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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去年施政報
告提出香港要發展島嶼及海岸旅遊。發展局昨日
提出，以片區開發模式發展位於南丫島、南大嶼
以及尖鼻咀和白泥的生態旅遊發展項目，為歷來
首次。其中，南丫島項目將暫定於明年下半年招
標，為各項目中最快。發展局就上述3個項目邀請
市場提供意向書，為期3個月，7月2日截止。

發展局期望單一財團發展
未來，位於南丫島的石礦場用地，將可發展成

為別墅、度假酒店及豪華度假營，項目會設有150
至200艘遊艇停泊位，並有低密度住宅，預料容納
3000人。此外，項目亦有5.7公頃的水體，劃作水
上運動及康樂活動。就低密度住宅部分，發展局
發言人稱，期望由單一發展商或財團參與發展。

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方面，分別位於長沙、貝
澳、水口及石壁，建議設有冒險度假區及休閒等設
施。發展局發言人稱，雖然項目處於封閉道路地
段，但相信即使項目發展後，亦未致造成交通擠
塞，當局將於長沙興建新碼頭，配合項目發展。

至於白泥及尖鼻咀項目，分別佔地約33及87公
頃，建議可設生態旅遊及康樂設施、養生中心、
度假村、零售、餐飲和娛樂設施等。就項目鄰近
建議中位於流浮山的數碼科技中心，發展局發言
人相信，數碼科技中心可與白泥及尖鼻咀旅遊項
目達至互補作用。

智庫：單一財團營運可連貫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

葉文祺指，以片區發展旅遊項目好處是由單一財團
營運，較逐個逐個地皮招標有連貫性；另對政府而
言，亦可較早獲得一筆收入，減少基建成本。

葉文祺又認為，由於發展生態旅遊回本期或較
長，相信如果有少量的住宅發展則會較快回本，
發展商會較易接受。

【香港商報訊】
記者朱輝豪報道：

人形機械人概念股昨在 A 股和港股市場上表現不
俗，投資者再度紛紛買入兩地上市的相關個股。A
股市場上，人形機械人概念股表現活躍，相關個股
全天強勁。截至收盤，精工科技（002006.SZ）等
個股漲停，大洋電機（002249.SZ）、江南奕帆
（301023.SZ）、雙林股份（300100.SZ）、秦川機
床（000837.SZ）等個股漲幅在5%以上。

港股市場相關概念股亦有不錯的表現，其中速騰
聚創（2498）收漲1.97%、微創機械人-B（2252）
收漲超3.8%。而市場最為關注的優必選（9880）盤
中一度漲逾7%，截至收盤漲幅收窄至5.64%，收報
84.25元。消息面上，優必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於今年4月1日以自有資金各自在公開市場
購入 H 股。據悉，後續將會在適當時候進一步增
持，預計購入H股的總金額不超過5000萬元人民
幣。此外，優必選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兼CEO周
劍表示，今年優必選預計實現生產1000台左右的
人形機械人，其中包括500台左右的工業人形機械
人和500台左右的仿人人形機械人。

此外， 4 月 1 日，《廣東省推動人工智能與機

械人產業創新發展若干政策措施》新聞發布會召
開，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曾進澤表示，推
動產業鏈整合。 「我們將推動強化龍頭企業引
領，圍繞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全產業鏈布局，同時
推動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建立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產業創新聯盟（該聯盟正在籌
建中），加快構建全過程創新鏈。同時，我們將
積極推動產業基礎較好的地市建設智能機械人產
業園，在粵港澳大灣區形成智能機械人產業集
群。」

投資者看好未來發展前景
特斯拉和英偉達等美國科技巨頭正競相開發人形

機械人，強調他們對未來經濟的重要性。中國在全
球人形機械人發展的競賽中處於第一梯隊，從中央
到地方政府，相關支持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國內
企業的布局亦在加速，投資者持續看好中國人形機
械人創新突破下的產業鏈機遇。

華西證券認為，中國在人形機械人領域憑藉領先
的專利布局、活躍的企業創新，實現技術不斷突
破。從核心零部件研發到智能平台搭建，成果豐
碩，為產業崛起築牢根基。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面對美國開打
新一輪關稅戰，致豐工業電子（1710）首席財務官
梁德豪昨表示，集團已將產能全球化，除現時位於
廣東南沙、泰國及愛爾蘭的廠房外，亦將於本季在
英國的李斯特開設新廠房。不過，他強調，暫未有
計劃在美國設廠。

梁德豪稱，位於李斯特的新廠房，是屬於現時的
客戶，公司接手該廠房後，相關產能主要是用於供
應該客戶。由於泰國沒有受到美國加徵額外關稅影
響，因此當地產能主要供應予美國的客戶。

訂單方面，梁德豪表示，自客戶於去年下半年陸
續完成去庫存後，訂單自今年初起已陸續回復；雖
然有客戶要求減價，但由於集團產品屬高端製造，
客戶亦不容易更換供應商，因此減價空間不大。

至於新能源業務方面，梁德豪稱，位於哈薩克的
3個充電站自去年第四季開幕以來已產生收入。他
表示，用於礦山運輸、位於烏茲別克的無人駕駛重
卡車組裝廠，預料將於今年下半年動工，目標今年
底完成，投資額約為2000萬美元。

他又期望，新能源業務可花3年時間產生盈利，
待新能源項目產生一定現金流後，推進與新能源相
關的電商業務，面向中亞市場。

至於在東南亞的擴充，梁德豪表示，正與泰國企
業在當地商討光伏及儲能設備以及於印尼商討電車
及充電設備項目。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輝豪報道：外電昨引述消
息人士稱，香港正在草擬針對退市公司股票設立場
外交易市場，以便為持股的投資者提供機會，協助
收回部分的損失。據悉，在經過與市場參與者的初
步諮詢後，港交所及證監會正在制定場外交易市場
的藍圖，為希望出售持股的投資者提供一個退場的
機會，但該市場並不允許籌集新資金，與美國的模
式有所不同。

此前，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2025
至2026財政年度預算案時表示，為配合最新經濟趨
勢和企業需求，會審視上市要求和上市後的持續責
任；優化雙重主要上市及第二上市門檻以及檢討市
場結構，包括研究設立退市後場外交易機制。

根據場外交易市場的初步藍圖，平台將允許散戶
參與，因為流動性較差，因此會引入做市商以匹配
訂單。平台將不允許新上市，將集中交易來自其他
主要交易所的退市股票，隨着平台的成熟，有可能
擴展到更多未上市證券。據悉，場外市場或以 「買
者自負」模式運作，並限制經紀商推介，平台有可
能交由港交所（388）營運，但預計不會產生利潤。

港交所發言人表示，港交所正在考慮場外市場的
優點與缺
點，並在
3 月份諮
詢期結束
後仔細審
視市場意
見。證監
會發言人
則表示，
目前計劃
仍處於非
常早期階
段。

發展局冀打造生態旅遊片區
南丫島項目明年下半年招標

建議旅遊片區項目概要
建議旅遊
片區項目
前南丫島石
礦場用地
南大嶼生態
康樂走廊

白泥及
尖鼻咀

可發展土地
面積

25公頃

約9.3公頃

尖鼻咀：約
87公頃；
白泥：約
33公頃

可發展總樓面
面積

18.1萬平米
(不包括水體)
約1.25萬
平方米

尖鼻咀：約
51.4萬平方米；
白泥：約12.2
萬平方米

暫定
招標時間
2026
下半年

2027年

2028
年初

致豐工業電子正物色
泰國及印尼新能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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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雨回顧了自2016年郵儲銀行登陸香港資本市
場9年來的重要經營數據，資產總額從7.3萬億元增
長至超過17萬億元，負債總額從7萬億元增長至超過
16萬億元，貸款總額從不足3萬億元增長至近9萬億
元，累計為股東分紅超過1600億元。他還分享了自
己對郵儲銀行的觀察，擁有廣泛的觸達管道和雄厚
的資金實力，已形成資本損耗低、資金成本低、信
用成本低的 「三低」優勢，再加上資本和代理費
「一增一降」的加持，該行打開了戰略優化升級的

全新空間。

固長板強短板鍛新板
行長劉建軍在介紹2024年業績時表示，該行積極

固長板、強短板、鍛新板。零售長板方面，AUM規
模達16.69萬億元，新增非存款AUM佔比提升近13
個百分點，富嘉客戶、鼎福客戶分別增長 17.6%、
26.9%；消費貸款逆勢增長超1300億元，其中房貸增
量居國有大行的第一位。

公司短板方面，貸、存款均增長近14%，增速國有
銀行第一；客戶數量超過180萬、連續4年新增超過
30萬戶。鍛造新板方面，資金資管亮點紛呈，政府
債券投資規模增長21.21%，債券做市交易量突破萬

億元；同業客戶合作數量超過 3300 家， 「郵你同
贏」平台累計交易量超5萬億元；託管規模突破5萬
億元，中郵理財規模增長 32%，增幅居國有大行前
列。

劉建軍對該行貸款結構優化進行了回顧。近三年
來，公司客戶數平均增長 16%，公司貸款增速達
17%，公司貸款餘額佔比提升至41%。去年郵儲銀行
的信貸增速為9.38%，高出行業平均近2個百分點，
利息淨收入增長1.53%，淨息差1.87%，處於同業較
優水平。

大力發展財富管理業務
關於非利息收入增長，副行長徐學明表示，去年

全年該行實現非利息收入630億元，按年增長3.1%。
他進一步表示，目前該行16.7萬億元零售AUM裏，
非存 AUM 只佔 20%，未來要着眼於為客戶配置資
產、創造價值，伴隨着資本市場企穩向好，銀行通
過大力發展財富管理業務，提升百姓大眾的財產性

收入，正逢其時。
優異的資產品質一直是郵儲銀行的優勢，副行長

兼首席風險官姚紅表示，2024年，該行不良貸款率
0.90%，為行業均值的60%。她透露，該行的個人信
貸資產戶數多、筆均小，個人經營貸款的戶均金額
約 40 萬元、住房按揭貸款戶均約 50 萬元，高度分
散，不會帶來系統性風險。

1300億定向增發鎖定期5年
關於定向增發股票，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杜春野

表示，該行採用 「鎖價定增+溢價發行」的方式，充
分兼顧了新老股東的利益和銀行的長遠價值的提
升，該發行不會影響股東2024年度的分紅。

他透露，1300億元的規模，是郵儲銀行成立以來
最大的規模融資，三家股東均以現金方式認購，鎖
定期 5 年，為該行後續服務實體經濟提供了堅實後
盾，也極大地避免了對二級市場資金流動性的影
響。

新董事長首亮相談「一增一降」
郵儲銀行打開業務發展全新空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鄧建樂報
道：4 月 2 日，郵儲銀行（1658.
HK；601658.SH）2024 年度業績
發布會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該
行董事長鄭國雨首次出席業績發布
會，並直面市場的兩大關切。他表
示，在財政部和戰略股東增資13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後，預計將
提升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5個
百分點；代理費則在去年大幅 「被
動調整」 後，今年順勢而為，首次
啟動 「主動調整」 。 「一增一降」
將進一步增強郵儲銀行服務實體經
濟、抵禦風險和盈利的能力，為業
務發展和結構調整打開全新空間。

郵儲銀行2024年度業績發布會昨在上交所舉行。

A/H股人形機械人板塊表現搶眼
股市風向標

港交所就退市公司股票
或設場外交易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