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府於去年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五
億元《中醫藥發展基金》正式啟動，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圖中）稱，希
望透過基金推動中醫界和中藥界發展，
及培訓更多人才。基金分為兩部分， 「
行業支援計劃」為非牟利機構、專業團
體、商會／學會和研究機構等提供資助
，支持開辦有利中醫藥發展的培訓項目
和課程、政策調研及推廣中醫藥活動等
，料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批出首批資助款
項。 （大公報實習記者沈慧盈）

整體出口輸往十個主要目的地的商品貨值
目的地

中國內地

美國

日本

印度

中國台灣

越南

新加坡

德國

荷蘭

韓國

整體出口總額

5月

1865.58億元

262.19億元

108.92億元

103.70億元

74.32億元

66.98億元

58.92億元

58.59億元

60.85億元

56.80億元

3430.65億元

變動

-4.1%

-15.0%

+1.0%

+8.9%

+2.7%

-0.2%

-9.5%

-16.9%

+9.9%

+24.5%

-2.4%

首5個月

8442.82億元

1213.47億元

502.39億元

437.31億元

349.74億元

316.71億元

308.68億元

296.36億元

280.26億元

246.59億元

15842.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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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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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2.7%

+13.9%

-5.0%

+10.9%

+8.8%

-2.5%

2018年 2019年

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影響香港出口表
現，已連續七個月錄得下跌，此前是連續
21個月的升勢。根據統計處最新發布的數
據顯示，上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347億元，
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9.2%。

累計今年首五個月，香港商品整體出
口貨值同比跌2.5%至1.58萬億元，而進口
總值亦跌3.8%至1.77萬億元，錄得有形貿
易逆差1888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0.6%。

商會料未來三個月續跌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對於

本港出口連續數月的下跌並不意外。他認
為，現時整個貿易環境較動盪，難以預估
中美貿易爭端的發展，加上本港政治爭拗
對旅遊業和消費意欲造成影響，他料未來
三至五年整體環境都不太穩定。林宣武建
議，香港中小企要 「全球採購、全球生產
、全球銷售，行多一步，勤力一點，見多
兩個客。」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
劉達邦直言， 「睇下G20 『習特會』有無
得傾，但就算有好消息都要兩三個月才能

見到。」故他預計未來三個月港出口均會
下跌，形容上個月跌逾2%已是 「不幸中的
大幸」。昨日，他正參與由生產力促進局
率領前往柬埔寨的商務代表團，赴當地廠
房參觀，他坦言， 「雖然當地交通不夠內
地方便，也較落後，但面對關稅，也只能
四出尋找機會。」

輸往美國貨值跌15%
分地區看，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

跌2.6%，當中泰國和馬來西亞均錄得雙位
數跌幅，至於新加坡和內地也分別跌9.5%
和4.1%。在十大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德國
和美國分別錄得16.9%和15%的下跌。至於
輸往韓國的出口貨值則升24.5%，另荷蘭、
印度和台灣等也有錄得增長。

按主要貨品類別分析，上月 「辦公室
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和 「紡紗、布
料、製成品及有關製品」整體出口貨值跌
幅最勁，分別錄得16%和15.7%下跌。然
而， 「非金屬礦物製品」、 「動力產生
機械及儀器」、 「通訊、錄音及音響設
備和儀器」等類別的整體出口貨值則錄
得升幅。

大公報記者 林靜文

受環球經濟表現較弱及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上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
按年跌2.4%至3430.65億元，進口貨值跌4.3%至3777.74億元，分別連
跌七個月和六個月。港府發言人表示，5月商品出口維持疲弱，情況與其
他亞洲經濟體相似，而香港短期出口前景會繼續受各種外圍不明朗因素
困擾，當中中美貿易關係的發展尤為關鍵，強調政府會繼續保持警覺。

港出口下滑2.4% 連跌七個月
中美貿戰持續 全球經濟表現疲弱

財政部下周澳門首發20億人幣國債

中醫藥發展基金正式啟動

【大公報訊】必瘦站（01830）公布全
年業績，收入按年增加32.1%至11.97億元
，純利錄得按年大增64.3%至3.19億元，每
股盈利28.9仙，末期息派發14.4仙，另派特
別息5仙。全年共派息33.9仙，派息比率連
續三年逾100%。財務總監蘇顯龍表示，
2018/19財年派息比率達117%，未來冀可
維持100%的派息水平。

香港業務方面，無創醫學美容服務收

入佔比較大，蘇顯龍表示，待香港業務更
完善後會將業務模式複製到內地。另外，
他又表示，由於公司有足夠的經營現金流
，未來派息政策冀可維持100%的水平。主
席兼行政總裁歐陽江表示，公司希望以不
急進的步伐進行，大灣區亦會是考慮之選
，但未來一年仍然主要聚焦香港市場。現
時香港及內地會員人數分別有20萬人，而
香港市場人均每年消費亦達六位數。

安永：阿里來港上市帶動科技生態圈
【大公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發表IPO報告，本港上
半年新股數量在全球排第一而集資額則全
球排第三。安永亞太區上市服務主管蔡偉
榮解釋，香港集資額不及另外兩間交易所
，主要由於期內十大新股中有3隻在紐交所
上市，2隻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而香港
只佔一席。報告預計，本港上半年有74隻
新股上市，按年減少24%，但集資額則升
35%至695億元。該行預期，下半年將有大
型公司以第二上市方式來港上市，若大型
新股成功發行，全年新股集資額或逾2000
億元。

由於今年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中美
貿易摩擦及英國脫歐等不明朗因素影響下
，今年首季度全球IPO表現都有所放緩，
按全球新股市場統計，上半年共錄507宗
IPO，涉及集資額達719億美元，預期今年
下半年全球新股市場趨向穩定。市傳阿里
巴巴已向港交所申請第二上市，蔡偉榮認
為，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所帶來的影響不
大，認為只會影響在該段時期內的IPO，
而早前德勤則表示，阿里巴巴來港可帶動
科技公司的生態圈，有利港股IPO市場。

然而，他表示，若阿里巴巴終成功在
港上市，相信吸引其他已於美國上市的內

地科創公司來港上市，如京東及百度。
2019年上半年，市場情緒較低落，73%

的主板上市企業獲得超額認購，按年下跌
25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以6288倍成為 「
超購王」的毛記葵涌相比較，2019上半年
香港主板超額認購第一名的豆盟科技為441
倍。

今年上半年A股市場新股平穩，共有64
間公司上市，集資604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9年中證監排隊上市企業達419間，
按年增約51%。另據安永審計服務合夥人
汪陽預測，首批科創板掛牌企業或有30間
，但不會逾50間。

【大公報訊】外電引述消息指，電盈
（00008）主席李澤楷私人持有的富衛保險
，有意洽購美國大都會人壽的香港業務，
更稱有關交易可於數周內達成協議。報道
指，有關作價反映大都會人壽香港公司不
足4億美元的估值，即約31億港元。不過消
息人士亦強調，雙方談判仍在持續，或有
破裂可能，而富衛和大都會人壽都拒絕評
論報道。

資料顯示，富衛近年積極拓展業務，
包括今年三月，富衛公布洽購泰國匯商
銀行人壽業務，估值約30億美元（約234
億港元）。去年10月公司則收購澳洲聯
邦銀行的印尼壽險業務，及於2017年購
入AIG的日本壽險業務。富衛亦多次傳
出上市計劃，公司今年4月確認有上市計
劃，惟未定在哪個市場上市，亦未有時
間表。

傳富衛保險購大都會人壽港業務

【大公報訊】中國財政部昨日宣布，中央政府將
於今年7月4日在澳門發行20億元人民幣國債，是澳門
回歸20周年以來首次。今批國債除了面向機構投資者
之外，也會面向澳門居民發行零售國債，具體銷售安
排有待公布。

中國財政部透過官方網頁表示，中央政府在澳門
發行人民幣國債，是支持澳門發展特色金融，促進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澳門人民
幣市場發展的里程碑，對於引導更多發行體在澳門發
行人民幣債券、加快推動澳門債券市場建設具有重要
意義。發行人民幣國債將會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澳門的

金融合作，也將為投資者提供安全穩健的投資選擇。

分析料未來成港競爭對手
澳門特區政府歡迎中央政府在澳門發行人民幣國

債。澳門政府發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在澳門回歸20周
年之際，首次在澳門發行20億元人民幣國債，標誌着
澳門金融市場發展邁進新里程，是中央政府支持澳
門進一步發展特色金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
重要舉措。是次發行，加快了澳門本地債券市場基礎
設施的構建，為澳門債券市場未來的發展奠下更穩固
的基礎。

澳門政府發言人續說，本次發行除了面向機構投
資者之外，中央政府還將發行面向澳門居民的零售國
債，讓澳門居民有更多穩健的投資選擇。屆時澳門居
民可通過配售銀行認購零售國債，具體銷售安排有待
後續發布的國債銷售手冊和相關機構公告。

渣打銀行中國宏觀策略部主管劉潔表示，儘管財
政部今次在澳門發債對香港市場的影響 「非常有限」
，不過她指出，澳門自2013年開始累積離岸人民幣資
金池，加上澳門政府近年銳意發展本地債券市場和金
融服務，假如發展趨勢持續，幾年之後可能成為香港
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上的另一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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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首次在澳門發行國債，支持澳門發展特
色金融

維珍妮：內地訂單雙位數增長

新 聞 分 析
大公報記者 林靜文

中美貿易爭端變化莫測，這邊廂傳出
中美兩國領導人將於G20會晤的好消息，
那邊廂便有指美國法院擬向內地三間銀行
「開刀」，美國似要將戰場從貿易戰一直

打到金融戰，將影響進一步擴大。受到貿
易戰拖累，香港出口貨值錄得七連跌，面
對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貿易戰，本港中小
企除了四出尋找新市場和新訂單，港府亦

可在自動化、市場敏感度等方面給予更多
幫助。

從貿易到科技，再到金融，美國正處
心積慮地從各方面打壓中國。向來靈活懂
變通的港商，可協助重組全球生產鏈，將
原材料、生產鏈及消費市場連接起來，在
全球範圍內尋找訂單，做好 「香港優質商
品」的金漆招牌。繼續做美國生意的港商
，則可繼續在內地以外地區設廠，或將生
意外判，但亦須留意當地供應鏈不夠完善
等風險。

處於 「亂世」中不知如何是好的中小
企，除了可向同行請教、善用港府資助、

多聽研討會等，也可前往生產力局和德國
弗勞恩霍夫生產研究所（Fraunhofer IPT）
合作成立的科創中心（THE HATCH），
參與企業創新思維培訓坊，請專家為企業
「把脈」，了解自身的不足和 「痛點」，

加強企業在 「智能創新」和 「智能方案」
兩個 「工業4.0」應用層面的能力，以協助
物色更多潛在用戶，改良產品等，達至升
級轉型。

的確，以靈活懂變通著稱的香港中小
企，若能多走一步，主動出擊，善用港府
資助和社會力量，便可將危化為機，找到
新出路。

必瘦站盈利增64.3% 擬拓灣區市場

港商靈活變通 定可轉危為機

▲▲香港短期出口前景會繼續受香港短期出口前景會繼續受
各種不明朗因素困擾各種不明朗因素困擾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沈慧盈報道：
維珍妮國際（02199）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年
度多賺17.6%至2.8億元，派末期息每股4仙
。主席洪游奕在業績記者會上表示，對現
時訂單增長感滿意，由於現時有六成產能
在越南，故貿易戰對公司影響不大。他又
看好中國內需增長，未來位於深圳的廠房
主要負責生產銷往內地的訂單產品，而來

自內地市場的訂單有雙位數增長。
業績期內，維珍妮國際收入同比增長

6.7%至62.63億元，受越南廠房效率持續改
善，毛利增長8.8%至13.14億元，毛利率輕
微提升至21.4%。洪游奕稱，越南A及B廠
運作成熟，達到預期成果，反之C廠年初
才開始營運，故影響平均毛利率，至於D
及E廠計劃於下半年投產。該公司目標至

2020年和2021年，越南廠房的產能從現時
的60%，分別增至80%和85%。

首席財務官姚嘉駿談及，計及即將落
成的廠房，目前在越南已擁有六個廠房，
可滿足訂單增長的需求，未來集團將專注
提升廠房的營運效率，加強管理，以提升
毛利率和盈利能力，並無計劃在未來兩年
額外投資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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