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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消息傳出，成立逾半個世紀的橙天嘉禾（01132）計劃出售中國香
港、中國台灣及新加坡戲院業務，刺激股價升57%。據報，橙天嘉禾正

與顧問研究出售事宜，並與潛在投資者進行接觸。不過，橙天嘉禾昨晚發公
告澄清，儘管董事會不斷評估可能為集團帶來裨益的各種戰略機遇，但現時
並無考慮關於出售業務的任何具體方案。

據外電引述消息人士稱，橙天嘉禾正
考慮以資產估值至少4億美元（約31.2億港
元），出售新加坡及中國台灣地區的戲院
業務，集團目前正與顧問就可能的賣產事
宜進行合作，並已與潛在投資者進行接
觸。至於中國香港的戲院業務亦有可能出
售，惟將取決於投資者的回應。據了解，
其他影院營運商及投資公司對有關業務感
到初步興趣，但目前的討論仍處於初步階
段。

在港擁10戲院 擬再添4間
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6月底，橙天

嘉禾在三地營運42間戲院，涉及338塊銀
幕，其中香港有10間戲院及37塊銀幕。根
據其中期業績報告，集團預期繼續開設新
戲院，計劃未來兩年開設4間新戲院。

事實上，早於3年前的3月8日，當UA
戲院宣布全線結業，市場已隨即傳出，橙
天嘉禾與內地媒體營運商洽商，出售旗下
香港的電影院業務。不過，橙天嘉禾當時
發公告澄清，並無計劃出售其香港電影院
業務。

橙天嘉禾前身為嘉禾影業，由 「電影
業大亨」 鄒文懷、何冠昌等邵氏兄弟僱員
成立於1970年，曾經簽約李小龍並拍攝
5部電影，包括《唐山大兄》、《精武
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及
《死亡遊戲》。後來邀得許冠文及許冠傑
加盟，出品《鬼馬雙星》、《天才與白
痴》、《半斤八両》等賣座電影，自創立

以來，製作及投資超過600部電影。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值香港電影業的

黃金期，嘉禾影業培育不少影壇明星，包
括張曼玉、鄭伊健等。在九十年代後期，
由於香港電影市場萎縮而走下坡，嘉禾把
重點轉移至經營院線。

公司主席持股逾七成
在1998年，澳洲Village Roadshow向

嘉禾提出敵意收購，鄒文懷最終以配股形
容，引入好友李嘉誠作為股東。在2004
年，內地商人覃輝洽購宏碁手上的嘉禾股
權，李嘉誠再度出手，以3500萬元購入宏
碁手上嘉禾股份，持股量增至20%，成為
嘉禾第二大股東。

經過多年發展，目前橙天嘉禾主席伍
克波及關連人士持股71.39%，按昨日收市
價計算，市值約1.3億元。

橙天嘉禾昨日開市不久狂飆超過1倍，
見0.087元的一年高位，收市報0.066元，
升幅收窄至57%，是升幅第二大港股。

橙天嘉禾股價飆57% 發公告否認賣產
傳放售港台星影院 與潛在投資者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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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天嘉禾經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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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截至2023年6月底止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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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營運商橙天
嘉禾（01132）傳出有意出售戲
院業務，據報新加坡及中國台
灣的戲院資產估值最少4億美
元，以此計算，相等於2022年
收益的4.5倍，還未計中國香港
的10間戲院，出價是否合理，
暫難定論。

雖然橙天嘉禾已澄清無出
售計劃，但戲院生意及電影製
作是否值得繼續投資？

香港票房有限公司資料顯
示，去年聖誕檔期票房收入按
年跌40%至僅1960萬元，創
20年新低。在剛過去新農曆新
年檔，總票房按年跌24%至
4865萬元，反映香港電影業消
費市道持續低迷。

香港電影市場規模持續萎
縮是不爭的事實，早在上世紀

九十年代末，行業已出現衰退
走下坡跡象，電影題材缺新，
加上娛樂消遣節目多元化，導
致觀影人數減少，連帶投資方
收益減少，形成惡性循環。

內容須創新提質
隨着內地電影市場的開

拓，引入合拍片、簽訂CEPA協
定等，某程度給予香港電影喘
息空間，惟因文化背景有別，
香港電影仍難在內地發圍。

不過，香港電影市場昔日
確是曾經靠獨特題材造就光
輝，雖然香港本土市場有限，
沒辦法支撐香港電影更新換
代，但香港電影界一直擁有創
作優勢，只有提升電影內容和
品質，才有望增加入場觀影的
人數，從而帶動電影票房，戲
院、電影投資方、觀影大眾同
時受惠。

新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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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跌投資減 形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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