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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匯局：恒大事件仍調查中
黃天祐稱未見行業有系統性風險

中國恒大（3333）債務仍未

解除，財匯局上月中透露正就

恒大有關持續經營的匯報展開

調查，並對核數師羅兵咸永道

就恒大去年度賬目進行的審計

展開調查。財匯局行政總裁馬

力昨回應指，事件目前仍在調

查階段，故暫時無法作出個別

評論，但他強調高負債普遍是

反映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徵兆

之一。不過財匯局主席黃天祐

強調，目前未見恒大事件反映

行業有系統性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責任編輯：馬曉

財匯局上月中公布，將就恒大
2020年度賬目、2021年中期賬

目財務報表展開查訊，並質疑恒大
賬目有沒有遵守「適用財務匯報準
則」，以及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有沒
有就此遵從適用審計準則。
除恒大事件外，財匯局早前亦公
布 正 調 查 康 宏 環 球 、 壹 傳 媒
（0282） 等賬目和核數師，馬力強
調財匯局不會披露每一宗調查所涉
的公司名稱，但若涉及重大公眾利
益，就會考慮向外披露。

涉質素監控審視失當個案多
另外，財務匯報局昨發表年度調
查報告及中期查察報告，截至今年3
月底的18個月內，共接獲77份舉報

人的事項報告，當中67份與可跟進
的指控有關，其餘10份與財匯局職
能範圍以外的事項有關，當局已處
理了 43 宗在 2019 年以來進行的調
查，展開25宗新的調查及完成了7
宗調查。報告指出，最常見的審計
失當行為領域包括，未能充分進行
項目質素監控審視程序佔85%、未
有妥善進行審計以取得足夠適當的
審計證據以供發表意見佔82%、未
能行使適當專業懷疑態度及專業判
斷佔72%，至於需要編制者作出重
大判斷和估計的審計事宜則佔
46%。

逾半已查察項目欠「專業懷疑」
調查部主管林穎志表示，調查的

案件多數涉及在財務匯報中需要管
理層作出重大判斷及估計的領域，
其中最常見例子為公允價值計量和
減值評估，這兩方面經常在企業合
併、金融工具或其條款變更、涉及
非金融資產的交換，以及向客戶提
供商品或服務的合同的會計處理中
出現，同時亦發現這些也是核數師
相關工作導致實際或潛在審計失當
行為的最常見的領域。
查察部主管李斯表示，在中期查

察報告中顯示，已完成的22個查察
項目中，有55%存在一項或多項與
在審計中缺乏專業懷疑態度有關的
缺失，較去年有81%的查察項目均
於此範疇出現缺失相比已有改善，
不過他坦言有關結果仍不可接受。

他亦提別提到，以收入確認為查察
重點的在17個項目中，有65%發現
缺失，較去年的46%有所上升。

財匯局職能擴大擬增聘人手
立法會上月三讀通過財匯局擴權

草案，財匯局繼2019年後再度獲擴
權，在新法例頒布日期生效後將取
代會計師公會職能，包括負責發出
會計師執業證書、為執業單位註冊
及進行查察、調查及紀律處分會計
師及執業會計師，以及監督公會的
其餘法定職能。
黃天祐透露，現時主要工作是確
保財匯局和會計師公會交接順暢，
而日後隨財匯局職能擴大，視乎財
政預算將考慮招聘合適人手。

● 黃 天 祐
(左二)稱財
匯局職能擴
大後將考慮
招聘合適人
手。旁為財
匯局調查部
主管林穎志
（左一）、
行政總裁馬
力 （ 右
二）、查察
部主管李斯
（右一）。
記者
馬翠媚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本
港經濟氛圍持續向好，最新就業率亦
回落至4.5%，但 IHS Markit 數據顯
示，10月訂單和需求同時收窄，私營
企業增長率放緩。經季節調整後，10
月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從上月
的 51.7 降至 50.8，連續第 9 個月好
轉，惟增長率收窄至6個月最低。
IHS Markit 報告指出，由於本土疫
情已然受控，因此企業 10月的訂單量
與產量均持續增長，但擴張速度則較
上月減慢。調查指出，惡劣天氣導致

增長放緩。企業從內地與海外市場取
得的出口訂單則持續萎縮，企業認為
這一變化是因為疫情持續反覆。為應
對訂單增長，大部分企業10月加大對
投入品的採購力度，但擴張速度較上
月減慢；其走勢與採購庫存相若，後
者的擴張速度亦較上月收窄。

供應鏈瓶頸致工作量積壓
供應商表現持續倒退，供應鏈瓶頸
導致積壓的工作量增多，而價格壓力
也未見紓緩。IHS Markit經濟部副總

監潘婧怡解釋，供應商由於貨源短
缺、船期延誤而推延交貨期，導致成
本走高，因此10月出現供應鏈瓶頸與
增長放緩並行的現象。
不過踏入第四季度，業者的營商信
心較上月增強，私企對未來12個月的
經營環境普遍表示樂觀。她續指，儘
管「清零」防疫政策仍在施行，但業
者認為疫情受控，經濟增長得以持
續。
就業方面，人力不足情況浮現，企
業在10月曾裁減職位，乃7月以來首

次。受訪業者強調，裁減冗員和員工
請辭是就業水平下跌的原因。此外，
企業月內承擔的薪資成本有所加重，
公司除須支付更高的佣金外，還因挽
留員工而加薪。

通脹成本飆升 私企續提價
全球通脹問題嚴峻，企業整體投入

成本繼續飆升，不過相對於 9月接近
10年紀錄的高位而言，10月通脹率已
見回落。為向客戶轉嫁成本，私營企
業於10月繼續調升產出售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媚） 跨境
理財通在上月中已「通車」，與母行中行
聯手、坐擁龐大客戶基礎的中銀香港個人
數字金融產品部副總經理周國昌昨表示，
跨境理財通正式推出約兩周，業務順利開
展，市場開戶量已達數千個，其中南向通
及北向通的反映同樣熱烈，他又透露經該
行辦理的理財通業務開戶量佔整體市場達
六成，並有不少客戶已預約開戶，相信跨
境理財通將有長期及持續的業務需求，為
投資理財業務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周國昌昨出席香港金融科技周2021論

壇時表示，業界歡迎穩步推進理財通，在
計劃初期推出低中風險產品，相信隨着市
場成熟，銀行的跨境理財通的業務會越來
越完整。
他又指，不少人忽略長遠投資的重要

性，指出長遠投資才是資產管理的目標，
他又透露銀行的人民幣業務正穩健上升，
認為若本港基金和債券能以人民幣計價，
對客人來說會非常吸引。同場的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亦透露，跨境理財
通開通以來運作暢順，相信在運作一段時
間之後，投資者熟習產品後，經過雙方監
管機構理順之後，不論額度、產品種類和
參與機構都會越來越寬。

澳門已錄近4000理財通開戶
另外，澳門金融管理局表示至今已有近

4,000名內地及澳門居民完成跨境理財通
開戶，累計錄得近900宗交易，共8家澳
門銀行參與。「南向通」有近300名內地
投資者，「北向通」則近3,600名澳門居
民參與。在約900宗交易中，約15%為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
所 (0388) 昨日宣布，已加入「格拉斯
哥淨零金融聯盟」及「淨零金融服務
提供者聯盟」，推動全球向淨零經濟
轉型，以協助全球推進《巴黎協定》
目標。有關行動實踐港交所對推動全
球金融市場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承諾。
港交所預期，將於2050年之前達到淨
零排放的目標，並正制定詳細的實行

計劃。港交所又致力協助投資者及發
行人向低碳轉型，與市場參與者共建
可持續金融生態圈。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表示，應對氣候
變化刻不容緩，更需要區內及全球各
行各業積極合作，港交所加入全球合
作聯盟並作出淨零目標的承諾，正展
現集團的決心，希望香港及全球社會
有更多機構能加快步伐，共同為應對

氣候變化出一分力。

助力推進《巴黎協定》目標
該所行政總裁歐冠昇亦說，港交所
一直致力提升上市公司的氣候相關財
務披露水平、建立綠色及可持續金融
生態圈，很高興能加入這個全球淨零
金融聯盟，同時也呼籲合作夥伴、客
戶及持份者，攜手推動香港成為亞洲

領先綠色及可持續金融中心。
港交所又表示，將與其他世界領先
的金融機構聯手，推動全球向淨零經
濟轉型，以協助全球推進《巴黎協
定》目標。這次加入全球淨零排放相
關國際合作聯盟，反映港交所希望成
為變革的關鍵推動者的決心，為實現
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比工業革命
前，高出攝氏1.5度以內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紹基) 美股
雖再創新高，但在美聯儲議息在即，
預計會宣布「收水」時間表，令昨日
一度升88點的港股全日倒跌近75點收
場。恒指收報25,024點，險守25,000
點大關，惟連跌7日已累跌1,107點，
成交額顯著縮減至1,200億元。科指昨
收報 6,273 點，跌 0.7%，國指微跌
0.1%報8,856點。市場同時憂慮內地
疫情及內房債務危機對宏觀經濟的影
響，恒指或會進一步下試24,500點支
持，阻力位則在25,500點水平。

鮑威爾「解畫」成焦點
安里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郭家耀表
示，港股已接連出現先升後跌的走
勢，大市也未見跟上，顯示港股整體
氣氛偏弱，未能跟上外圍表現，相較
於美國的「收水」行動，投資者似乎

更憂慮內地疫情及內房債務危機對內
地宏觀經濟的影響，恒指或會進一步
下試 24,500 點支持，阻力位則在
25,500點水平。
今次的美聯儲議息會議，被投資界
視為今年美國最重要的政策會議，因
為該局官員早前表明，將開始縮減
1,200億美元的買債計劃。預計美國的
收水計劃，會於今晨向外公布，投資
專家直言，今次會議的重點其實不在
「收水」的規模，更重要是美國的通
脹究竟是否「暫時性」。若通脹並非
暫時性，美國加息的步伐，或會提早1
年至最早在明年開展加息，美聯儲主
席鮑威爾如何向市場解畫，將是全球
市場最關注的。

金融股承壓 友邦跌2.4%
科技股個別走向，小米(1810)跌

2.6%，阿里巴巴(9988)跌
0.6%，但騰訊(0700)則回升
1.1%，美團(3690)升2.2%。
不過金融股普遍受壓，友邦
(1299)跌2.4%，推低大市近
48點，滙控(0005)及港交所
(0388)也微跌0.4及0.3%。

譚仔股價飆逾16%
體育股逆市造好，李寧
(2331) 彈 升 6.7% ， 安 踏
(2020)升3%，是表現最好兩
大藍籌。晶片股也見走高，
華虹(1347)及中芯(0981)各升
逾4及3.6%。半新股譚仔(2217)重上
3.33元招股價上，全日爆升16.3%，
創收市及盤中新高。
光伏股繼續回調，據彭博引述投行

Roth Capital 報告稱，全球最大光伏

組件商隆基已收到通知，旗下輸入美
國產品，將遭受當地海關扣留。消息
拖累本港光伏股，保利協鑫(3800)大跌
14.7%，同系的協鑫新能源(0451)跌
4.3%，信義光能(0968)亦挫7.3%。

港上月PMI降至50.8 半年最差

香港文匯報訊 騰訊控股（0700）高級副總裁湯
道生昨在「2021騰訊數字生態大會」上表示，目
前已有三款自研芯片取得進展；面向業務需求強烈
的場景，騰訊有着長期的芯片研發規劃和投入。
騰訊雲微信公眾號發布新聞稿援引其演講稱，芯

片是硬件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產業互聯網最核心
的基礎設施；騰訊會一直進行積極探索，並做長期
投入。
騰訊公司副總裁、騰訊雲總裁邱躍鵬在相同場合

表示，AI推理芯片「紫霄」，性能相比業界提升
100%，目前已經流片成功並順利點亮；視頻轉碼
芯片「滄海」，壓縮率相比業界提升30%以上；智
能網卡芯片「玄靈」，性能相比業界產品提升4
倍。

擬3年投200億 培育逾千企業
此外，湯道生還表示，騰訊未來將打造用戶、技

術、安全和生態四大引擎，助力各行各業，發掘數
字化新動能。在生態引擎方面，未來三年，騰訊將
投入超過200億元資源，培育超過1千家年收入突
破1千萬的夥伴企業。
《人民日報》曾發文稱讚，「面對『卡脖子』領

域，越來越多中國企業投身科研邁出了探索步伐。
在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技術長征』路上，期待更
多中國企業、社會力量加入科技創新的星辰大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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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3自研芯片獲進展

市場憂慮升溫 恒指或下試24500點

港交所加入兩淨零金融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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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國昌表示，相信隨着市場成熟，銀行的跨境
理財通業務會越來越完整。

●恒生指數昨報25,024.75點，下跌74.92點，跌
幅為0.30％。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