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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海外調整輸美運力抗貿戰

貿易戰繼續打殘香港出口，上月出口值按年跌5.7%至3386億元，這
已是連續下跌9個月，而首7個月則跌3.9%。商會人士形容，目前情況衰
過金融海嘯，若貿易戰不停惡化及延續下去，今年出口很可能 「見紅」
，中小企或出現倒閉潮，屆時不但出口業受災，更可能出現骨牌效應，
拖累相關的保險、銀行、物流、酒店及餐飲業生意大跌，呼籲當局不能
輕視，否則香港經濟定令大受打擊。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商會嘆市道差過金融海嘯 中小企釀倒閉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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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出口表現

2017年2月高位上升18.2%

2016年2月低位下跌10.4% 今年7月下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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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林靜文報道：東方

海外（00316）截至今年6月底止中期業績

成功扭虧，賺1.38億美元（約10.7億港元

），每股盈利22.2美分（約173港仙），派

中期息每股6.66美仙（約51.9港仙）。談

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聯席行政總裁董立

均表示，有見美國消費力仍然強勁，故對

行業影響不大，公司亦會根據市場需求，

適時調整內地及東南亞前往美國的船隊運

力。他對下半年表現審慎樂觀，主要是考

慮中美貿易戰及燃油價格等不確定因素。

年內市場平穩旺季機會微
董立均提及，中美貿易戰自去年開始

，商家趕貨出口對下半年貨量帶來支持，

儘管今年上半年有關貨量增長放緩，但對

行業影響有限，因美國消費力仍然強勁。

他續說，中美貿易戰對貨流帶來改變， 「
東南亞貨物出口美國增長快，中國到美國

的貨量相對減少，但整體從亞洲至美國的

貨量仍保持增長。」
今年上半年，泛太線貨量僅增0.3%，

較2018年的7.3%大幅減少，當中6月更錄

得3.9%的下跌。董立均指出，去年下半年

商家趕貨出口令艙位緊張，情況延續至今

年初，令簽約時運費處於健康水平，為上

半年業績帶來正面影響。聯席行政總裁王

海民補充，中國至美國貨運量下跌5%，惟

被東南亞至美國貨量增長逾20%所抵銷，

預計今年整體市場走勢較平穩，不會有明

顯旺季。

談及今年首7個月香港港口貨櫃量同比

減少8.3%，董立均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

中心，不能單看櫃量情況，還有法律、金

融等優勢。問及近期發生的社會動亂會否

影響市場信心，他回應稱，短期未見到影

響，重申金融和法律對航運業的支持很重

要。

至於國際海事組織（IMO）要求2020

年起，船隻須全面使用低硫油，王海民表

示，船隊已鎖定80%低硫油用量，未來會

關注油價走勢，才決定是否作對沖。此外

，東方海外有關出售加州長堤貨櫃碼頭的

交易已接近尾聲，董立均稱，交易將錄得

除稅前收益約13億美元，暫未定用途，不

排除用以擴充船隊。

▲東方海外副財務總裁樊米高（左起）
、聯席行政總裁董立均、聯席行政總裁
王海民、財務總裁張銘文 大公報攝

【大公報訊】綠城中國（03900）宣

布，終止有關收購百年人壽保險9億股股份

的交易。去年12月17日公司公布，附屬公

司綠城房地產收購百年人壽9億股股份。但

於規定期限內，由於中國銀保監會未有發

出批准，故終止交易，賣方將向綠城房產

退還全部購買價。主席張亞東表示，終止

股份轉讓協議不會對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

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另外，截

至6月底止半年度業績，該公司錄得盈利按

年減少11.88%至20.58億元（人民幣，下

同）。期內收入186.58億元，按年大跌

44.36%。每股盈利0.67元。不派息。

公司上半年毛利率增加至32%，張亞

東表示，主要與小鎮項目有關，有信心今

年可以完成20個小鎮項目。對於下半年毛

利率的預期，他表示，由於新購入的土地

成本較高，加上受到限價調控政策影響，

相信下半年毛利率不及上半年，不過預計

可保持20%或以上。上半年該公司合同銷

售金額為743億元，收入按年跌44.4%至

186.58億元，公司表示收入下跌主要因上

半年竣工及交付面積減少所致，但對於下

半年預期竣工項目會增加，料全年竣工面

積會按年升25.8%。對於全年合同銷售額

2000億元的目標，他表示有信心可以達到

，下半年可售貨值約2263億元。

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首席財務官

兼公司秘書馮征表示，團隊會高度關注下

半年國內外的資金市場情況。但由於情況

不明，故此難以就及後的融資成本作預測

，只期望能持續下降。公司上半年借貸成

本為5.4%。

未獲監管批准 綠城終止入股百年人壽

港出口挫5.7%連跌九月 經濟恐大冧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向

大公報表示，貿易戰持續逾年，已令出口

商生意大減，加上英國又可能硬脫歐，整

體歐洲需求偏軟，故今年香港出口或見 「
紅」 ，港府必須正視及推出支援方案。他

說，早前政府的191億支援措施，部分措

施盡快要10月才實施，實在遠水不能救近

火，港府應推出可即時生效的方案。

巢國明又指出，近期暴力事件已影響

到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目前，已有29

個國家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提示，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亦關注香港的情況，警

告若暴力事件升級，令人擔憂香港有降級

之可能性，進一步讓更多外國商家及旅客

不願來港，屆時香港經濟會 「好唔掂」 。

因此，呼籲各界以和平理性方式對話，共

同尋找解決方法。

全年出口料「見紅」
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主席羅少雄向大

公報指出，現時出口商生意差過金融海嘯

，很多中小型出口商 「捱唔住」 ，若貿易

戰持續，可能出現企業倒閉潮，更可能出

現骨牌效應，拖累相關的保險、銀行、物

流、酒店及餐飲業生意大跌，屆時經濟將

「大冧」 。另有商會人士透露，部分銀行

已開始收緊中小企貸款額，加快中小企 「
玩完」 。由於不少中小企東主以私人住宅

作貸款抵押，若中小企出現倒閉潮，屆時

樓市可能不穩，甚至下挫，影響深遠。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莊子雄表示，香

港受貿易戰和本地問題持續影響，相信短

期出口和經濟走勢在短期內將持續向下，

促政府為中小企提供更多稅費減免和貸款

支持、與銀行商討盡量放寬審批貸款準則

、提供關稅法律諮詢、協助申請豁免加徵

關稅、協助開拓新市場，例如進一步擴大

BUD專項基金覆蓋範圍至所有市場、容許

企業先開始推廣再申請資助、企業證明美

國市場佔大比例即可獲更多資助、在海外

進行大型推廣活動等，並協助業界在海外

設立生產線、長遠建立港商海外工業園。

他又說，料今年香港出口將見負增長。

輸往美國貨值跌10.3%
政府發言人表示，受環球經濟增長偏

軟及中美貿易摩擦影響，7月份香港商品

出口貨值按年進一步下跌5.7%。這些不

利的外圍發展亦繼續拖累不少亞洲經濟體

的製造和貿易活動。在這情況下，輸往多

個主要市場的商品出口在七月份錄得不同

程度的跌幅。展望未來，他表示，面對困

難的外部環境，及中美貿易摩擦會在九月

份進一步升級，香港的出口表現短期內應

會持續疲弱，甚或進一步下滑，政府會密

切留意有關情況。

貿易戰之影響

愈來愈嚴重，拖累

香港出口連跌9個月

，且更多廠家在東

盟設立新廠，令內

地廠重要度不斷下

降，長此下去，不

但香港出口受挫，

物流、保險、銀行

、會計等相關行業都受拖累。因此，已有

商會人士認為，目前情況衰過金融海嘯，

且仍未見谷底。因此，港府應盡早制定短

、中、長期應對方案，以防萬一。

自貿易戰以來，商經局及工貿署官員

已經常與大小商會代表會面，了解情況，

並推出不少支援措施。

然而，當局應進行全面及深入研究，

了解貿易戰對香港整體經濟、各行業之影

響，以便制定針對香港整體及個別行業

所需要的支援方案。否則單靠增加BUD

之資助額等措施，雖方向正確，但未必

能發揮 「及時雨」 作用。

因此，港府應以非常手段應對當前危

機。舉例說，現時中小企申請BUD專項基

金，拓展新興市場，且已經簡易申請，但

更好的方法，是政府向貿發局或生產力局

撥款，讓港商用特惠價格參加展覽會、考

察團等，使中小企免除填寫文件之煩惱。

政府宜早定短中長應對方案

【大公報訊】英國脫歐導致英

鎊下跌，拖累中渝置地（01224

）中期收入按年跌9%至2.79億

元，利潤則按年增24%至8454.1

萬元。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林孝

文（圓圖）表示，脫歐對英國短期帶

來波動，但長遠仍然看好倫敦市場，會繼

續在倫敦尋求投資機會。

林孝文稱，英國寫字樓需求強勁，在

供應不多下租金表現平穩，目前旗下兩幢

寫字樓出租率都達100%，又稱公司與租

客簽訂租約時，可隔一段時間調整租金，

而每次租金檢討租金均 「有升無跌

」 ，租金收入有保障。至於集團

與富力地產（02777）合作發展

的住宅項目泰晤士一號，他稱今

年下半年會推出第一期單位，該

項目料可吸引本地或海外買家，並不

擔心受市場影響。

副主席黃志強補充，泰晤士一號預計

2021年年底交樓，首期推出3幢物業，涉

及約68萬平方呎或500餘伙，其中不乏

5000平方呎以上河景單位，料可套現2億

至3億英鎊，公司亦不想太快出售。

無懼脫歐 中渝續投資倫敦樓市

【大公報訊】龍湖（00960）中期核

心淨利潤4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26%，首席執行官邵明曉表示，公司截

至7月底合約銷售錄1256億元，相信完成

全年2200億元 「很輕鬆」 ，未來會穩健推

盤。

龍湖與合景泰富（01813）於啟德的

新盤，邵明曉稱最快月底開售樓處，下月

開盤。他稱項目地價僅每方呎1.2萬元，

屬區內最低，相信有盈利空間，而定價則

會隨行就市。邵明曉又表示，整體仍看好

香港市場。商業方面，目前龍湖商場租金

收入佔比約11%至12%左右，邵明曉料未

來每年將有1至2個百分點增長。首席財務

官趙軼則補充，公司不排除出售一些商業

項目的49%股權，除可收回成本外，亦實

現商場資本化，效用等同分拆上市。

龍湖業績會上發生一段小插曲，一名

聲稱來自龍湖長沙樓盤的業主發言 「維權

」 ，他先向龍湖管理層遞上一些資料，後

稱整個長沙的龍湖樓盤都在維權，指公司

項目質量有問題，他更指控龍湖聘請黑社

會打業主。該人越說越激動，甚至哽咽至

無法繼續發言。

龍湖穩健推盤 核心利潤增26%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視內

地市場為重點的長和系，其中，長和（

00001）旗下屈臣氏集團擴大在內地版圖

，在北京開設內地第3680家 「屈臣氏」 店

舖，短期內更將擴展在上海、深圳、杭州

、西安、成都等多個城市。

翻查資料，長江集團在內地已有龐

大的投資，業務涵蓋地產、能源、港口

、零售、電廠及基建等多個大型投資項

目。長和系主席李澤鉅曾經提到，集團

是眾多香港公司中，內地業務規模最大的

一家。

長江集團發言人亦指出，內地業務是

長江集團芸芸市場中的一個重點，集團在

內地的投資規模一直超越同儕。同時，長

江集團作為一家跨國企業，在全球超過50

多個國家從事多元化業務。

發言人直言，長江集團的業務表現活

躍，旗下各項業務均有大大小小的交易在

醞釀及洽談當中，有買亦有賣，落實與否

，則視乎投資回報。

早於80年代初，零售業務旗艦屈臣氏

集團已涉足內地市場，業務規模持續擴充

。早在1984年，屈臣氏集團旗下 「百佳」
，在深圳蛇口開設第一家超級市場，為首

家登陸內地的外資零售商。

在多年的發展下，百佳去年更與永輝

超市和騰訊（00700）組成合營公司 「百
佳永輝」 ，將於廣東省內開設75家分店，

加速拓展內地業務。至於 「屈臣氏」 則在

1989年進駐內地，屈臣氏在內地超過470

個城市擁有3680家店舖，並以每年500家

的速度開店，現時每周客流超過1400萬。

屈臣氏加快拓內地 分店達368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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