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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5個港人 有1個住中海樓」
中國海外集團一體化格局 全力助「三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經濟前景表現，
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昨
日同時發表預測，惟看法不一。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
基昨日表示，維持預期今年本港經濟增長4.2%，主要
是由去年基數低所帶動，但香港營商環境未完全回復
至疫情前水平，仍需要靠本地消費支撐經濟。至於下
半年經濟表現要靠今年最後一輪消費券去支撐。

總商會稱歐美需求疲弱
梁兆基進一步指出，外貿表現方面，雖然受惠開關後
曾反彈，但其後表現有收縮情況，故認為歐美需求疲
弱，加上內地市場未完全復甦，以及在供應鏈、貿易重
新調整的因素之下，估計貿易量難以短時間內提升。
對於人才方面，梁兆基認為缺少中下層勞工會影響

高層專才輸入和企業運作，所以有需要以中下層勞工
來支援高層專才，總商會會持續支援業界尋找新發展
點，以及培訓自動化數碼化，以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另外，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亞太

經濟合作研究項目昨日發表高頻宏觀經濟預測，香
港經濟去年全年錄得3.5%負增長，扭轉去年跌
勢，今年第一季則急速反彈至按年增長2.7%，這
反映香港與內地跨境活動復常帶來的正面影響，預
計香港經濟復甦將加快至今年第二季有3.8%增
長。廷益香港今年全年預計有4.6%經濟增長，比
上次的公布上調1個百分點。

港大：消費強勁 旅客回升
港大指出，本地消費意慾強勁及旅客人數回升，

帶動香港零售業總銷貨數量於今年5月上升16.5%，
連續4個月達雙位數增幅。就業市場已經回復至疫
情前的水平，甚至出現勞動力緊張的情況，預計失
業率由第二季的3.0%輕微下降至第三季的2.9%。不
過，由於海外貨幣緊縮政策持續，引致利率高企，
引發全球經濟放緩，香港進出口仍然受壓。港大預
期第三季實質GDP上升5.4%，反映香港內部需求
殷切，部分亦因為相比的基數較低。

香港全年經濟增長預測
港大上調至4.6%

會德豐奪西環地 地價7個月平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

地價隨樓價回落。西環堅尼地城西
寧街與域多利道交界住宅地皮昨日
公布中標結果，由會德豐地產擊退
其餘5個入標財團，成功以17.2億
元奪得地皮，每呎樓面地價約7,071
元，符市場預期，但創港島區樓面
地價逾21年新低。對比去年11月
由興曄發展、以每呎樓面地價9,500
元中標的鄰近西寧街蚊型住宅地
皮，同區地價 7 個月來下調
25.5%。

梁志堅：打造西區地標屋苑
地皮面積約24,326方呎，可作商

住用途，純住宅計最高可建樓面
243,266方呎。會德豐地產主席梁
志堅表示，非常高興投得這塊罕有
獨特的港島海景地皮，集團於港島
發展經驗豐富，曾於同區推出多個

高尚住宅項目，十分熟悉該區優勢
特點，此經驗有助公司把新項目打
造成下一個西區地標屋苑。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表示，

地皮現為巴士總站，發展有一定限
制。根據賣地條款列明，地皮發展
需將現有巴士總站進行搬遷，日後
再進行重置工程，將會拉長發展年
期及增加額外成本。此外，地皮現
時與海旁之間有貨倉大樓，日後料
阻擋中低層單位景觀，再加上目前
整體市況持續調整，故發展商出價
較審慎亦可預期。

港島樓面地價逾21年新低
林子彬續指，去年底同區一幅蚊

型地皮以約4.4億元成交，樓面呎
價約9,500元，故是次以樓面呎價
7,070 元批出，樓價有逾兩成折
讓。他相信政府已因應市況，在底

價亦有所調整，並與市況掛鈎。
中原測量師行張競達亦表示，該

項目樓面地價創港島區2002年6月
後新低，相信與地皮發展條款複
雜，以及現時經濟環境不明朗有
關。項目發展年期長達9年，較一
般項目的6年為長，風險較高。美
國加息導致息率高企，建築成本上
升，加上地皮未獲內房企入標，種
種因素都令發展商出價十分審慎。
地皮未有流標，反映政府有意推
地，致力增加供應。
值得一提是，項目鄰近現時域多

利公眾殮房，但該殮房有計劃最快
在2028年搬往域多利道西端的用
地。此外，項目雖臨近海邊，但對
面的招商局貨倉或重建為商場及酒
店，以致部分單位或未能享有海
景。至於南面加惠民道亦將興建公
營房屋，同樣料令景觀受阻。

「搶人才」至少帶來1萬伙房屋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今年是國家提
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中國海外集團響應
倡議，積極布局海外。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副總經理馬福軍昨日表示，海外營業收入已
佔公司整個營收超過15%，相信隨着「一帶一
路」倡議的推進，未來在相關佔比一定會提升。

在「一帶一路」建設展現香港獨特優勢
馬福軍指，「一帶一路」是中國、全世界人類

的一個重大倡議，中海外本來就在香港發展及壯
大，國際化亦是發展戰略。現在除港澳地區外，
中海外在新加坡、葡萄牙、中東、英國、澳洲，
美國和加拿大都有駐點，積極發展海外業務。

馬福軍又指，「一帶一路」倡議體現香港很多
優勢，「從我們企業角度來說，香港第一個優勢
就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祖國強大的支撐，
我相信香港優勢是全球化的，也是全世界的，也
是全人類共享的一個優勢。」第二個是香港本來
就是幾個中心，有人才、資金和服務中心，加上
後來的創客中心，相信這些優勢會繼續得到鞏固
和壯大，亦是香港未來在「一帶一路」倡議以及
全球化發展中展現獨特的香港優勢。
第三個他相信是信心的恢復。香港由亂入治，

相信經過全港700多萬香港人的共同努力，有祖
國的加持，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相信香港未來
前景一定會非常好。

「一帶一路」支持集團業務提升

扎根香港40多年，中國海外集團（下稱「中海外」）一

直通過建設高品質的住宅屋苑、商業樓宇、公共建設、醫

院及學校等民生設施貢獻香港。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副總經理馬福軍昨表示，集團在香港慢慢形成從投

資、建設、運營和服務一體化的業務格局，「每15個香港

人，就有1個住在我們建的房子裏面。」他說，集團很感

恩能有服務社會機會，倍感責任重大。由於建造技術日新

月異，未來也會繼續投放資源，不斷推動建造業的數字化

轉型，用創新的建造技術，高效的項目管理方案，配合和

服務特區政府土地房屋方面「提質、提速、提效」施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樓市經
歷完疫情打擊後，又受到美國加息影響，中
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副總裁徐文冬昨指出，
香港樓價相對2021年的高位確有回落，但樓
市亦有不少利好因素支持。他指，香港整體
經濟向好，市民收入上升，失業率低，加上
特區政府「搶人才」，當中衍生的需求，公
司對香港樓市長遠表現仍持積極樂觀態度。

經濟復甦 市民收入升
徐文冬認為，加息對樓市的影響還是要

持續去觀察，現時樓市有不少利好因素。
香港經濟經過3年疫情後已出現反彈，樓價
對於2021年的高位是有回落，但是相對去
年的低位，今年也是反彈了6%。特區政府
公布今年第一季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實際上是上升的，按年上升3%，香港的失
業率也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
此外，特區政府目前對外公布的預期今

年全年GDP增長預計在 3.5%到 5.5%之
間，整體經濟向好，再加上計劃未來3年每
年輸人3.5萬個人才目標，他認為這些人才
來港無論租住也好，置業也好，也會對住
屋有一定需求，「至少會帶來１萬個房屋
需求，大家這幾個月已見到租金上升」，
長遠對香港樓市仍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徐文冬續指，香港樓市經歷這個五六十年

高速的發展，早已進入一個成熟的存量市
場。香港土地面積約1,100平方公里，實際
上的開發面積只有20%，真正用於住宅更只
有7%，是高度集中的城市，但它的交通非
常好，而且相對的保留了大量自然環境，上

山下海都很方便。他預計樓市的發展應該是
一個持續性的增長，而不是爆發性的。

內地樓市半年銷售增三成
內地樓市方面，徐文冬指出，內地疫情

過後也才半年時間，根據市場數據顯示，
上半年公司銷售同比增長29.8%。公司去年
在內地一二線城市的銷售佔比在提升中，
佔到65%，其中有7個城市銷售合約額是超
過百億元人民幣，包括北京、廣州、深
圳、天津、廈門及杭州等。
他說，公司在內地房地產發展仍堅持使用

個三個原則：「主流城市、主流地段、主流
產品」，「聚焦資源，做好精準投資，做好
這個精細建造，做好精細化管理。提升我們
住宅開發在整個的市場佔比。」

馬福軍昨在媒體聯訪中指出，集團在推動香港經濟建設、社會發
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展現作為，累計建設了公營住房近14萬套，

「我們內部有句話，香港建造的房子，約每15個香港人就有一個人
住在我們中海建造的房子裏。」而在重大工程方面，集團也積極參與
不少民生項目，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港珠澳大橋香港段、迪士尼
樂園及香港機場新客運大樓等。同時，集團也是香港最大公共物業管
理供應商，另為23個醫院提供服務，相信集團未來在交椅洲填海計
劃都會發揮城市運營的作用。

承建全香港15%公營住房
據集團資料，其中在承建業務方面，集團在香港市場佔有率長期保持

行業第一，累計承建了香港25%的醫院、70%的淡水輸水管線以及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中醫醫院、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等一大批重大民生工
程，填海造地面積相當於港島的1/9，約每15個香港人就有1人居住在
公司興建的房子裏。集團自1984年承接第一單公屋工程以來，累計建設
公營住房近14萬套，建築面積900萬平方米，佔香港全部公屋的15%。
展望未來，馬福軍相信中資企業應該要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基建設
施、產業規劃方面去產生協同效應，目的是要把香港的經濟「搞起
來」，讓香港市民得到更多的收穫，增加更多的就業。

中企協同發展把經濟「搞起來」
他強調，中海外會積極參與多個項目，並協助特區政府在整個房屋
供應的「提速、提效和提量」施政，多做一些貢獻，才能把時間縮
短，騰出更多的利益空間及發展空間，增強發展動能。
中海物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王知剛亦表示，特區政府的「明日大
嶼」、「北部都會區」等發展計劃，未來都會給行業帶來穩定的增量
業務，給行業的發展帶來機遇。
王知剛還提到集團另一個服務，並引述沙利文2022年報告指，中
海物業在香港地區排名物業公司的首位。中海物業為香港32個公共
屋邨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在管的香港住宅單位數目超過14萬，服
務超過30萬香港社區的基層居民，是香港第一大服務企業。行政長
官李家超在任內首份的施政報告，計劃在未來5年新建3萬多伙簡約
公屋，他認為就蘊含着對物業管理服務的巨大需求。

物管需求大 人手短缺待緩解
不過，王知剛亦提到物業管理行業也有人手短缺問題。第一，行業
本身從業人員就比較少，年輕一代人不願意入行，造成人手短缺情
況，特別是工程類人員；第二，香港高昂的人力成本價格，每隔幾年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造成人力成本的不斷上升，隨着經濟的復甦，各
個行業都在加薪，物業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薪酬和福利，以吸引和留
住有經驗的人員，這都是物業公司面對的挑戰。
就香港物業管理服務的未來發展，王知剛展現積極心態，香港正走

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人口和經濟都會穩定發展，物業公司可以從穩
定的需求中受益。另外，香港的物業服務人才擁有豐富的經驗和技
能，物業公司可進一步提高物業管理水平。他認為，隨着技術的進
步，物業公司可以利用新技術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例如物業公司可
以使用物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來監控和管理物業，這不僅可以提高效
率，也可以減少人力的成本，更好應對行業的挑戰。

◆左起：中海
物業集團有限
公司副總裁王
知剛，中國海
外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副總
經理馬福軍，
中國海外發展
有限公司副總
裁徐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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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外集團累計建設近14萬套
公營住房。圖為鯉魚門公營房屋地
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