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
道：財務及負債情況備受關注的新
世界發展(017)繼續減債去槓桿，
昨日向母企周大福企業出售位於深
圳前海自貿區的前海周大福金融大
廈北塔餘下 30%權益，總代價
14.4億元人民幣(折合約15.5億港
元)。知情人士指，新世界將盡量
行使一隻永續債在2025年3月到
期的贖回權，因若放棄贖回選擇
權，票息將遠高於公司5厘的平均
融資成本。昨日新世界股價先跌後
回 穩 ， 收 市 報 7.26 元 ， 微 升
0.4%。但大摩予新世界 「減持」
評級，目標價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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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出口增長預期
上調至最高11%

3隻港股通央企紅利
ETF登場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香港貿發局公
布2024年年中香港出口評估，並將今年的預期出
口增長，由去年 12 月預測的最高 6%上調到最高
11%。貿發局發言人指，是次調整源於兩項反映香
港出口現狀和預期表現有所改善的指標。首先，本
港在2024年首五個月錄得按年12.5%的出口增長，
令人鼓舞。貿發局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數調查結果亦
進一步印證這股升勢，顯示出口商當前業務表現有
明顯改善，整體前景也更為樂觀。

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表示： 「基於以上因素，
貿發局經貿研究調整了2024年的出口增長預測，
相信可以更好地反映需求整體回升，以及全球貿易
前景普遍更趨樂觀。」

電子產品訂單大增
上半年電子產品訂單激增受惠於香港出口首五個

月按年上升12.5%。電子產品業佔香港出口總值約
70%，因此，持續增加的訂單成為香港上半年整體
出口表現的主要增長引擎。根據第二季出口信心指
數顯示，出口商對各主要市場的前景均感到樂觀。
中國內地的前景最獲看好，現狀指數和預期指數均
升至60以上。其中，內地和東盟生產設施對電子
零部件需求激增，大大推動香港電子產品出口。首
5月，香港對中國內地的出口按年增長21.1%，對
東盟的出口上升19.8%。其中，工業物料和中間產
品大約佔90%。

同樣在昨日公布的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數顯示，出
口商對今季業務表現比第一季滿意，整體現狀指數
飆升12點，達到51.6，而預期指數更升至54.3，反
映他們對來季表現同樣抱有信心。絕大多數出口商
(73%)預期未來12個月的利潤率將會上升或維持不
變，與第一季錄得的數字(55.9%)相比有顯著增長。

【香港商報訊】記者康鈞淼、童文武報道：由重
慶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主辦的 「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推介會」昨日在港舉
行。中聯辦、渝港兩地政府相關部門和機構以及香
港重點企業、行業協會代表等170餘人出席，共話合
作機遇，共謀發展良策。推介會現場簽約7個項目。

重慶市市長胡衡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香港貿發局署理總裁劉會平，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香港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副局長張曼莉，大灣區醫療集團聯席行政總裁、
香港總商會中國委員會副主席李家聰，香港重慶總會
常務副會長兼青年委員會主席向均羚，香港貿發局中
國內地總代表鍾永喜等出席了推介會。

胡衡華:共建服務業新體系
胡衡華致辭時提到，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高技術

含量、高人力資本、高附加值等特徵，是產業轉型的
重要方向，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力量。他表示，
本次推介會是深化渝港合作的重要契機，期待渝港兩
地共同探討產業發展趨勢、拓展產業合作領域、營造
產業發展生態，共同建設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

陳茂波:渝港合作邁向新台階
陳茂波致辭時表示，渝港兩地經貿關係緊密。去

年兩地貿易總額超過550億元人民幣，在港上市渝企
15家，融資總額超過460億港元。兩地合作成果顯
著，比如港科大與重慶兩江新區建立明月湖國際智
能產業科創基地；律政司與重慶司法局簽署渝港法
律服務合作框架協議等。他建議渝港兩地加強跨國
供應鏈管理合作；深化金融服務合作；推動科技創
新領域合作， 「香港重慶各具優勢，互補性強，渝
港合作一定可以邁向新的台階。」

重慶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高健介紹了重慶市現代
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情況和前景。重慶兩江新區副主任許
宏球圍繞開放、產業、創新等方面進行了推介，並邀請
香港企業到兩江新區投資興業。他表示，兩江新區將以
寸灘國際新城為重點，打造渝港合作示範區。

會上，渝港兩地各
行業機構、企業現場
簽署合作項目 7 個，
包括上海中聯(重慶)
律師事務所與香港姚
黎李律師行共建重慶
陸海新通道法律識別
及研究中心項目、林
同棪國際工程諮詢(中
國)有限公司與建盛
(亞洲)工程顧問公司

戰略合作項目、香港佳田控股重慶宜寶萊進出口國
際貿易項目、德勤中國數智中心項目、重慶兩江產
業集團與廣發控股(香港)戰略合作項目、同炎數智科
技（重慶）有限公司與偉歷信集團戰略合作項目、
重慶江東機械與香港理工大學戰略合作項目。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中國國新宣
布，成立3隻中證國新 「港股通央企紅利交易所買賣
基金(ETF)」，總規模逾34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廣發ETF有11.65億元，景順長城ETF有11.25億
元，南方基金ETF有11.1億元。

總規模34億元人民幣
據中國國新的公告指，為深入踐行國資委強化央企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和新的 「國九條」鼓勵現金分紅
的政策導向，該3隻ETF產品囊括近50家行業地位突
出、經營穩健、現金流充沛、分紅收益可觀的港股央
企上市公司。該等公司主要分布在能源、電信、基
建、高端裝備等關係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實體產業
領域，集合港股央企上市公司優質核心資產。

公告又指，接下來，中證國新港股通央企紅利
ETF將在香港市場發行上市，在更大範圍引入包括
人民幣、港幣、美元在內的多類型資本錨定央企投
資，通過境內外資本市場間的協同聯動，增強央企
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市場認同和價值實現，助力央企
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高質量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利嘉閣綜合土
地註冊處資料，截至 6 月 25 日為止的 2024 年上半
年，全港共錄得1552宗工廈、商廈及店舖物業買賣
登記，涉及登記金額達265.54 億元。該行預計整個
上半年最終可錄得1592宗及272.7億元，料較去年下
半年的1665宗及411.09億元，分別回落4%及34%。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董事黃應年指出，今年初經濟
復蘇進度仍慢，而港股於年初時進一步下滑，加上
高息環境持續窒礙投資意欲。此外，本地零售消費
行業亦面對港人北上消費，經營環境困難，望下半
年市況可略為回暖。

下半年六大利好
黃應年認為，下半年有六大利好因素，包括息口

已見頂並趨向回落，利好下半年整體投資氣氛。新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年中正式實施，可投資在1000
萬元以內非住宅房地產項目，料刺激中小型工商舖
成交。業主過去一段時間已累積不少減幅，可陸續
吸引買家趁低吸納，刺激交投量回升。內地經濟改
善，開放更多自由行城市，利好旅客來港消費及投
資。港府積極推動盛事經濟，有望帶動核心消費區
表現回暖。多個工廈新盤將相繼推出，下半年一手
工廈成市場一大動力。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工商部高級營業董事朱亮恒
指出，今年截至6月25日為止，全港暫錄得823宗工

廈買賣登記，涉及金額約69億元。他預計，上半年
將錄得844宗及73.74億元。今年上半年，工廈市場
買賣以細價物業為主導，1000萬元以下者料佔81%。
價格介乎200萬元至500萬元以內的組別估計可大錄
381宗登記，為交投最旺的組別，佔整體工廈登記量
達45%，惟較去年下半年的416宗回落8%。

工廈以1000萬元以下交投為主
今年截至6月25日止，商廈物業買賣登記錄得292

宗。黃應年預計，整個上半年可錄得297宗。由於本
港整體經濟尚待進一步復蘇，股市表現仍反覆，息
口始終未見回落；加上環球年內仍存在不明朗因
素，如美國大選，中美角力以至其他地緣政治因素
等。不過，最差情況已出現，下半年商廈買賣登記
量料平穩向好，有望微增至300宗水平，告別近8個
半年度低位，按半年料增1%。

商廈商舖交投欠突破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商舖、商業及投資部高級營

業董事鄭得明表示，隨旅遊業復蘇及旅客重臨，
店舖投資氣氛有所改善，惟與此同時港人熱衷北上
及網上消費，抵銷了相關良好勢頭，再加上經濟復
蘇進度偏慢及高息困擾下，店舖市道未見突破。今
年截至6月25日，店舖物業買賣合共錄得437宗。該
行料上半年只錄約451宗。

重慶來港推介現代生產性服務業

渝港各企業機構代表在推介會上簽約，一眾嘉賓見證。

上半年工商舖買賣總額逾265億元

知情人士稱，新世界預計將在月底前完成出售80
億港元(約10億美元)的非核心資產，可能很快會提供
資產出售的最新細節，相關資產出售是在2023年7月
至2024年6月期間進行。

月底前完成出售非核心資產
消息稱，新世界今年獲得一筆由上海 K11 購物中

心支持的數十億元人民幣貸款。同時，在國家監管
機構表示做好經營性物業貸款管理，滿足房地產企
業合理融資需求之後，該房企近期開始使用這種
融資途徑。知情人士又補充，新世界的投資物業
總價值為430億港元，而且大多沒有債務。

至於今次新世界向母企周大福企業，出售位於深
圳前海自貿區的前海周大福金融大廈北塔餘下30%
權益，作價15.5億港元。該物業由一幢43層高辦公
大樓(包括3層防火層及5層零售購物商場)及停車場
構成，於 2023 年 8 月落成。總樓面面積約 12.57 萬
平方米，其中寫字樓樓面面積約9.9萬平方米，但
出租率只有約37%。

新世界表示，出售事項是集團釋放該物業投資價
值的良機，可讓集團套現現金資源，藉以改善集團
的資金流動，並加強財務狀況，出售事項所得代價
足夠集團收回待售貸款，出售所得將用作一般營運
資金。

大摩料新世界淨負債率降至65%
摩根士丹利發表最新研究報告指，倘獲股東同意

這宗交易，新世界料可從中獲利1.13億港元。該行
認為，今次的出售，連同4月以40億元出售荃灣愉
景新城，可令新世界的淨負債比率，由去年12月底
止的67%，輕微降到65%。

該行預料，新世界在2024財年的現金利息支出達
107億元，遠高過公司2024財年上半年經常性息稅前
利潤35億元。去槓桿化在延長的高息環境具挑戰性，
相信新世界有需要以更激進的資產流轉，如出售非核
心資產，出售農地，進一步削減派息，才能更明顯地
降低負債，維持 「減持」評級，目標價8元。

新世界最新沽出前海周大福金融大廈北塔餘下30%權益。 資料圖片

套現15.5億元 大摩籲減持
新世界沽前海商廈權益減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