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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建世界級機場群
到2035年區內擁有17條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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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市值中概股已來港
港府研納 「南向通」 增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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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H按息率達2.5厘鎖息上限

財爺：港將無可避免加息

6月樓價指數跌逾1% 創年半新低

本港銀行流動性仍然充足
「雖然本港將無可避免需要加息，但銀行業的流動

性相對仍然充足，相信毋須跟足美國的加息幅度及速
度。」陳茂波預計，未來數月本港銀行有可能 「加
P」，是4年以來首次提高。至於 「加P」時間，則取
決於銀行及存款流動性而定。他續稱，目前H按息率
仍遠低於1998年時的9.5厘，相信即使稍微加息仍比
當年息率低很多。

陳茂波相信，單靠銀行加息，不太可能導致樓價急
跌，未來本港樓市走勢仍受供求及整體經濟形勢等因
素影響。他強調，本港潛在住屋需求強勁，大家不應

對樓市感悲觀，置業人士跌入負資產的可能性比1998
年時亦低很多。

同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電台節目
表示，香港樓市主要受整體經濟影響，而並非單純跟
隨利息走勢而調整。他又指，目前有一半私樓已經沒
有承造按揭，加上買家承造按揭時要經過壓力測試，
當前樓市風險可控。

許正宇提到，目前香港外匯儲備為貨幣基礎的 1.7
倍，達到 4400 多億美元；至於香港經常帳亦處於盈
餘狀態，相對其他經濟體基礎穩固。他還指出，近
期資金流出，反映聯繫匯率制度運作順暢。至於香
港銀行未來會否跟隨美國加息，須視乎流動性而

定。惟他提醒市民：參與投資活動時要小心管控成
本。

經絡預計港銀最快今季加P
對於H按實際按息觸及2.5厘鎖息上限，經絡按揭

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表示，回顧2017年12月上一
次加息周期，當時1個月HIBOR開始觸及封頂位，銀
行於9個月後的2018年9月才開始加息0.125厘，這時
美聯儲已加息5次達1.25厘。是次加息周期，美聯儲
已加息3次達1.5厘，預計今次議息結果好大機會再加
0.75厘，合共為2.25厘，即等同上一次美加息周期的
幅度。

曹德明續說，當前香港銀行體系結餘已迅速減少至
近1600億元水平，相信無論美國及香港的加息幅度及
規模都會 「更快更急」。他相信，1個月HIBOR升穿
1.2厘即H按封頂後，本季有機會挑戰1.8厘，屆時銀
行加息壓力增加，或導致銀行加快 「加 P」步伐，
「相信有機會最快於今季發生」。

中原按揭建議申請按揭提速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稱，美息趨升勢頭下，

港息仍明顯未追上美息升幅，港元拆息將持續上升。
由於H按升穿封頂後的資金成本須由銀行承擔，加上
最近定存息競爭也會導致銀行資金成本上升，她表

示，不排除再有銀行上調新承造按揭客戶的H按封頂
息率，藉以紓緩息差收窄之壓力，並減低資金成本上
升之影響。

她續稱，雖然香港銀行已具備條件 「加P」，但銀
行一般不會單邊加P而是上調存貸息率，尤以具指標
性的大型銀行會顧及上調存息的成本上升壓力，故實
際加P時間將視乎銀行衡量資金成本而定，本港按息
年底較大機會處於3%附近水平。

王美鳳又提醒，港銀始終年內有機會加P、加按息
或提高封頂息率，日後通過壓力測試的入息要求將會
提高。她建議，有上樓需求人士可加快申請按揭，以
免加息後影響可借按揭額。

華僑永亨料樓價持續調整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姜靜認為，即使香港資金及港

元流動性仍然充裕，但今季仍有可能 「加P」。他預
期，銀行可能先在本季將P提高0.125厘，接在下一
季再加0.125厘。不過，不排除銀行 「一次過」在年
底加0.25厘。

展望樓市未來走勢，姜靜預計，今年香港樓價會有
中至高的單位數下調幅度，樓價調整或延續到明年
初，直到加息步伐暫緩為止。不過，香港業主持貨能
力高，尤其60%至70%的業主毋須償還按揭，相信樓
價回調幅度仍會保持溫和。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昨日，差餉物業
估價署公布數據顯示，上月全港私人住宅樓價指數
報380.5，按月跌1.14%，連跌兩個月，創一年半低
位；今年上半年，樓價指數累跌3.4%。租金指數方
面，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78，按月升0.74%；
按年跌0.73%。

按單位面積劃分，A類物業（40平方米以下）售價
指數按月跌1.84%；B類物業（40至69.9平方米）按月
跌 0.48%；C 類物業（70 至 99.9 平方米）按月跌
1.75%；D 類物業（100 至 159.9 平方米）按月跌
1.62%；E類物業（160平方米或以上）按月跌1.44%。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解釋稱，受息口趨
升、疫情反覆及一手新盤低價搶灘等影響，本港二

手樓市量價備受衝擊。他又指，6月份差估署樓價
指數主要反映5月中旬至6月上旬的市況，當時美
國大幅加息四分三厘，還碰上疫情略有反彈，導致
市場表現審慎，買家入市步伐減慢下，二手業主須
擴大議價空間及減價，才導致樓價跌幅加大。

利嘉閣：通關左右樓價走勢
展望下半年樓價走勢，陳海潮預料7月份樓價指

數有機會再跌1%左右。他補充指，全年樓價走勢
將視乎疫情進展，倘若疫情能夠維持受控，並能同
步加快通關步伐，將會成為市場 「救命稻草」，下
半年樓價可望錄得一個較為顯著的反彈；否則，在
缺乏利好因素下，適逢本地銀行有機會跟隨美國加

息，全年樓價恐怕難以扭轉輕微下跌的格局。

萊坊：加息心理影響大一點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同樣認

為，在疫情及美國加息雙重夾擊之下，本港住宅樓
價將會繼續受壓，物業市場價跌量升， 「相信7月
份樓價將繼續調整，但成交量將反彈」。

萊坊董事及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部主管王兆麒則
預計，7月份住宅樓價指數表現與6月份相若。他
解釋，短期本港主要銀行有機會上調最優惠利率，
這會影響住宅成交量，還會影響部分 「上車人士」
因而未能通過壓力測試， 「只是這對整體市場的購
買力及樓價影響不大，心理影響大於實際影響」。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隨美國聯儲局本港時間今日凌晨揭曉
議息結果，與樓按密切相關的香港1個月銀行同業拆息（HIBOR）昨日升至
1.30941厘，創下逾兩年高位。若以目前香港大部分樓按以1個月 「H+1.3
厘」 計，意味當日H按實際息率已升至2.5厘鎖息上限，這或將促使香港銀
行提早上調最優惠利率（即 「加P」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接受傳媒訪問時
稱，香港將無可避免需要加息，但加幅及步伐不必緊跟美國，亦不太可能引
發類似1998年時的樓市危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接受
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特區政
府正籌備更多新措施，為在美

國上市的中概股來港上市提供便利；他又透露正同
內地相關部門進行溝通，希望將中概股納入 「南向
通」 標的，增加中概股回流的意願。現時有約70%
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已來港作第一或第二上市，足見
來港已是大勢所趨。期望特區政府和港交所持續進
行必要的改革，創造更多有利條件，吸引更多中概
股轉戰香港，這亦有利於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眾所周知，金融業一直是香港的傳統優勢——今
年3月底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將香
港總排名維持在全球第三位，承認香港在營商環

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競爭領域名列前茅。任
何跨國企業都有將利益極大化的先天本能，在美上
市的內地企業亦然，既然香港條件如此優越，焉會
不紛至沓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國際局勢變化和
國家政策均有助香港金融業發展。國際局勢方面，
近年美國試圖與中國 「脫」 ，多次出台措施無理
打壓在美上市的內地企業，為其經營帶來政治風
險。而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無疑相對
安全便利，回流這裏上市當是理想選擇。

而在國家政策方面， 「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持香
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強化作為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
理中心的功能。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七一講話」 中
亦重申，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

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
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
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這不啻是派出了定心丸。

事實上，在吸引中概股回流上，香港算是早先
機，預先做了許多針對性的改革：早於 2018 年 4
月，港交所已允許採取同股不同權架構的新經濟企
業在港上市，接納中概股在香港二次上市。此後，
阿里巴巴、京東、微博等知名科技企業先後赴港二
次上市。2021年11月，港交所進一步放寬和降低第
二上市門檻，容許同股不同權和VIE（可變利益實
體）結構公司選擇直接申請雙重主要上市，無須為
了完全符合港交所上市規則及指引而改變架構。

多些中概股來港，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之鞏固有
百利而無一害，因為在港交所掛牌的企業當中，有

不少是經營傳統行業的，倘若有更多內地科企上
市，必可為港帶來新思維，為香港股票市場增添新
活力。再加上早已開通的 「滬港通」 、 「深港通」
等，內地和國際市場通過香港連接起來，這樣只會
令香港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有增無減。

總括而言，中概股回流既有利中概股本身，也為
港創造更多機遇，令香港金融中心的前景更加亮
麗。當然，我們的改革不能止步，必須持續調整優
化上市規則，為更多中概股來港鋪平道路。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表示，將研究是否容許未
有盈利科技公司在保護投資者的前提下來港上市，
一旦成事將令香港金融市場更具融資吸引力。可以
斷定，在諸多利好因素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定將更鞏固。

創造條件 吸引更多中概股來港上市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隨美國本輪不斷大幅加息，本港1
個月HIBOR昨日升至近1.31厘，創逾兩
年高位。業界人士指，港銀加息無可避
免，參與炒股、買樓等活動時要小心管
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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