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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聯儲終於
宣布減息，是4年半
以來首次減息，而

且一減就是0.5厘，力度可謂不小；香港各
大銀行立即跟隨減息0.25厘，表面上好像減
得比較少，其實不然，雖然聯繫匯率將港元
與美元掛鈎，但港元與美元的息口並非完全
同步，過去幾年的加息周期，美國加息11
次，利率上升了5.25厘，但香港最優惠利率
（P）只加了0.875厘。無論如何，減息是樓
股最好的消息，而且具有持續性，預期年底
再減0.5厘，明年更有機會減多1厘，這個
消息比任何救市措施更有威力。

中小企供樓壓力獲紓緩
不過，工商企業界供樓採用的同業拆息

（H）就不一樣，有一段時間長期維持在5
厘左右；工商貸款的利率以（H+1.5厘）左
右計算，等於供樓差不多要6至6.5厘，自
然比住宅高出很多；住宅以最優惠利率計
算，通常是（P-1.75厘），即之前供樓利率
大約是4.125厘，沒有工商貸款那麼高。換
言之，工商物業的貸款利率高出近2厘，也

引致中小企業出現資金嚴重短缺。今天美聯
儲已進入減息周期，大家以為對住宅市場有
很大幫助，其實最受惠的是中小企業，這幾
年工商界的供樓壓力到了臨界點，如今終於
能夠得到紓緩。

過去 5 年，筆者都比較保守，對樓股後
市看法相對審慎，雖然身為金融地產界人
士，也必須忠於事實，不敢胡亂唱好後
市。因為經濟狀況確實不佳，地緣政治局
勢緊張，最致命的當然是利率一直上升，
引致消費力和購買力持續輸出強過輸入，
也令零售飲食等中小企業經營十分困難。
在利率持續高企之下，供樓的沉重負擔使
住宅樓市受到重創，企業無力還款更是壓
倒工商物業的最後一根稻草；股市同樣也
表現不濟，恒生指數長期在低位徘徊，股
市成交萎縮也是市面蕭條的原因之一。

5年來首次看好後市
如今一切將會改變，五年來筆者首次開始

看好後市，還是那一句： 「成也美息，敗也
美息。」本來利好和利淡各有理由支持，互
相爭持不下，可如今加息變為減息，高息將

變成低息，一來一回，利好因素立即增加，
供樓負擔馬上減少，是樓市及股市最好的消
息。減息周期來臨為中小企業帶來佳音，
筆者明白許多企業仍在水深火熱之中，還
要苦苦支撐掙扎求存，但是無論如何一定
要守住陣營，堅持多一年半載，守過這個
寒冬，春天就不會太遠。

這個春天真的會來臨嗎？一定會，這只是
時間問題。慶幸我們生活在一個發達的城
市，儘管不少身處外地的網絡講者在唱淡香
港，也有詆毀他人聲譽之嫌，但是香港依然
巋然不動。這些言論可能出於妒忌，想為自
己的離開找理由，或者也想借此博取流量，
出位言辭難免有吸睛效果，但香港仍然毫無
動搖，就是因為有底氣。看好後市的原因除
了是減息周期正式來臨之外，當然還有許多
利好因素，隨隨便便講幾點，相信大家不會
反對，香港素有美食天堂、旅遊城市、購物
之都等稱號，如今更有人才之都、教育樞
紐、移民之城和財富管理中心等美譽。IPO
集資金額重回正軌，引進知名企業暫見成
效， 「南金融、北創科」的宏偉藍圖不是
夢。

隨着美的集團
在香港的成功上
市 ， 集 資 額 逾

300 億港元，彰顯了香港作為資本市場的
深厚底蘊和強大吸引力，也再次證明了香
港在全球金融版圖中的穩固地位。今次的
大型IPO上市，無疑再度鞏固了香港的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也為市場注入了強
烈的信心。

美的集團的上市，是自 2021 年快手以
來香港集資額最大的新股，今次上市不僅
體現了香港資本市場的活力和深度，也反
映了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認可和信
賴。港交所表示，對香港未來金融活動的
樂觀預期，並指出大型新股活動將接踵而
至，其中不乏計劃集資 10 億美元以上的
上市申請，這進一步證明了香港對全球企
業的吸引力。

近年來，儘管有外地媒體對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提出質疑，但事實勝於雄
辯。美的集團的成功上市，以及港交所透
露的大量上市申請和再融資規模，都是對
香港金融實力最有力的證明。港交所行政
總裁的回應也擲地有聲： 「若香港金融中
心地位不保，那為何能吸引如此龐大的
IPO呢？」

港融資活動迎來新機遇
更為重要的是，隨着全球進入降息周

期，香港的融資活動將迎來新的機遇。降
息周期通常意味着資金成本的降低，這將
激發更多的企業融資需求，而香港作為全
球知名的金融中心，無疑將成為這些企業
的首選之地。羅兵咸永道的預測也印證了
這一點，它們預計隨着降息周期的到來，
香港IPO市場將迎來復蘇，中概股和科技
公司尤其是特專科技公司的上市，將進一
步提振香港資本市場的信心。

此外，香港還在不斷推出新的政策措
施，以鞏固和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比如，將房地產信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
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納入 「港股通」
等，這些措施的實施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市
場的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力。

IPO之後，港股的表現也令人振奮。中
秋假期前，恒指已連續多日上漲，收復了
20天線，成交額也有所回升。金融股和科
技股的向好表現，更是為市場增添了新的
活力。港交所的股價上漲，也反映了市場
對香港未來金融活動的樂觀預期。

毋庸置疑，香港仍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
國際金融中心，對有融資需求的企業來
說，這裏無疑是一個優選之地。隨着美元
進入降息周期，相信國際資本會越來越多
地布局香港市場，屆時香港的金融活動將
更加活躍，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動
力。

一連兩天的第 27 屆北
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
洽談會暨投資香港推介

大會9月21日在京閉幕，此次會議高效務實、成
果豐碩，簽約金額高達 609.8 億元（人民幣，下
同），40個項目涵蓋科技服務、金融、生物科技
等12個重點領域。此次京港洽談會還首次設立京
津冀與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鏈供應鏈對接專題活
動，把京港合作提升到兩大區域發展戰略的維
度。京津冀與粵港澳企業9月21日現場簽約的10
個項目，投資金額就達到23.6億元。 「京津冀與
粵港澳企業合作會客廳」亦於同日成立。如今的
京港洽談會已不僅僅是北京和香港之間的經貿盛
會，更成為京津冀和粵港澳兩大經濟圈攜手發展
的重要平台，以城市互動促進區域聯動，打造帶
動全國高質量發展新的動力源。

同日還舉辦多場專題專場活動， 「京港數字經
濟創新專題活動」上，兩地聯合推出的京港AI應
用加速器正式啟動，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的發
展；京港共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新發展專題活動
現場，北京市商務局和香港貿發局簽署了2024京
港商務領域合作備忘錄。

行政長官李家超於開幕式致辭，表示京港洽談
會的平台多年來就深化兩地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希望今次大會可讓北京的朋友更了解香港，也歡
迎更多北京企業和人才來香港大展鴻圖，同時促
進更多香港朋友在北京發展，攜手為兩地企業創
造最大的價值。港澳辦副主任周霽在開幕致辭時
指，北京與香港的合作迎來最佳時機，香港踏入
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特區政府鞏固傳統優勢，培
植新質生產力，形容香港發展穩中更好。

有別於往屆，今年在主題推介活動中，京港兩
地政府高層領導圍繞 「投資香港」 「投資北京」
進行主旨推介，全景展示兩地融入國家戰略大局
帶來的新機遇，多維呈現京港兩地各自經濟發展
優勢和優良營商環境，全面聚合京港兩地資源，
搭建金融、貿易、創科、專業服務等重點領域合
作平台，促進兩地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合作共
贏。

香港一直是北京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地，也是
北京企業在境外投資最多的地區。今年上半年，
香港對北京實際投資 30.3 億美元，佔全市總額
80.8%，北京對香港直接投資額22.7億美元，佔全
市總額55.4%。

北京市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眾多古建築，擁
有一批公認的高質量傳統老字號品牌，可以發展
成結合文化創意和休閒零售的空間，擴大文化消
費的規模。香港服務可推動老字號守正創新，鼓

勵老字號企業建設品牌館，與文化IP、新消費品
牌展開跨界聯動，開發爆款產品，打造地理標誌
性產品，提升品牌影響力。香港在活化歷史建築
方面具有一定的經驗，例如大澳文物酒店、中環
的大館等。北京可以借鑒香港的營運模式，在保
護修復歷史建築風貌的同時，融入時尚及商業管
理元素，成為休閒消費的新地標。

兩地物理心理距離俱走近
近年來京港兩地經濟合作成效明顯，合作領域

從傳統的貿易、投資領域，逐步擴展至金融、科
技、文化、醫藥衛生等領域。投資方向由香港單
向輸入到兩地投資雙向奔赴，共享發展機遇。現
時，不同地方的產業都在升級轉型，其中新質生
產力為關鍵要素，香港在基礎科研有實力，但在
成果轉化、發展產業等方面需要加強；而內地則
有完善的產業鏈及龐大市場，兩者可以在創新科
技等範疇加強合作，互補長短。京港合作的範疇
和水準不斷提升。北京與香港亦全方位加強合
作，優勢互補，有利更多北京企業拓展在香港和
全球市場的業務。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內地包括北京
企業在港投資，可以借助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
走出國際，把服務、商品及技術輸出國際。北京
是內地科技基礎最雄厚、創新資源最為集聚、創
新主體最活躍的區域之一，香港也致力於建設成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二者的發展方向和步調一
致。香港目前大力加強對醫療科技、人工智能、
大數據、區塊鏈等前沿科技領域的布局，通過增
強與北京的交流合作，優勢互補，更能極大激發
香港在新興領域的潛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2024年6月16日，新開通的京港高鐵動臥通宵
列車，每周五至周一來往兩地。北京至香港的全
程旅程時間由24時31分壓縮至12小時34分，實
現夕發朝至。相信隨着京港間交流合作繼續深
入，兩地的 「物理」距離和 「心理」距離都將愈
走愈近。

特區政府與各方通力合作，通過京港洽談會這
個推進京港經貿合作的重要平台，促進兩地政
府、企業及產業交流合作，攜手實現產業導向、
驅動經濟持續發展，為京港合作注入更大動能。
相信京港洽談會將延續雙方合作熱潮，為兩地帶
來更豐碩合作成果。

中央對香港支持一以貫之，香港進入由治及興
新階段，京港合作迎來最佳時期，香港發揮獨特
優勢，貢獻國家現代化建設，前景無限。香港發
展潛力無限，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只有進行式，沒
有完成式。

減息為中小企業帶來佳音
亞洲地產創辦人、港區省級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 蔡志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主席 林曉輝

京港深化合作獲豐碩成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周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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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士服務質素近年備受關注，鑑於
市民遊客對改善的士服務的訴求非常殷
切，政府昨天開始落實 「的士記分制」，
針對11項影響的士服務質素的行為實施不

同程度罰則。本來這個問題最好是靠業界自
律，畢竟絕大部分司機的服務質素是好的，奈何

極少數害群之馬屢勸不改，只好通過較為強硬的方式去整
頓了。希望記分制能夠有效迫使一小撮頑固司機收斂，切
實保障廣大乘客權益，維護香港 「好客之都」聲譽。

香港的士車資遠較港鐵、巴士票價為貴，但由於能夠直
達終點和舒適方便，對許多趕時間和不想擠公共交通的乘
客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可是，的士服務質素近年每
況愈下，也是不爭的事實。根據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交通
投訴組公布的今年首季投訴數字，與的士服務相關的多達
2820 宗，按年激增 13.9%，主要涉及司機拒載、 「兜
路」、 「兜客」和無禮等行為。不單本地市民 「激氣」，
訪港遊客亦屢屢有不愉快經歷，因為他們抵港後，人生路
不熟，較有可能選乘的士前赴酒店或旅遊景點，往往淪為
被 「」的對象。更為不堪的是，過往有遊客將相關經歷
上載至社交網站，家醜外揚，導致香港 「旅遊天堂」聲譽
嚴重受損。

現時香港有1.8萬部的士，4萬名活躍司機， 「黑的」只
佔少數，但往往就是這些 「關鍵少數」破壞了香港聲譽。
對於的士服務質素欠佳的老問題，當局已經祭出不少招
數，包括增派警員在遊客區加強執法、推行 「的士大使計
劃」等等，並取得一定成效，但距離根治問題尚遠。當局
參考過往一直行之有效的違例駕駛記分制度，並在廣泛聽
取市民和業界意見後，在去年底通過《的士司機違例記分
條例草案》，這是一項旨在打擊業界害群之馬、改善的士
整體服務質素和行業形象的又一舉措。

根據的士記分制，假如司機濫收車費、拒載、更改 「咪
錶」、拒絕駕駛至指示的地方，會被記10分； 「兜客」、
「兜路」、 「釣泥」會被記5分；拒絕發出收據、沒有

將 「咪錶」設定於記錄位置則會被扣3分。假如司機兩年
內被記15分或以上就會被停牌，首次停牌3個月，若再犯
停牌期會延長至6個月；記分累計達10分或以上，司機須
在指定限期內自費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若不遵從，一
經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一個月。

有人質疑的士記分制只是 「無牙老虎」。誠然，單是罰
款金額和刑期看似沒有足夠阻嚇力，但加上停牌就有阻嚇
力了，因為涉事司機會直接失去謀生手段，因此估計他們
的態度和行為會有所改善。當然，的士記分制只是剛剛實
施，具體效果還需要時間驗證。假如實踐一段時間後發現
記分制只是 「無牙老虎」，當局不妨在檢討後加重罰則，
增加阻嚇力。

繼早前引入的士車隊制度後，現在又落實的士記分制，
相信有助提升業界服務水平。希望政府在已有基礎上，盡
快就是否強制所有的士車廂安裝閉路電視進行公眾諮詢，
並盡快作出決定。只要多措並舉，對症下藥，必定可以更
好保障乘客權益，改善業界形象，維護香港聲譽。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