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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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商報頭條

認同財政整合路徑 預計財赤將收窄
IMF肯定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跑掉一隻 「雞仔」，來了一
隻 「雞乸」——2025 年關前
後，港交所 「絕不吃虧」。

一品雞煲
曲折進軍納斯達克

去年12月，發迹於荃灣、13年開了7家店的本港
連鎖雞煲店 「一品雞煲」官宣——進軍納斯達克。
公司表示，計劃發行 200 萬股，預計籌資 800 萬至
1200萬美元，潛在市場估值1.03億美元，約合8.03
億港元。

此前， 「一品雞煲」曾於2019年及2020年兩度嘗
試在港上市，但均告失敗。外界不知港交所當時未
肯放行的確切理由，但顯然認定 「仲未夠火候」。

屢敗屢戰， 「雞仔」索性捨近求遠。這一次，能
得意否？不妨先來觀察一下2024年的大數據：剛剛
過去這一年，包括24家港企在內，合計68家中字頭
企業登陸美股（含 OTC 轉板與 SPAC）。其中，2
家掛牌紐交所，66家亮相納斯達克，總集資額27.58
億美元，分別按年升84%及178%。

對比，才能出真相。2024年，美股共入駐272家
新 「房客」，全市場IPO集資總額407.36億美元，
中字頭企業分別佔比25%及6.7%。

且看中企最新赴美集資額 Top5：亞瑪芬（13.65
億美元）、極氪（4.41 億美元）、小馬智行（2.62
億美元）、文遠知行（1.2億美元）、閃送（6600萬
美元）。至於港企，則遜色許多。

有市場觀察家表示，儘管上市公司數量相當不
錯，但與之匹配的集資額度卻明顯偏弱。港企雖佔
去年赴美上市中企總量的35%，惟單個集資額大多
集中在500萬至800萬美元區間，屬於典型的 「細路
仔」。

「一品雞煲」，顯然只是大河中的小舢舨。資料
表明，截至去年5月末，僅珠三角一帶雞煲店數量
就高達1.66萬家，關聯企業數量計有8600家。而雞
煲大多只縱橫於南方市場，黃燜雞才是全中國的熱
愛——全國黃燜雞店目前超過3.03萬家。目前，中
國全年肉雞消費量達 110 億隻，相當於每人年食 8
隻，佔全球市場的14.72%；市場規模，年均達3100
億元。或許正因如此，這家港企在港交所眼裏就變
成 「冇眼睇」的雞肋。

老鄉雞轉道港交所 IPO
果不其然！甫至 2025 年 1 月，總部位於安徽合

肥、主打雞肉菜品的內地最大中式速食品牌之一的
「老鄉雞」，便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
誕生於2003年的老鄉雞，目前有門店1404家，為

香港小老弟的 200 倍；2023 財年，其營收按年升
24.4%至超56億元人民幣，是 「一品雞煲」巔峰期
的37倍；其同期3.67億元人民幣的淨利及8.5%的淨
利潤率更呈碾壓之勢。

有趣的是，雖然體量上遙遙領先，但老鄉雞和一
品雞煲如出一轍地都在屬地資本市場遭遇挫折。

事實上，過往幾年A股IPO市場明顯收緊。2021

至2024年，新上市公司分別為524家、428家、313
家，直至100家，4年跳水八成多；募資額亦從五六
千億元人民幣急速萎縮至去年的不到700億元。

A股搞不掂，還有港股。2024年，港股完成70家
IPO，募資額大幅增至875億港元。不僅龐大如美的
集團一次性募資356.66億港元，即使像 「毛戈平」
這種在A股苦待8年、體量又不大的 「釘子戶」，
也能夠出人意料榮升 「凍資王」，最終成功笑納
23.37億港元。

日前，北京有傳 「小道消息」——2025年A股IPO
數量約為60個，其中一半或要給予併
購重整的Case。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
究院院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
副院長田軒1月7日表示，應盡快恢復
IPO常態化。 「沒有任何一個學術研
究發現IPO暫停，對資本市場的股價
有實質性的長期的幫助。」他說。

布魯可只屬「開胃小食」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老鄉

雞」還未上桌，但坐擁奧特曼IP的
內地公司布魯可已搶先登場。該股
備受熱捧，最終以招股價上限60.35
港元定價，公開發售獲12.68萬人認
購，超購 5999 倍，並觸發回撥機
制。昨日，這隻由前游族網絡聯合
創始人、80後紹興富豪朱偉松控制

的公司掛牌
上市，高開
於 109.6 港
元，較招股
價 升 逾 八
成；該股收市報85元，升幅達40.85%。

而這也只開胃小食，之後 「燕翅鮑」會陸續有
來：比如蜜雪冰城、寧德時代……

對於港交所、投行以及港股擁躉，套用一句網絡
梗，正是：大吉大利，全年吃雞！ （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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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報記者訪財經專家
今年A股港股或先抑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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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天氣及霜凍
天文台兩警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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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探索試點
推進「灣區註冊」

碼上看

经济
觀察

布魯可大熱亮相 港交所全年「吃雞」？

IMF預計
今年香港經濟增2.7%

IMF代表團初步總結要點
儘管面對多重挑戰，香港經濟正逐步復蘇；

再次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

認同香港金融體系在穩健的制度框架、充足的政策緩衝空間及聯
繫匯率制度暢順運作下仍然強韌；

基於目前經濟狀況，香港特區政府在中期逐步整合財政的方向和
路徑是合適的；

在考慮到新的收入措施、控制支出的成效以及與疫情相關的開支
逐步減少的支持下，香港財政空間仍充裕，預計財政赤字將進一步
收窄；

預計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在去年及今年均會增長2.7%；

認同香港特區政府在開發新增長來源方面的努力；

認同特區政府取消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是合適的；

同意本港註冊的銀行資本充足、流動性高，盈利能力亦強；本地
按揭貸款拖欠率維持在低水平，而低失業率及高住戶資產淨值，均
有助支持住戶信貸質素。

中環金融商務區中環金融商務區
即景即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熱新股布魯可（325.HK）昨日掛牌上市，該股公開發售超額認
購達5999倍屬歷來第三大 「超購王」 。 港交所圖片

IMF代表團又認為，基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香港特區政府在中期逐步整合財
政的方向和路徑是合適的。代表團預計，在考慮到新的收入措施、控制支出的
成效以及與疫情相關的開支逐步減少的支持下，香港的財政空間仍然充裕，
並預計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收窄。

陳茂波：IMF指港經濟穩步復蘇
昨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代表特區政府回應表示，歡迎IMF代表團

認同香港經濟正穩步復蘇。代表團亦再次肯定香港金融體系的韌性，
特區政府會繼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發揮好 「一國兩
制」下 「內聯外通」的獨特功能。

陳茂波感謝代表團認同香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整合財政。他說，
面對複雜多變的外圍政經環境及本港經濟結構處於調整過程，特區
政府會適當開源節流，並以節流為主導的策略，在數年內恢復收
支平衡。節流方面，會管控經常開支增長以逐步收窄收支差距；
開源方面，會保持香港簡單低稅制的競爭優勢，並兼顧社會實際
情況，避免削弱經濟恢復的動力，並以 「能者多付」為原則，盡
量減低對一般普羅市民的影響。

陳茂波強調，就IMF提出的不同建議，特區政府都會仔細研究
並分析。

余偉文：聯匯制度適合香港
當天，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亦表示，歡迎IMF代表團肯定香港

穩健的監管架構，以及在不斷轉變的環境中保障金融穩定的重
要緩衝措施。正如代表團所指，香港經濟高度開放，金融服務
業規模龐大，並與全球接軌，因此聯繫匯率制度仍然是最適合
香港的安排。

余偉文又說，香港穩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包括具透明度的機
制、充裕的外匯及財政儲備、穩健的規管及監管架構，以及健全
的金融體系，亦繼續支持聯繫匯率制度的公信力。當局會繼續保
持警覺，維護金融穩定，同時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代表團
完成就香港2024年第四條磋商討論後，昨日發表初步總結報告。IMF代
表團稱，香港經濟正走在逐漸但不均衡的復蘇之路；並再次肯定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認同香港的金融體系在穩健的制度框
架、充足的政策緩衝空間及聯繫匯率制度暢順運作下仍然強韌。

【香港商報訊】IMF代表團
於去年 11 月 11 至 22 日訪問香

港，期間與特區政府官員、金融監
管機構及私營機構代表進行討論。昨

日，代表團就其評核發表初步總結；
IMF執行董事會將於本月討論有關整體

報告。

香港金融體系保持韌性
「香港經濟在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困境後，

正在逐步復蘇。」 IMF聲明指出，受多次衝
擊影響，香港經濟自2019年經歷了三年衰
退。2023年初，與新冠疫情有關的限制措施
取消，令內部需求和訪港旅遊業在2023年上半
年強勁反彈，但隨後復蘇之路面對多重逆風，
包括高息環境、房地產市道持續調整，以及中
小企業的營商環境充滿挑戰。儘管如此，在穩
健的制度框架、充裕的政策緩衝和聯繫匯率制
度平穩運作支持下，金融體系仍保持其韌性。

「新出現的短期和長期挑戰亦需要密切關
注。」 IMF聲明說，隨着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
濟和金融進一步融合發展，香港所面臨與內地
相關的風險亦有所增加，包括房地產市場低迷
和地緣經濟碎片化加劇帶來的風險。

認同港府努力開發新增長來源
「在預測期內，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

預計將逐步放緩。」 IMF分析指，由於重新
開放後的經濟增長勢頭已進一步消退，高息
環境和港元強勢繼續對本地經濟活動構成壓
力，預計經濟增長將從2023年的3%減慢
至2024年的2.7%。美國貨幣政策逐步放
鬆，將支持內部需求上升，但將因外部

需求（包括來自中國內地的需求）減弱而抵
銷，預計2025年的經濟增長將保持在2.7%不
變。

「基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香港在中期逐步整
合財政的方向和路徑是合適的。」 IMF代表團
認同香港特區政府在開發新增長來源方面的努
力，包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增加投
資，以及吸引海外人才和高端產業來港。

進一步放寬樓市須謹慎
至於香港樓市方面，IMF稱，銀行穩定所面臨

的風險仍在可控範圍內，儘管本地銀行不良貸款
以及信貸虧損與撥備從較低水平開始上升，但銀
行資本充足、流動性強，獲利能力強勁，IMF歡
迎金管局決定引入正值中性的逆周期資本緩衝
（CCyB）比率，此舉將提高銀行體系在系統性
風險出現時，加強向實體經濟貸款的能力。
對於去年香港樓市減辣，IMF稱，放鬆住房

措施屬必要，但進一步放寬仍須謹慎。IMF分
析指，樓價下跌主要是由於供應增加造成的，
其次就是高利率，隨着樓價大幅無序調整和投
機需求風險的緩解，取消需求面管理措施、放
鬆宏觀審慎政策是必要，應謹慎設計進一步的
宏觀審慎按揭寬鬆，以維持審慎的承保標準，
避免鼓勵過度冒險。
金融方面，IMF同意本港註冊的銀行資本充

足、流動性高，盈利能力亦強；本地按揭貸款
拖欠率維持在低水平，而低失業率及高住戶資
產淨值，均有助支持住戶信貸質素。IMF亦留
意到，特區政府及金融監管機構在發展蓬勃的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有重大進展，而推進可
持續金融中心的發展可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