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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燃料成本漲 加電費壓力增
半年轉蝕逾48億 派息維持不變

受累澳洲能源對沖合

約公平價值虧損及香港

售電量下跌，中電（0002）中

期業績由盈轉虧48.55億元，

但維持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派

0.63元。中電總監及中華電力

副主席阮蘇少湄昨於視像會議

中表示，在國際燃料價格預期

將持續波動之下，相信電價的

上調壓力是難以避免，但集團

會盡力減低燃料價格上漲的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外電昨
引述消息人士指，已經於上交所掛牌的中
國中免計劃於本周五啟動來港上市，中國
中免擬出售5%的股份，按照昨日總市值
約 3,702 億元人民幣（相當於 548 億美
元）推算，集資規模或高達27.4億美元
（折合逾213.7億港元），若中國中免最
終成功在香港上市，將是今年香港最大規
模IPO。消息同時指出，中國中免在香港
第二上市發行價或會有折扣，但目前尚未
確定。
據初步招股文件，中國中免是全球最大

的旅遊零售運營商，2021年佔全球旅遊零
售行業市場份額的24.6%，並為持有經營
牌照在中國經營所有種類免稅店的唯一集
團。經營193間店舖，包括在中國內地100

個城市經營的184間，以及9家境外免稅店
（7家在香港、澳門和柬埔寨經營，及2家
郵輪免稅店）。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
料，從2019年到2021年，僅是中國中免
開設店舖的機場就為超過22億人次的旅客
提供了服務。

雙財莊入場費2828元
另外，馬來西亞食品與飲料分銷公司雙

財莊（2321）昨日起至本周四公開招股，
發行2.41億股，其中10%在香港公開發
售，招股價介乎每股0.52元至0.56元，集
資最多約 1.35 億元。以一手 5,000 股計
算，入場費約為2,828.22元，將於8月19
日掛牌。雙財莊執行董事、首席執行官兼
主席 SOON See Beng昨表示，選擇在香

港上市，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樞紐，對公
司未來業務擴展有利。
據介紹，雙財莊已於馬來西亞建立擁有

超過11,000名活躍客戶的龐大而多樣化的
客戶基礎，專注於大型零售連鎖店及渠
道。以招股價範圍中位數0.54元計算，集
資淨額約8,600萬元，其中約47.8%將用於
透過投資冷鏈及其他基礎設施進一步提升
公司的分銷及銷售能力。

樂華娛樂最快今預路演
另外，消息指內地藝人管理公司樂華娛

樂通過上市聆訊，最快今天開始預路演，
集資1.5億至2億美元（折合約11.7億至
15.6億港元），中信建投國際及招商證券
國際為聯席保薦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首批
A股結構性產品— MSCI中國A50互聯
互通指數衍生權證昨在港交所上市。這
批新上市的衍生權證以MSCI中國A50
互聯互通指數為基礎，該指數追蹤50
隻可透過滬深港通買賣的主要上海及深
圳上市大型股票的表現。
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及市場聯席主管

姚嘉仁昨表示，「連接中國與世界」是
港交所的戰略重點，讓港交所充分把握
未來十年中國資本財富迅速增長和多元
化所帶來的新機遇，首批MSCI中國
A50互聯互通指數衍生權證在香港上
市，標誌着港交所A股產品生態圈的持
續發展，進一步提升港交所的A股產品
生態圈的競爭力。

港交所：提升生態圈競爭力
港交所於2021年10月成功推出旗下

首隻A股指數期貨 — MSCI中國A50
互聯互通指數期貨，兩個月後（即

2021年12月）迎來了首批追蹤MSCI
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的交易所買賣基
金（ETF）上市，進一步拓展香港的離
岸A股生態圈。而MSCI中國A50互聯
互通指數衍生權證將可為國際投資者提
供有效管理其滬深港通下A股持倉的風
險管理工具。
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涵蓋中

國內地A股大型股中最大的 50隻股
票，並在每個行業納入最少兩隻股票，
以全面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該指數包
含50隻合資格滬深港通交易的股票，
並與主要MSCI A股指數的歷史表現高
度相關。
此外，港交所數據顯示，香港現時是

全球交投最活躍的上市結構性產品市
場，截至2022年7月底的上市產品數目
超過11,900隻。今年首7個月，港交所結
構性產品市場的平均每日成交額達到179
億元，佔同期現貨市場的平均每日成交
額約13.4%。

今年上半年受到天氣較為溫和影響，尤
其是5月份較以往涼快，中電於香港的

售電量較去年同期下跌4.1%，加上今年市場
出現前所未有的波動，導致澳洲能源對沖合
約錄得79.57億元的公平價值虧損，拖累盈
利表現。中電截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轉盈為
虧，錄得虧損48.55億元，去年同期盈利為
46.15億元，每股基本虧損1.92元，第二期
中期股息每股0.63元，與2021年相同。

國際燃料價格料續波動
阮蘇少湄昨指出，俄烏衝突對全球能源

供應及價格造成影響。上半年，國際能源
價格大幅上漲，加上環球市場波動推高燃
料成本，對世界各地的電費帶來重大影
響，香港亦不例外。國際燃料價格預期將
持續波動，該公司會盡力減低燃料價格上
漲的影響，然而，該公司相信電價的上調
壓力是難以避免的。

推進多項大型基建項目
展望未來，阮蘇少湄對能源業的未來和
中電的前景感到審慎樂觀，中電會以更大
的目標和決心加快轉型。減碳是中電首要
的策略目標，即使今年上半年面對疫情重

重挑戰，中電繼續推進多項大型基建項目
以支持香港能源轉型。在龍鼓灘發電廠新
興建的600兆瓦聯合循環燃氣渦輪機組繼
續進行機電、採購及建造工程，預計可如
期於明年投入運作。

7月電費較年初升6.2%
中電因上半年國際能源價格繼續急漲，

加上全球市況波動，增加燃料成本。中電
已在今年7月起燃料調整費增至每度電
46.7仙，較今年1月的38.6仙上升8.1仙，
連同基本電費（每度電93.7仙）及特別回
扣（3.4仙）計，7月份每度電淨電費增至
137仙，較今年初上升6.2%。
另外，在6月時中電位於元朗一條電纜
橋起火，令新界西部分客戶的供電中斷。
對於事件調查進展，阮蘇少湄表示正與政
府緊密合作進行調查。中電已向每個受影
響住戶派發100元心意券，希望能彌補當
日所帶來的損失，同時亦帶動區內的市民
消費。首席執行官藍凌志則補充稱，該次
事故不影響業務運營，而維修費用也屬可
控制範圍。
業績報告顯示，中電上半年綜合收入

475.94億元，按年增加16.9%。香港方面，

今年上半年售電量較去年同期下跌4.1%，
至157.43億度，所有類別客戶的售電量均
下降，主要由於今年天氣較溫和，尤其是5
月份較以往涼快，與去年同月高溫的情況
形成強烈對比。不過，在蓬勃的數碼經濟
帶動下，數據中心的電力需求持續上升，
抵消了商業客戶與基建及公共服務客戶部
分售電量下降的影響。上半年香港能源業
務盈利為40.73億元，按年增加5.4%。

澳洲業務虧損86.83億
不過，澳洲業務上半年虧損 86.83 億

元，去年同期為盈利8.37億元，主要由於
澳洲發電組合盈利下降和煤價持續高企所
致。藍凌志指出，澳洲業務營運穩健，但
由於澳洲正處於能源轉型，加上國際能源
短缺，導致當地燃料現貨價格高企，他估
計價格波動仍會於未來數個月持續。

內地業務盈利增28.9%
中國內地業務錄得盈利12.4億元，按年

增加28.9%。上半年旗下數個火電項目的
利潤受到煤價上漲影響，但核電業務表現
穩定，大亞灣核電站及陽江核電站的發電
量均見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零售不景
氣下，百貨公司崇光百貨（SOGO）母企
利福國際(1212)昨公布，主要股東劉鑾鴻擬
以每股5元提出私有化，收購近3.77億股
或25.09%利福國際股份，較上周四收市價
3.08元，溢價逾62%，預計總額達18.84億
元。 公司昨復牌股價高開46.4%，開報
4.51元，收報4.63元，升50.3%。

疫情打擊營商環境 難見復甦
集團指出，自2019年以來香港零售環境

一直處於下行狀態，疫情亦加速營商環境
轉型，加上不明朗經濟環境，集團財務及
營運表現受到不利影響，亦難見任何復甦
跡象。建議將有助公司降低與維持其上市
地位相關的行政開支及管理資源，為集團
作為私營實體提供更多靈活性，在制定及
實施長遠策略或尋求其他商機方面不會因
在聯交所上市而受到監管限制及合規責
任，亦無需關注短期市場反應。
據公告，利福國際今年6月底止股東應
佔每股資產淨值約1.29元，私有化溢價約

2.9 倍；去年股東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約
1.767元，溢價約1.8倍。主席劉鑾鴻提出
以協議安排方式將公司私有化，每股現金
註銷價 5 元，較上周四收市價溢價逾
62%，亦較今年6月底股東應佔每股未經審
核綜合資產淨值溢價近2.9倍。預計私有化
建議涉及資金最高約18.84億元。

私化建議涉資最高18.84億
公告指出，註銷價不會上調，又提到非

計劃內劉鑾鴻一致行動方持股約佔已發行
股份74.91%；計劃股東持股約25.09%。以
每股5元私有化計，涉及已發行股本約3.77
億股或25.09%計，涉及資金18.84億元，

當中包括劉鑾鴻胞妹劉玉珍持有的2,200.8
萬股或1.47%，以及胞兄劉鑾雄配偶陳凱
韻持有的75.05萬股或0.05%，兩人預計可
套現1.1億元及約375萬元。
集團強調，私有化後無意重大更改公司

主營業務，並且繼續聘用集團僱員，但計
劃將集團的業務模式多元化，在機會出現
時作出新投資，特別提出公司近兩年已在
英國投資，尋找收入多元化機會。對於公
司正投資的140億元啟德項目擬2023年底
啟用，集團稱，因應零售前景不明、招租
風險，即使對香港長遠前景有信心，但坦
言首數年「營運表現可能令人失望，不宜
高估」。

劉鑾鴻提私化 利福復牌飆5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美國7月非農業職位增加52.8萬個，
遠超市場預期，失業率亦降至3.5%，令市場預測聯儲局在9月需要繼
續大幅加息0.75厘，以壓抑通脹。港元1個月拆息，也因此而升穿1.5
厘，連升4個交易日。本港資金抽緊，加上台海局勢仍緊張，投資者
保守觀望下，港股繼續窄幅波動，大市交投只有751億元，為今年5
月4日以來的3個月最低。

恒指守二萬 ATMXJ領跌科技股
市場觀望情緒籠罩，港股昨日窄幅波動，全日跌156點下，恒指僅

守住二萬點大關，收報20,045點。受利率上升影響較大的增長型科技
股受壓，科指收跌1.8%報4,335點，當中ATMXJ五股領跌。各隻重
磅科技股中，阿里巴巴(9988)對大市影響最大，全日急跌4.4%，收報
88.8元，再次跌穿90元大關。騰訊(0700)也跌2.7%報299.4元，亦失
300元大關。美團(3690)跌 2.1%，京東(9618)跌 3.3%，另外，小米
(1810)跌3.6%。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沛豐表示，中美關係緊張，加上內地經濟暫時較

弱，而「爛尾樓」問題仍待解決，這些因素限制了港股的買氣，以及
潛在的反彈空間，他相信，恒指在100天線，即約21,000點附近有較
大阻力。
椽盛資本投資總監曾永堅表示，近期台海局勢導致中美關係緊張等

事件，加上美國通脹壓力揮之不去，令港股目前深陷上落市格局，暫
時應以「現金為王」，投資者取態應偏向保守，要注意平衡風險。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亦表示，內地疫情反彈的消息，會困擾市場
投資氣氛。在綜合多項負面因素下，料恒指短期只會於20,000至
21,000點間上落。
不過，個別金融股揚升，抵消了大市部分跌幅，當中滙控(0005)升

1.4%，建行(0939)升0.8%，友邦(1299)也升0.3%。摩通正式推出首批
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認股證，包括10隻MSCI中國A50互聯
互通指數，認購及認沽證昨日首天掛牌。摩通表示，由於認股證入場
門檻較低，而且流通量較穩定，相信產品對市場有一定吸引力。港交
所表示，產品可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離岸A股風險管理中心地位，但
港交所昨日要跟隨大市跌0.5%。

碧桂園被大行唱淡 內房股捱沽
部分內房股捱沽，碧桂園(2007)續遭高盛唱淡，籲沽售兼調低目標

價，全日再跌6.6%，是表現最差藍籌，子公司碧服(6098)亦跌3.8%。
此外，富力(2777)公布2021年度經審核業務，勁蝕164.7億元人民
幣，核數師立信德豪給予「保留意見」，富力股價再反覆挫跌
3.5%。
個股方面，宏光半導體(6908)向協鑫(3800)主席朱共山配售股份及認

股權證，宏光最多升32.6%，全日仍升21%報4.45元。海南三亞確診
升溫，臨時實施全域靜態管理，海南概念股美蘭空港(0357)要挫
6.3%，有13%門店在當地的九毛九(9922)亦跌近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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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免傳周五啟動來港上市

首批A股結構性產品港上市

◆港交所歡迎
首批MSCI中
國 A50 互 聯
互通指數結構
性產品上市。
圖右四為姚嘉
仁。

◆阮蘇少湄(右)昨於視像會議中表示，在國際燃料價格預期將持續波動之下，相信電價的上
調壓力是難以避免。圖中為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凌志，左為財務總裁戴思力。

◆◆劉鑾鴻劉鑾鴻

電價組成
部分

基本電價

燃料調整費

特別回扣

平均淨電價

中電
2022年
1月電價

（仙/每度電）

93.7

38.6

-3.4

128.9

2022年
7月電價

（仙/每度電）

93.7

46.7

-3.4

137

變動
（仙/每度電）

不變

+8.1

不變

+6.2%

港燈
2022年
1月電價

（仙/每度電）

109.0

27.3

-1.0

135.3

2022年
7月電價

（仙/每度電）

109.0

50.8

-1.0

158.8

變動
（仙/每度電）

不變

+23.5

不變

+17.37%

煤氣

年份

2022年8月

2019年8月

2017年8月

加價
幅度

+4.4%

+4.4%

+4.3%

製表:記者殷考玲

中電、港燈、煤氣近年加價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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