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今日
凌晨熱帶風暴 「韋帕」進入本港800公里範
圍，天文台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 「韋
帕」會在今日及明日逐步增強並靠近珠江
口一帶，本港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雨勢頗

大及有狂風雷暴，天文台會考慮在今日日
間發出三號強風信號，明日再評估是否需
要改發更高信號。

天文台指出， 「韋帕」會在明日頗為接
近珠江口一帶，並預料會在香港50公里範

圍左右掠過。本港明日天氣惡劣，有狂風
大驟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市
民應遠離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天文台會
視乎 「韋帕」與珠江口的距離、其強度及
本地風力變化，在明日初時評估是否需要
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市民請密切
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

跨部門督導委做應變部署
由 於 熱 帶 風 暴 「韋 帕 」 逐 漸 迫 近 香

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午主持跨部門
督導委員會會議，確保各相關部門作出
全面和充分的準備及應變部署，以應對
「韋帕」可能為香港帶來的威脅。政務

司副司長卓永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
展寰、署理保安局局長卓孝業以及相關
政策局和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會上，
督 導 委 員 會 聽 取 了 天 文 台 台 長 就 「韋
帕」的最新評估。為應對可能出現的惡
劣天氣，陳國基要求統籌協調各相關部
門做好準備工作。

陳國基昨日下午主持應對颱風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會議，確保各相關部門作出全面和充分的
準備及應變部署。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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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
鄭珊珊報道：港股周五
造 好 ， 以 全 日 最 高 位
24825 點收市，全日升
326 點，升幅 1.33%，雖
距年內高位仍欠48點，
但創今年收市新高。恒
科指收5538 點，即日升
1.65% ； 國 指 收 8986
點，升幅1.51%。大市全
日 成 交 金 額 2386.9 億
元。總結全周，恒指升
686 點，升幅 2.84%；恒
科指同期升逾5.5%。

重磅股昨齊升推升港
股，阿里巴巴（9988）全日升2.93%，比亞迪股份（1211）升2.1%，中國平
安（2318）升2.62%，中國人壽（2628）升5.13%。藍籌中升幅最大為中通
快遞（2057），全日升6.51%，以152.1元收市。

香港致富證券市務總監郭思治表示，大市即將開始步入7月下旬，形態暫
仍屬先低後高。恒指月內波幅暫為1177點，但波幅仍偏小，料未能滿足月
內所需，故在月底之前，理論上應有更大波幅點出現，從而擴闊月內波幅
以滿足所需。

潘渡比特幣ETF首掛
新股方面，持牌的虛擬資產管理公司潘渡發行的比特幣現貨交易所買

賣基金（ETF）昨正式主板掛牌，產品可用現金或比特幣實物申購及贖
回。潘渡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任駿菲表示，今次發行的ETF初步認購規模

達數億港元，
認為今年港股
市 場 氣 氛 改
善，上市和融
資規模遠好過
去年，加上有
外資在內的資
金持續回流香
港，相信相關
ETF 下半年交
易量會繼續向
好 。 她 又 表
示，會繼續和
不同平台加強
合作。

潘渡比特幣
（2818）昨 收
報 7.98 元，上
升 0.129 元，升
幅為1.64%。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興建、位於中環海濱的 「香港海事博物館賽馬會海事廣場」昨日竣
工，預計將於今年第三季免費向公眾開放，預料每年吸引200萬訪客
參觀。

賽馬會董事孔思和表示，相信廣場將成為專為本地居民與遊客而
設的特色地標，促進大眾對本港海洋歷史及文化的認識。

據介紹，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審批撥捐約2400萬元興建 「香
港海事博物館賽馬會海事廣場」，廣場位於中環9號碼頭和10號碼
頭前方，預計每年吸引200萬訪客參觀。廣場內展示史上最大貨輪
「海上巨人」其重36噸、高7米的船錨，亦提供一個全新的互動公

共學習空間，包括設置具備沉浸式藝術科技的展亭通道和互動展示
屏，讓訪客可深入了解本港海洋生物和海事歷史。

公眾更可透過於展亭通道內播放的短片，認識本港水域中的海洋
動植物及隨科技進步而演變出不同類型的船舶和它們之航行距離，
猶如置身不同歷史時期的海港之中。

【香港商報訊】外電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英皇國際（163）近日
向部分貸款機構提交修訂後的債務重組方案，尋求將銀行貸款的到
期日延長至2027年12月31日。此修訂是在銀行拒絕公司於3月提
交的先前方案後所作出的調整。

有知情人士表示，持有英皇國際貸款多數股權的銀行已成立協調
委員會，與公司就重整條款進行談判。儘管談判已持續數月，目前
尚未達成任何協議。

報道引述英皇國際回應稱，公司仍照常運營，與銀行進行建設性
談判已有一段時間，目前正處理正常財務程式。公司表示，地產商
正面臨行業整體壓力，公司亦不例外，強調資產負債表狀況良好。

據悉，英皇國際3月提出的方案，是尋求將貸款延期3年，並以
香港的部分商業房地產作為次級抵押以增強信用，同時提供約
7700萬元新資金償還債務。然而，銀行拒絕該方案，並要求提供
更多的前期資金。英皇國際在香港、北京和海外擁有住宅物業和辦
公大樓。

英皇國際此前在3月底止全年度業績報告中披露，截至3月底，
有166.05億元的銀行借貸已逾期或違反若干條款，意味已經構成違
約。

「韋帕」來襲 今或掛3號波

中環「海事廣場」竣工
每年料吸引200萬訪客

英皇傳尋求延貸至2027年

廣場內設置具備沉浸式藝術科技的展亭通道和互動展示屏，讓訪客
深入了解本港的海事歷史。

港股升326點創今年收市新高

上月15日履新的蔡宏興，之前任職華懋行
政總裁7年，並曾任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及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會長。他表示，以前在私
人發展商工作是以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為目
標，現在除了要達到收支平衡外，還要顧及
社會責任，符合大眾期望，配合政府推動香
港成為宜居城市的政策。市場千變萬化，過
往經驗令他更具市場觸覺，可更好掌握推進
項目的速度。

蔡宏興強調，早前已公布啟動的6個重建
項目一定會有序地繼續推進，只是因為之前
受疫情影響，拖慢了進度，現時則會加速，
但無硬性的時間表，總不能不顧市場、外圍
環境等因素。

市建局有200億現金流
融資能力強

截至今年 3 月底，市建局資產淨值為 436
億元，比去年少28億元，為連續3年減少。
對此，蔡宏興強調，市建局財政穩健，有
200億元現金流，加上政府上月以象徵式地

價1000元 「注入」兩幅總值約132億元的土
地，分別位於紅磡庇利街和將軍澳第137區
的用地，豐富了市建局的資產，加強了融資
能力。該局會以審慎理財為原則，如果有合
適的項目一樣會啟動。市建局去年發債120
億元，非常受歡迎，未來也會考慮在市場融
資。

蔡宏興還大派定心丸，強調市建局不會裁
員，否則會拖慢未來工作步伐，但會透過加
入科技元素、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加快流
程，促進工作效率。

檢討收購賠償機制
冀推多元化補償

市建局前行政總監韋志成曾提出檢討 「同
區7年樓齡」的收購賠償機制。蔡宏興稱，
「7年」已是多年前訂立，目前環境已與當

年有很大不同，社會是時候提出來討論，希
望能推出多元化補償方案，包括1比1樓換
樓、同區安置、跨區安置等，讓不同人生階
段的業主有更多選擇。

對於2023年2月流標的裕民坊商業項目，
蔡宏興指，項目屬近年東九龍最大發展項
目，採用綜合發展，須處理超高建築的樓面
面積規劃，未來會研究如何優化設計，打造
更好的社區環境；若 「拆細」項目會影響整
體設計，未能發揮協同效應，認為香港有不
少發展商仍有足夠財力承接整個項目。

至於該局與信置合作的中環 ONE CEN-
TRAL PLACE 近期全盤轉租，蔡宏興表
示，大量專才及高才來港，對中環一帶住宅
需求大，私人發展商對市場觸覺敏銳，會尊
重合作夥伴決定，租金收入則計入賣樓分
紅，將來賣樓也一樣能分到利益。

蔡宏興履新市建局首晤傳媒

局方資產淨值436億財政穩健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

報道：昨日，上任約一個月的
市建局行政總監蔡宏興首次以
新身份見傳媒，並稱以前任職
私人發展商的經驗令他更具市
場觸覺，可更好掌握推進項目
的速度。他透露，市建局現時
資產淨值達 436 億元，包括
200億元現金流，加上政府上
月 「送」 的兩幅地，令市建局
財政穩健，若有合適項目會繼
續啟動，亦會考慮在市場上再
次融資。

蔡宏興上任市建局行政總監後，首次與傳媒見面，並談及未來工作重點。 記者 崔俊良攝

昨日五大成交金額股份

股份
（上市編號）

盈富基金（2800）

阿里巴巴（9988）

恒生中國企業（2828）

騰訊控股 （700）

小米集團（1810）

收市價
（元）

25.32

115.8

92

519

57

成交金額
（億元）

121.7

95.97

95.21

71.69

54.7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一名13歲男童懷疑在內地網
購平台購入手榴彈外型的煙霧彈，前晚10時許在葵涌和宜合道雍
雅軒取出煙霧彈的保險撞針後有大量煙霧冒出，男童大驚下棄於走
廊，有鄰居發現報警求助，警方及消防到場，疏散大廈居民。警方
事後以涉嫌 「管有爆炸品」將男童拘捕。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奉召到場，初步確認3粒煙霧彈為爆炸品，經
調查後將男童拘捕，涉嫌 「管有爆炸品」。事件中幸無人受傷，約
300名居民疏散。消息透露，男童在本月10日透過網上購物平台以
港幣約92元購入3粒手榴彈外型的煙霧彈，其後運送到港，男童於
集運站自取。

據了解，涉事為仿 M18 型煙霧彈，在網購平台上的產品介紹
指，只會產生煙霧。根據第 295 章危險品條例，危險品包括爆炸
品、爆破劑、壓縮氣體、腐蝕性物質、有毒性物質、傳染性物質
等，海上及陸上的危險品分別由海事處及消防處監管，巿民如要申
請危險品牌照，可以書面形式提出。

葵涌13歲男童網購煙霧彈肇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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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正當近期結業新聞備受關注之際，
公司註冊處昨公布截至6月底本地公
司總數增至 149.48 萬間，創歷史新
高，非香港公司總數增至1.55萬間，

同創歷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另有761間
非香港公司在港新設營業地點，反映了不論

本地抑或境外投資者，皆以腳步對香港投以信任一
票，紛紛在港開公司、做生意，看好香港營商環
境。事實上，由今年全年GDP預料增長2%至3%，
到整體失業率處於3.5%的較低位，種種宏觀數據顯
示香港經濟穩定向好；不過，微觀範疇則有某些行
業遇上挑戰。有鑒香港正處經濟轉型期，當局誠須
採取有效措施，包括更積極地擴大需求，爭取盡量
降低箇中陣痛，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宜有所着墨。

種種迹象顯示，香港營商環境持續向好。即使外
圍形勢不明朗，香港經濟依然維持增長，繼首季增
長3.1%後，預料次季亦有相若增幅。在多個權威排
行榜，香港在競爭力、自由度等俱名列前茅，今年
還有望成為全球IPO一哥。金融業欣欣向榮，不單
見諸恒指牛氣沖天，今年至今累升近兩成半，勝過
納指的8%和標普500的7%，更重要的是股市交投急
增，上半年日均成交金額翻倍至2300億元。在關稅
戰威脅下，無礙香港對外貿易持續增長，最新5月份
整體出口再增15%，輸往內地和東南亞的貨值增幅
尤大。投資推廣署的數據指，今年首 4 月已協助了
200多家內地及海外企業來港設立或擴展業務，按年
增長13%，包括金融服務、金融科技、創科、旅遊
等。但要看到，個別行業則面臨較大挑戰，餐飲零
售是一大代表，消費總額和食肆收益仍未恢復疫前
水平，行業失業情況有明顯惡化趨勢；另一失業重
災區乃是工程界，原因之一是私人住宅的新施工大
減，從去年每季平均 5000 伙減少三成至今年首季
3600伙。餐飲業和建造業最新失業率分別攀至6%和
6.8%，反觀其他行業如前述的金融、貿易等，失業
率則維持在3%左右。

要進一步優化香港營商環境，方法離不開幾條：
首先是要用好 「內聯外通」優勢。內地經濟繼續穩
中有進，第二季GDP增長5.2%，這在當今複雜形勢
下絕對來之不易，內地經濟的確定性，穩住了不確
定的世界，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無疑近水樓台先
受益。香港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加強與東盟、中
東等新興市場的聯繫，更好扮演 「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角色，特別是把握好當前資產重置

潮和產供鏈重整潮的機遇。其次是要透過基建拉動
發展，尤其是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這不單會帶
來更多工程，也有利於帶動本地內需，重中之重當
然是擴大創科發展，帶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再次
是當局要協助行業和打工仔升級轉型，以迎合新時
代所需，從而提高業界及從業員的競爭力。以餐飲
為例，不少過江龍食肆大排長龍，以至勝過呈現老
態的本地品牌，正說明了與時並進、識變求變的重
要性。

經濟升級轉型是不容易的，好消息是香港宏觀經濟
面及整體營商環境持續向好，為升級轉型提供了深厚
底氣。新公司的湧現，顯示香港經濟依然充滿活力，
市場對香港前景依然充滿信心，香港經濟必能實現高
質量發展的升級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