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率正常化啟動 加息威力莫低估
在港元流動性趨緊與拆息持續上

升之下，多間香港銀行昨日終於跟隨
美國加息，最優惠利率普遍上調零點
一二五厘，而儲蓄存款利率則由近乎
零息調高至零點一二五厘，正式揭開
了香港持續加息的序幕。

雖然今次港息上升幅度低於美息的
四分一厘，而且加幅十分輕微，但卻是
十二年來首次調升最優惠利率，具有重
要的意義，意味香港利率正常化進程正
式啟動，步入新一輪加息周期。港息在
未來一段時間將呈現持續上升形態，累
積加幅有可能達到兩至三厘，對樓市以
至經濟影響實在不容低估。

包括中銀、滙豐、恒生、東亞等主
要香港銀行同步加息，這是一個重要轉
折點，不僅代表香港超低息時代結束，
還預示寬鬆貨幣政策催生的資產價格升
值盛宴也到了尾聲，尤其是泡沫化程度
最高的樓市，將面臨較大壓力。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向外國商品
加徵貿易關稅措施，勢令商品價格上
升，加速通脹升溫。即使美息迄今累

積加幅達到兩厘，但利率似乎尚未見
頂、上升周期仍未完結。

因此，香港走資壓力難消，若然
港元流動性進一步收緊，銀行體系結
餘大幅降至一百億元以下，憂慮港息
上升步伐將比市場預期急勁，甚至有
可能要在短時間內追回過往三年美息
的加幅，對香港資產價格以至實體經
濟會造成較大的衝擊。

事實上，聯儲局落實三年內第八
次加息、上調聯邦基金利率四分一厘
之餘，議息會議後所發表聲明內容也
特別刪除了 「貨幣政策保持寬鬆」 的
字眼，發放了利率鷹派的重要信號，
令市場預期聯儲局今年十二月再次加
息，而明年還會加息三次。因此，在
聯繫匯率制度下，港息會承受相當上
升壓力，不排除香港銀行在年底前再
加息一至兩次。

加息威力切莫低估，將構成香港
經濟一個重大變數。一是貨幣政策大
逆轉，恐會引爆潛在金融炸彈。

超逾十年的超低息時代，造成市

場危機意識不足，容易潛藏重大風險
，特別是剛出來工作的九十後年輕人
，不少習慣了長期低息環境，以為低
利率長期化，因而未有做好風險管理
。最近金管局報告注視個人債務上升
趨勢，目前香港家庭債務佔經濟總量
的比重升破百分之七十，再創歷史新
高，反映信貸存在一定風險。

二是推動港息正常化，上升周期
勢將持續一段時間。

長期超低息環境是不正常與不健
康的，銀行 「紅簿仔」 利率近乎零息
，物業按揭利率也一度不足兩厘，加
速形成了資產泡沫。一旦利率正常化
啟動，估計港息回升兩至三厘，才算
是返回正常的利率水平。利率顯著掉
頭上升，須注視供樓負擔與企業融資
成本加劇，對經濟帶來不確性影響。

加息有助冷卻樓市、遏抑資產泡
沫，但同時也不利實體經濟。貿易戰
升級隨時拖累香港經濟減速，現在又
加上利率轉勢向上，恐會增加經濟下
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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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禍首 港獨源頭
四年前的今天， 「佔中」 爆發，

香港陷入長達七十九天的混亂。但四
年後的今天，戴耀廷等人仍然逍遙法
外， 「港獨」 更是乘勢而起，外國勢
力亦在加緊滲透……所有這些說明，
「佔中」 餘毒未清，幕後操縱的勢力

亂港之心不死。
到底是誰在推動 「佔中」 、又是

誰在指導 「佔中」 發展？如果讀者關
注《大公報》的 「解密檔案」 系列報
道，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到 「民意
調查」 的問題設置、激進學生的培訓
課程，大到 「佔中」 策略的定型、運
動資金的來源等等，都可以看到美國
政治勢力幕後操弄的影子。

如果不是記者鍥而不捨的調查，
如果不是鄭宇碩助理張達明頂住壓力
曝光一系列秘密電郵，以上這些都將
是永遠的秘密。香港市民也絕不可能
知道，聲稱 「愛與和平」 的 「佔中」
背後，竟是如此 「血淋淋」 的政治事
實。

而就在 「佔中」 一手製造出 「港

獨」 逆流的今天，戴耀廷等人還要
跑到外國，繼續唱衰香港；一個所
謂 「公民聯繫」 新組織，更是在不
明來歷資金支持下成立，迎合西方
反華勢力，抹黑香港；更有甚者，
一些政客公然替 「港獨」 張目，攻
擊中央及特區政府。顯而易見的是，
「佔中」 儘管以慘敗收場，但幕後

勢力不僅沒有消停，反而在加緊醞
釀新一輪的政治騷亂。

事實說明， 「佔中」 絕非所謂的
「公民抗命」 ，而是有清晰目標的政

治顛覆運動。而只要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一日未得到完善，則外國勢力操
控反對派搞亂香港的舉動也就一日未
能遏止。

「佔中」 禍首不僅逍遙法外，如今
更成 「港獨」 最高調的鼓吹者，這已說
明了 「佔中」 的本質。不論是從清除 「
佔中」 流毒的角度，還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原則立場，盡快完
善相關制度，是香港社會
無可推卸的責任。

超低息環境過去 資產價格風險增
陳茂波：美加息提速 港府密切留意市況

陳茂波表示，注意到聯儲局聲明中以
前有提到維持一個 「寬鬆」的貨幣政策環
境，但 「寬鬆」的字眼在今次刪除了，反
映未來加息勢頭和步伐是不可以忽視的，
而美國逐步加息這個趨勢，似乎是無可避
免。他相信，香港超低息環境將會過去，
未來息口趨升的機會較高。他再度呼籲，
息口上升時會對市場和資產價格造成影響
，請各位市民小心管理風險。

住宅供應增 樓價風險升
至於對樓市的影響，他表示，息口上

升後供樓負擔會增加，而過去美國兩次加
息後，本港銀行同業拆息趨升，已令到供
樓負擔增加。他又提醒市民注意管理風險
，指出樓市供應維持在高水平，未來3至4
年一手樓宇的供應大概是9.3萬個單位，當
中1.7萬至1.8萬個單位可隨時開售；落成
的樓宇自今年起計五年，平均每年大概是

2.1萬個，與之前五年比較增加了至少五至
六成。

對於本港銀行於相隔12年後再度調整
利率，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香港利息
若跟隨美息走勢，由極低水平回升至正常
水平，相信有助整體經濟和資產市場健康
發展。他續說，港銀行加息，主要是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Hibor）及定期存款利率
跟隨美國利率上升，令銀行體系的資金成
本有所增加。不過，銀行有各自不同的資
金成本結構，故是否加息、何時加息，以
及調升的幅度， 「都是銀行本身的商業決
定」。

調整壓力測試要求「言之尚早」
有意置業人士向銀行借取按揭貸款時

需通過壓力測試，即假設利率上升3個百
分點時對供樓支出的影響，陳德霖表示，
金管局會因應市場變化，再研究是否需要

調整壓力測試要求，惟現時講調整是 「言
之尚早」。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表示，假
如金管局沒有調整壓測要求，相信將有更
多用家選用較長按揭年期，令平均按揭年
期進一步拉長。

因應美聯儲再度加息0.25厘，金管局
宣布相應上調基本利率25個基點至2.50厘
。基本利率是用作計算經貼現窗作回購交
易時適用的貼現率的基礎利率。

自2006年以來，香港銀行首次上調最優惠利率。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表示，相信香港的低息環境會結束，而考慮到美國未
來的加息步伐，認為香港加息是無可避免。至於本港往後加息
的速度和幅度，他指在現階段不適宜推測，稱香港作為一個細
小經濟體，受外圍影響太大。他續稱，看到美國加息有所提速
，港府會密切留意市場情況。

梁兆基：港美利率周期將更緊密
【大公報訊】記者

邵淑芬報道：本港多家
銀行上調最優惠利率及
存款利息，香港加息周
期正式展開。市民關注

本港息率走勢變化下，如何重新部署按揭
及儲蓄理財計劃。康宏理財助理聯席董事
林正宏表示，香港最優惠利率只會陸續向
上，所以目前應盡量減少債務。如果考慮
買樓，一定要計算清楚自己的還款能力，
最好是預計未來兩年銀行會加息1.5至2厘
來計算自己的還款能力。

林正宏指，近年很多人買樓也需要承
造發展商的二按，通常在兩年後的還款利
率是以P計算。如計算自己的還款能力時
，需預計兩年後的P會比現時高1.5至2厘
，即是可以高至7厘，而且不能預期樓價
能夠上升到一個水平可以轉按到其他銀行
。他表示，如果到時的供款金額超過自己
的負擔能力，即是反映目前不適宜入市。

在投資理財方面，他表示，如果是保
守的投資者，目前做定期存款也不失為一
個穩陣的做法，但要留意自己的流動性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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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邵淑芬報道：香港銀
行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調整港元基準
利率。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高迎欣認為
，是次香港主要銀行上調基準利率，將有助
降低美元與港元之間的息差，促進港元匯率
及資金市場穩定，減低資金流動及資產價格
大幅波動風險。

高迎欣表示，在美國接連加息的影響下
，今年以來，港元市場利率已明顯上揚，市
場對港元基準利率上調已有預期及準備。他
指出，目前本港經濟基礎穩健，可為加息提
供條件，預計由加息引起的市場風險可控，
香港經濟維持良好的發展勢頭。但他同時認
為，在加息環境下，香港的企業或個人仍應

該做好相關的風險管理。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表示，滙豐

調整利率，顯示本港利率正常化的周期已經
啟動。她相信，本港經濟已就加息方面準備
就緒，而針對利率調整的幅度，該行仔細考
慮多項因素，包括宏觀經濟、本地市場情況
，以及對於本港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渣打銀行香港區行政總裁禤惠儀指出，
港元拆息持續高企，港息確有上升壓力。本
地銀行在考慮市場變化、資金流向及成本等
因素後，上調最優惠利息及存款息率，對市
場發出加息周期來臨信號，同時亦紓緩了港
美息差擴闊的壓力。由於港息最終需要與美
息同步，市民及企業應作好風險管理準備。

加息周期來臨 中銀籲管理好風險

息 魔 重 臨
大公報記者 黃裕慶 邵淑芬

香港時隔12年再度加息，市場在銀行作
出正式公布之前有不同揣測，例如可能出現
「不對稱加息」，即最優惠利率上調25點子

，惟儲蓄存款利率的加幅則相對較低。不過
，滙豐昨日的加息決定卻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存貸利率同步加息， 「P」加0.125厘，存
息調高0.124厘，可說是一個面面俱圓、能
顧及各方利益的平衡方案，充分凸顯其政治
智慧。

滙豐是本港最大型零售銀行，在銀行業
加息行動中有舉足輕重地位。多家銀行會隨
滙豐加息，而滙豐率先揭開序幕，故此滙豐
對加息的取態一直最堪琢磨。

根據滙豐銀行中期業績報告，截至今年
6月底，其客戶存款總額高達5.15萬億港元
。有財資市場人士指出，對於坐擁龐大存戶
基礎的滙豐而言，由於在同業拆借市場屬於
拆出資金一方，故同業拆息越高，滙豐越受
益。

另方面，儘管部分中小型銀行自去年開
始已面對流動性偏緊，惟整體而言，市場人
士普遍同意流動性仍然充裕，梁兆基昨日亦
親口證實這一點。換言之，其實大行未有迫
切加息需要。

不過，市場同樣廣泛流傳，指政府官員
一直在背後 「發功」，要求銀行上調利率，
背後原因暫且不作猜測。滙豐今次 「審慎加
息」0.125厘，確能平衡各方利益，又不得
失任何一方，可以說是 「一次過滿足N個願
望」。

【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報道：本港
大部分銀行昨日公布的加息幅度為0.125
厘，較市場預期的0.25厘低，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亞太區顧問梁兆基代表銀行公布加
息時坦言，對於決策層而言這是一個 「不
容易的決定」，因為要考慮眾多因素，包
括不希望在經濟前景轉差時大幅加息，令
企業面對 「屋漏兼逢連夜雨」的困境。他
指出，由現時開始，香港與美國的加息周
期 「將更加緊密」。

梁兆基預期本港明年經濟增長將會放
緩，由今年的預測增長3%至4%，減慢至
明年的2%至3%。在經濟前景不明朗之下
，卻又碰上美國利率上升周期，故需要考
慮一旦加息後，對企業未來利息負擔的影
響。他謂難以估計受影響的企業數目，但
以滙豐是本港第一大銀行計，相信受加息
影響的企業層面 「相當寬闊」。

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銀行存戶的
儲蓄利率在過往十年左右一直處於超低水
平，他說也要顧及存戶感受；另外，加息
也會令銀行 「增加不少成本」，故最後決
定加息0.125厘，希望能平衡各方利益。

市場廣泛流傳本港銀行加息，多少受
到來自政府方面壓力。梁兆基回應說，香
港是自由商業社會，銀行的最優惠利率和
儲蓄存款利率，完全是由個別商業銀行自
行決定，包括考慮銀行本身的資金狀況、
存款結構以至同業競爭等因素。他續說，
滙豐在香港已有150多年歷史，與香港一
同成長，希望能同時顧及企業和存戶利益
，強調今次加息 「不是不情願」，而是 「
義不容辭」。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現階段不適宜推測本港加息步伐，
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經濟體，受外圍影響太大 政府新聞處

新 聞 分 析
大公報記者 黃裕慶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表示，香港利息若跟隨美息走勢，由極低水
平回升至正常水平，相信有助整體經濟和資產市場健康發展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梁兆基形容今次加息是 「不容易的
決定」 ，但並非不情願

滙豐溫和加息背後有玄機？

定存賺息穩陣之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