產質素維
持穩健，公會將會密切注視形勢發
展，迅速應變。

提升防騙措施保障客戶
銀行公會今年另一項工作重

點，是加強保障消費者和投資者。
林慧虹說，會員銀行認同應善用科
技，提升防騙措施及客戶保障，例
如使用可疑識別代號警示、銀行間
資訊交換等。根據香港警方公布的
數字，當局於2023年首11個月共
接獲37,238宗騙案投訴個案，按年
顯著上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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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達沃斯之行成功 推介香港新機遇
【大公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在網誌中分享，瑞士達沃斯之行
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一是說好香港
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二是擴大了
香港的朋友圈，建立更多的聯繫，
為日後展開更深入的交流和合作打
好基礎；三是為香港未來招商引
資、開拓新市場的工作鋪路。他又

稱，財政預算案會在充分兼顧公共
財政狀況下，盡力推出適當平衡的
措施。

政商領袖認同多邊貿易
陳茂波表示，過去一周，在瑞士

達沃斯參與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與會
者超過3000人，分別來自超過120多
個國家和地區。其間，他與不同國家
的政府首長、財金官員、國際組織的
主要負責人，以及工商專業界代表會
面，除了討論雙方關心的議題外，也
向他們介紹香港最新的經濟和社會狀
況，以及新的發展機遇。

陳茂波總結行程指出，達沃斯
之行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其間說好
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並向與

會的政商領袖詳細介紹，中國經濟
長期向好的總體趨勢不會改變，中
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不移，
並將繼續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強大
動力；另一方面， 「一國兩制」 在
香港將長期實施，香港會繼續發揮
好聯繫國家和世界的重要門戶、橋
樑和平台角色；同時，特區政府會
加大力度推動金融和創科發展，以
作為本港未來的 「雙引擎」 ，並通
過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助力區內綠
色轉型，穩慎推進數字資產等新興
領域的發展，而且積極招商引資、
吸引人才，以促進本港經濟朝更高
質量發展。

面對充滿挑戰的前景，陳茂波透
露，今次許多與會的政商領袖都認

同，全球各地應該通過加強溝通、促
進重建各地之間的互信，致力重回以
世貿為核心、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
體制，共同努力促進自由貿易和投
資，這樣全球經濟才能更好復甦，達
至更互利、更普惠的可持續發展。

預算案將推措施鞏固信心
面對外圍種種不明朗的因素，他

坦言香港作為細小、全開放型的經濟
體，短期內也無可避免面對一定挑
戰。在籌備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時，特區政府會繼續密切注視經濟情
況的最新發展，在充分兼顧公共財政
狀況下，盡力推出適當平衡的措施，
致力保持香港的經濟活力，同時鞏固
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業主頻減價 YOHO TOWN兩房四年蝕百萬



責任編輯：譚澤滔 美術編輯：湯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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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之行達到三大目標
① 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

② 擴大了香港的朋友圈，建立更多
的聯繫

③ 為未來招商引資、開拓新市場的
工作鋪路

▲陳茂波（左）在瑞士達沃斯之行，說好香港故
事、說好中國故事，擴大了香港的朋友圈。

▲

林
慧
虹
表
示
，
銀
公
希
望
擴
闊
朋
友
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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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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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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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轉數快上月與泰國的PromptPay互聯，銀
公希望雙方在其他方面加強合作。

林慧虹：信資通續測試 臻善始出台
【大公報訊】香港金管局近年與本

港三個行業公會緊密合作，冀透過信貸
資料平台引入 「多家個人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模式」 （簡稱MCRA），惟至今仍
未正式實施，早前有報道指將會延遲面
世。銀行公會主席林慧虹表示，要令市
民對MCRA有信心，最重要是數據準確

和安全，行業公會不介意繼續測試，直
至符合相關要求為止，不會急於推出市
場。

香港銀行公會、香港有限制牌照銀
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和香港持牌放債
人公會去年11月將MCRA定名為 「信資
通」 ，並推出試行計劃。本地傳媒早前
引述消息報道，信資通在測試期間，發
現部分客戶數據未能及時更新，也有欠
準確，故稍後將會加推另一輪測試，然
後再決定何時正式投入服務，較原訂推
出時間（去年12月）有所滯後。

銀公研取消實體支票
另外，因應科技發展和市場轉變，

銀行公會已成立工作小組，深入探討支

票的未來發展路向，並會評估不同方
案，當中包括逐步取代實體支票的可行
性等。

林慧虹表示，在探討的過程中，公
會將仔細研究不同因素，例如用戶使用
支票（包括實體支票和電子支票）的習
慣及需要、可供選擇的其他支付方式
等。由於有關議題已討論多時，她期望
工作小組能於今年訂下相關路線圖計劃
（roadmap），然後展開諮詢。

林慧虹續說，銀行公會今年會繼續
與監管機構保持溝通，支持香港的金融
科技發展，包括支持研究發展數碼資產
的實際應用案例，例如mBridge（多種
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及數碼港元
（e-HKD）等。

▲YOHO TOWN低層單位業主，四年前以570萬元
買入，賬面蝕108萬元，蝕幅19%。

▶銀公不介意繼續測試
信資通，直至符合相關
要求為止。

焦點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