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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係持續加深，為區內
金融機構增添發展機遇，包括以新加坡為總部
的華僑銀行。中國政府近期推出連串措施支持
經濟發展，華僑銀行集團行政總裁黃碧娟認為
有正面作用，重申對中國的未來仍抱有 「蠻大
的信心」 。集團用以服務中國客戶的亞洲團隊
規模預期將持續擴大，也會繼續投資香港市
場。另外，東盟有巨大發展空間，該行相信中
資企業 「走出去」 的需求仍大，目的地包括越
南、馬來西亞、泰國等。

大公報記者 黃裕慶新加坡報道

黃碧娟在新加坡會見傳媒時表示，中國與東盟十國
已互為對方的最大貿易夥伴，而華僑銀行自1932年成立
以來，至今是東南亞第二大的金融服務集團（以資產規
模計），在東盟其中七國設有網點，涵蓋東盟地區逾
90%經濟總值。她形容，集團 「在對的地方、對的時
間，有好的人才」 ，將致力在東盟和大中華地區實現強
勁增長。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等因素驅動之下，中資企業近年
加快在東盟地區的業務部署。華僑銀行高級董事總經理
陳在杰表示，截至2024年，透過該行進入東盟的中資企
業較2021年增加約9倍，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達
45%。由於東盟的發展機會仍大，他相信中資企業 「走
出去」 的需求仍大，而越南、馬來西亞、泰國是比較熱
門的目的地。

持寧波銀行20%股份 在華布局完善
雖然中國正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挑戰，黃碧娟仍然

相信中國的將來。在加入華僑銀行之前，她於滙豐銀行
任職長達27年，離任前是滙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早年
也曾派駐上海，對大中華區十分熟悉。她說，中國是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有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 「我
還是對中國抱有蠻大的信心」 。中國政府近期推出一連
串支持經濟的措施，她相信 「有過程」 ，市場信心也需
時恢復，但強調 「不會改變華僑銀行對中國市場的看法
和計劃」 。

除了透過華僑銀行本身設於中國內地的網點發展業
務，她說現時也持有內地寧波銀行20%股份，而寧波銀
行在浙江具相當規模，在北京、上海、深圳也設有分
行，形容集團在中國市場的布局相當好。

力攻東盟大中華 冀新增收入181億
集團在2023年確立方向，以東盟和大中華區作為重

點發展策略，預期可推動業務加速增長，故當時也定下
新目標，即於2023至2025年內，創造30億坡元（約
181億港元）的額外收入。黃碧娟表示，2023年至今已
實現10億坡元新增收入，有信心可於今年下半年再增添
5億坡元。至於2025年的新增收入目標是15億坡元（約
90.5億港元），明顯高於前兩年，主要是前期的業務增
長相對會慢一點。

華僑銀行於2014年全面收購並私有化永亨銀行，擴
大在香港的業務版圖。黃碧娟表示，香港與新加坡是亞
洲區兩個重要的金融中心，華僑銀行集團的策略，是以
香港和新加坡作為 「雙中心」 ，因為香港仍然是中國對
外的最大門戶，新加坡則是東盟地區的窗口。以亞洲區
的經濟規模計，相信足以容納兩個金融中心。

在服務客戶方面，她形容 「雙中心」 十分重要，因
為華僑銀行服務的客戶並不會只是選擇一個市場或一個
中心來處理自己的投資或業務。無論客戶選擇在哪一個
市場投資，集團都希望能照顧得到。

華僑銀行助力中資企
進軍東盟拓商機

黃碧娟：看好中國前景 組合拳政策效應大
前
景
看
俏



獅峰10億攻學生宿舍 提供萬張床位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美國
聯儲局政策轉向及中國經濟持續回穩向好，帶
動人民幣匯率走強。第三季度離岸人民幣從
7.2989的開盤價一路摸高，期間曾最高升見
6.9686，至季末收報7.0064，全季升超過2900
點子或逾4%。9月單月，離岸人民幣升幅近
1.2%或846點子，已連漲3個月。

分析稱，近期中國逆周期政策調節力度加
強，大幅提振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而
美匯指數和美債收益率的下行，亦減輕了人民
幣匯率面臨的外部壓力。短期人民幣匯率料保
持強勢，隨着後續外貿企業結匯意願的增強，
年末人民幣兌美元有望升穿7算關。

本輪人民幣匯率升值，是美元走軟背景下
的必然現象；節前宣布的貨幣財政政策措施振
經濟穩樓市，增加市場對經濟表現的信心。平

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稱： 「市場對中國
經濟的信心，是人民幣匯率的根本定價邏
輯」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
指出，美國貨幣政策轉向減息周期，中美利差
的逐步減弱和海外市場波動的加大，有利於人
民幣匯率的走強。

中國經濟向好 增添韌性
美聯儲在9月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調降0.5

厘。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指出，美
聯儲9月減息屬於 「補償式減息＋預防式減息」
的組合。他料今年內及明年，美聯儲仍有分別
0.5厘及1厘的減息空間，人民幣匯率據此也將
迎來一輪明顯升值行情。

鍾正生相信，中國資本市場對資金的吸引
力明顯增強，將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又一大助推

器。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景若顯著向好，加之
國際經貿衝突紓緩， 「可以期待人民幣匯率有
望升見6.8至6.9附近水平」 。

溫彬預期，中國經濟回穩向好態勢的進一
步鞏固並增強、外匯市場韌性的顯著增強，以
及中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穩等，將為人民幣
匯率保持長期穩定奠定堅實基礎，年底前人民
幣兌美元有望升穿7算關。

隨着來港升學的外地
生持續增加，帶動學生宿

舍需求殷切。建築師陳鄭臻橋夥拍在銀行
負責融資業務多年的陳可欣，創業成立獅
峰地產，轉攻學生宿舍，以輕資產模式與
發展商合作，甚至活化舊樓，目標5年內
投資至少10億元，把提供的宿位增至1萬
張床。

原為本地建築師的陳鄭臻橋，十年前
在大學兼職教書，當時所見，在港讀書的
內地生，大部分難以找到合適地方居住，
眼見市場有住宿需求，因而開展學生宿舍
業務，首個項目租予香港公開大學（現稱
香港都會大學），當年學生一般可接受的
價位約3000至5000元，惟最後暫緩該項
生意。

由買轉租 輕資產模式經營
去年地產市場出現 「轉角市」 ，令陳

鄭臻橋萌生重出江山之意，重新涉足學生
宿舍市場。她提到，目前市場上的私營宿
位不足5000個，要成功租住宿舍，形容
「比入大學更難」 。

陳鄭臻橋指出，市場上不乏新樓盤，
在市況疲弱未能轉售之下，或可用作出租
學生宿舍，令公司的發展模式由原本購買

物業改變為租賃物業的輕資產。她續說，
學生宿舍租金按年計算，變相為公司帶來
穩定的現金流。

「我已人到中年，很想再創事業高
峰。」 原本從事金融業的陳可欣，與陳鄭
臻橋合作成立獅峰地產，夥拍具新加坡背
景的勝捷企業，共同拓展香港的學生宿舍
項目。

陳可欣在職業生涯中見盡商界的高低
起跌，例如當年任職銀行貸款予企業進行
收購，讓她了解哪些行業迎來發展商機。
她早年轉到內房企業的資金部門，該內房
企業來港即投得一幅地王，後來發展得如
日中天，又借來數十億元建豪宅，可惜項
目最後淪為 「曬草皮」 ，輸得慘烈。

與地產商及院校合作
「行業最風光時，基本上不需要募資

這個動作，投資者、銀行、基金等會自動
送上門。」 陳可欣表示，該內房企業借助
當年利息環境，透過槓桿急速發展。不過
她直言，利息環境一旦轉變，甚至政策上
出現風吹草動，便會形成連鎖效應風險，
後來又遇到地產市道興起投資物流貨倉，
令相關資產價格高企。

獅峰地產今年先後推出紅磡德文樓及

旺角花墟太子樓，共提供155個房間床
位。除了學生宿舍，獅峰地產亦將於11月
推出外勞宿舍。陳鄭臻橋稱，目標5年投
資至少10億元，把提供的床位增至1萬
張，合作方包括地產商、八大院校等。

另外，陳可欣指出，雖然獅峰地產不
希望找來純財務投資者，但亦有接觸尋求
長期穩定回報的家族辦公室，惟希望以扎
實的步伐作出平衡發展。

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

香港致力打
造成為國際專上
教育樞紐，入境

事務處年報顯示，2022年以學生
簽證入境本港的居民超過4.68萬
人，其中來自內地居民佔86%，
約有4萬人，按年增長8.3%，亦
較2018年疫情前急升近54%。

自2024學年開始，本港8所
資助大學本科課程把非本地生比
例提升一倍至40%，令更多海外
學生湧入本港。雖然特區政府安
排教資會資助大學推展多項宿舍
項目，目標在2027年前增加合約
1.35萬個宿位，但實際需求或遠
大於供應。

高力研究部報告預測，2028

年香港學生宿舍的總供應量，包
括私人和教資會資助的宿舍，預
期約有5.5萬個宿位。不過，考慮
到約25%本地全日制大專生及非
本地全日制大專生，屆時宿位需
求17.5萬個，即缺口達12萬個。

面對學生宿舍需求迫切，不
單發展商，甚至地產代理、大學
等亦涉足發展學生宿舍，有的把
酒店改裝，亦有將舊樓重建，令
現今的學生宿舍並非只有簡陋鐵
架床位，加添更多社區概念，集
居住、學習、娛樂於一身。

不過，學生的財力始終有
限，合理的租金為重中之重，持
份者亦需要杜絕華而不實的設
計，踏實做好市場供應。

隨着城市化
的發展，具歷史

價值的建築物可謂買少見少。其
中，旺角太子道西177號屬於戰
前特色轉角建築物，亦為香港三
級歷史建築，要把這幢有90歲高
齡的唐樓活化，過程可謂困難重
重。

建築師出身的陳鄭臻橋指
出，該物業本身由 「大戶人家」
擁有，內裏設有壁爐、煙囱及特
色天花線，樓底高達3.9米。

「建築物舊到天面（天台地
面）的防水也沒有了，天面甚至
有樹生長出來，這是很高難度的
翻新工程。」 陳鄭臻橋表示，工
程期只有4個月，最困難是要在不
影響原有元素之下再作活化。

她提到，該建築物沿用原有
的牆身花紋，樓梯間的扶手欄也
回復當年的面貌，房間的衣櫃亦
是重塑原貌所得，配合具鳥籠特
色的吊燈，與鄰近的 「雀仔街」
互相呼應。

保留原有特色 活化古蹟具挑戰

外來生趨多 增宿位刻不容緩
新聞分析
李潔儀

另類投資 周詳考慮

學生宿舍項目細節
德文樓
紅磡
14層

標準4人
單人

7800至8800元
大公報製表

分項

位置

樓層

戶型

月租

太子樓
旺角花墟
3層
標準閣樓
高級閣樓
7500至8300元

▲獅峰地產聯合創辦人及商務拓展總監陳
可欣（左）稱，公司以扎實步伐作出平衡
發展。右為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鄭臻橋。

大公報記者李潔儀攝

人民幣季升逾4% 年底料高見6.8

受地緣政治、疫情及經濟增長放緩
等因素影響，部分外資銀行在香港市場

的活躍程度下降。華僑銀行集團行政總裁黃碧娟透露，
對該行而言反而是機會。以銀團貸款業務為例，華僑銀
行在3年前的排名在十大以外，現在則是 「穩坐頭五
位」 ，反映該行 「抓到蠻多的機會」 。

料最優惠利率續向下
本港銀行上月陸續跟隨美聯儲減息，華僑銀行（香

港）也不例外，跟隨同業下調最優惠利率0.25厘。黃碧
娟表示，在利率下行過程中，最優惠利率 「一定會下
來」 ，但不一定是壞事。舉例說，當資金成本往下調，
銀行的按揭貸款業務有機會比利率高企時更賺錢，貸款
有望重拾增長動力，而客戶的信貸風險也有望減低。

多家香港銀行近期都面對商業房地產（CRE）信貸
質素轉差的問題，利率高企是問題成因之一。黃碧娟
說，當利率環境趨於下行，期望CRE價格的下跌速度得
以減慢，部分原因是市場上仍有買家，惟現時主要持觀
望態度。至於華僑銀行（香港）的整體信貸質素，她形
容相當健康。

在港銀團貸款業務
升至頭五位



抓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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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銀行
推動業務增長四大重點

❶
透過集團的新加坡─香港樞紐與
數碼優勢，爭取亞洲財富業務

❷
支持日益增長的東盟與大中華區
之間的貿易及投資活動

❸
開發新經濟與高增長行業

❹
推動並邁向可持續低碳世界



▲華僑銀行在新加坡烏節路的分行，
將銀行服務與日常生活結合。

華僑銀行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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