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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受惠於「宅經濟」，騰訊交出亮麗

成 績 表 ， 去 年 全 年 多 賺 71% 至

1,598.47億元（人民幣，下同），若

單 計 上 季 則 按 年 賺 多 1.75 倍 至

593.02 億元，勝過市場預期，擬派

末期息1.6港元，按年升33%。面對

騰訊屢傳捲入反壟斷調查，以及內

地加強對金融科技監管等，騰訊主

席馬化騰 24 日首度開腔回應指，

「集團正積極配合監管部門做各種

合規方式，包括梳理過去投資情況

等，希望可繼續長遠發展、盡可能

合規去發展」。

騰訊創辦人

馬化騰
集團正積極配合監管部門做各種合
規方式，希望可繼續長遠發展、盡
可能合規去發展。

騰訊2020年業績撮要
項目

純利
每股基本盈利
增值服務收入
網絡廣告收入
金融科技及企業服務收入
其他收入

非通用會計準則計
純利
每股基本盈利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金額
(元人民幣)
1,598.47億
16.844
2,642.12億
822.71億
1,280.86億
74.95億

1,227.42億
12.934

按年變幅
(%)
↑71
↑71
↑32
↑20
↑26
↓0.9

↑30
↑30

騰訊上季多賺1.75倍勝預期
馬化騰：積極配合監管部門要求

騰訊單計上季收入按年升26%
至1,336.69億元，非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下，期內經調整盈利
按年升30%至332.07億元。若去
年全年計，收入按年升 28%至
4,820.64億元，非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下，期內經調整盈利按年升
30%至1,227.42億元。

網絡遊戲收入增36%
集團四大業務中，以包含手遊

收入的增值服務貢獻集團過半收
入。增值服務業務收入去年升
32%，其中網絡遊戲收入增長
36%，社交網絡收入增長27%；
其次，金融科技及企業服務業務
去年收入按年增長26%，貢獻集
團27%收入；網絡廣告業務收入
同比增長20%，貢獻集團17%收
入。
內地監管部門近來收緊對金融科

技監管，傳騰訊將是繼螞蟻集團後
的下一個整頓目標。騰訊24日在業
績公告中便罕有提及，集團金融科
技業務的戰略重點是積極配合監管
機構，與行業合作夥伴一起推出合
規及普惠的金融科技產品，同時優
先考慮風險管理，而非追求規模。

自願與監管部門會面
有外媒24日稍早引述消息稱，

騰訊創辦人馬化騰早前與內地監
管機構的官員會晤，討論公司合
規事宜。集團總裁劉熾平同日承
認，集團的確曾與內地監管部門
會面，但強調會議屬自願性質，
只是恒常與監管機構的會面，而
會議涉及議題廣泛，主要聚焦在
內地如何創造有利科創環境。騰
訊管理層亦表示，會積極配合監
管機構推出合規及普惠金融科技
產品。劉熾平強調，騰訊一直視
合規為「第一條生命線」，而集

團在金融科技業務規模上有較大
的自我約束，「只要我們把這個
規模約束到一個比較令人舒服的
水平，做我們產品的時候，其實
很大程度上我們是跟其他的金融
機構、尤其是持牌機構進行合
作」。

成立金控公司影響中性
對於有傳監管機構要求騰訊成立

金融控股公司，劉熾平回應指，監
管機構希望更好地對整個行業的風
險進行控制，幫助行業健康發展，
故對監管機構的要求，騰訊會積極
參與研究，在必要時「當然會選擇
合規」。他又認為成立金控公司本
身對集團影響為中性，因為只是
「組織架構改一改而已」，而真正
對行業影響更大的是對網絡貸款、
金融科技等規定和監管措施，但騰
訊一直合規經營，也會積極擁抱新
規。
至於遊戲業務方面，

劉熾平指騰訊旗下有不
少遊戲正等待推出，又
預期手遊全球化只是剛
開始，雖然遊戲行業競
爭激烈，不過他相信行
業百花齊放才有助快速
增長，強調對
旗下遊戲有
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為加強對互聯網平台大數
據的有效監管，有消息指，將成立一家由互
聯網巨頭組成的合資企業，實行信息共享與
監管。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初步計劃
是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由內地最大的幾家互
聯網平台公司合資成立一家得到政府支持的
數據企業，將平台公司的數據及信息共享。

大型電商或納初始股東
報道稱，目前尚不清楚有哪些數據

需要進入這家合資公司。知情人士表
示，大型電子商務平台和第三方支
付機構可能成為該合資公司的初始
股東，該實體的主要高管需要符合
監管部門的資質要求。雖然相關計
劃仍未最終確定，但凸顯了監管機
構對互聯網平台公司收集和使用數
據的方式日益關注和重視。
本月中，由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

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指
出，要健全完善規則制度，加快健
全平台經濟法律法規，及時彌補規
則空白和漏洞，加強數據產權制度
建設，強化平台企業數據安全責

任。要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優化監
管框架，實現事前事中事後全鏈條監
管，充實反壟斷監管力量，增強監管
權威性，金融活動要全部納入金融監
管。
據悉，有關成立大數據合資公司計

劃的主要障礙之一，是數據所有權。
從技術上講，數據所有權應屬於個人
而非公司或政府。因此，設立這樣的
合資公司，或需要對相關法律法規進
行一些修改。
報道稱，相關提議是政府正在考慮

中的一系列方案之一，目的是更好地
監管互聯網公司所收集的數據。內地
有大量的互聯網平台公司於近二十年崛起。
除了阿里巴巴集團、騰訊控股外，還有互聯
網金融巨頭螞蟻集團，以及交通出行領域的
領先平台滴滴出行，和外賣巨頭美團等等。

監管互聯網巨頭成全球趨勢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早前表示，2021
年銀保監會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
張，確保金融創新在審慎監管前提下進行。
本月中旬，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包括騰訊、

百度和滴滴出行在內的科技巨頭一些之前的
收購和投資交易開出了罰單；監管機構去年
對阿里巴巴以及騰訊旗下的閱文集團也開出
了類似的罰單。
此外，加強對互聯網巨頭的監管亦符合

全球對該行業日益嚴格的審查趨勢。美
國、歐盟和澳大利亞的監管機構亦與
Twitter Inc.和 facebook Inc.等公司發生衝
突，顯示該行業在全球範圍內面對基礎設
施和國家安全等問題。

強化監管 電商巨頭傳組數據合資公司

◀騰訊24日在業績公告中提及，其金融科技業務的戰略重點
是積極配合監管機構，與行業合作夥伴一起推出合規及普惠
的金融科技產品。 資料圖片

●內地近年有大量互聯網平台公司崛起，包括阿里
巴巴、螞蟻集團、滴滴出行和美團等。 資料圖片

反壟斷長期化 騰訊影響未消除
騰訊24日公布去年業績，上季純利按年

上升 1.75 倍至 593.02 億元（人民幣，下
同），遠勝市場預期的326.45億元。而全
年騰訊純利達 1,598.47 億元，按年多賺
71%。騰訊業績前收報623.5港元，僅跌不
足1%。騰訊在德國交易的預託證券造好，
較香港收市價高約1.6%左右。

沈振盈：看好業務但看淡股價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對他來說，

騰訊是看好其業務表現，但不看好其股價的股
份，他認為，即使該股業務優於預期，但該股
在炒上600港元以後，已經屬「炒過龍」，認
為其業績無法支持其股價長期領先，加上內地
仍在執行「反壟斷」計劃，美國的科技股也異
常波動，相信騰訊後市仍會傾向弱勢。

早前有傳中央擬向內地科技巨頭「開
刀」，特別是騰訊的金融科技業務，有被
「拆骨」的風險。騰訊 24 日在公告中表
示，金融科技業務的戰略重點是積極配合

監管機構，與行業合作夥伴一起推出合規
及普惠的金融科技產品，同時優先考慮風
險管理，而非追求規模。

有消息人士指，身為廣東省人大代表的
馬化騰，早前在北京參加兩會時，曾與內
地官員會面。消息說，雙方討論了騰訊如
何能夠更好地遵守反壟斷監管規定，沈振
盈認為，內地反壟斷是長期計劃，故對騰
訊的影響很難在短期內消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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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塞船 每日逾25艘往中國班輪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中進國際貨代執行
董事唐毅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此次台灣航運公司長榮集
裝箱班輪擱淺事件給公司業務
帶來很大影響，據不完全統
計，截至北京時間 24日晚 6
時，公司有3-4條貨櫃在長榮
班輪上。這個是非常意外的
事，在目前全球運力不足、空
櫃不足的形勢下，擔心船東會
藉機再推動一波運價上漲。
截至24日晚九時，他稱尚未

收到給其承運貨物的船東何時
復航的消息。
唐毅介紹，公司正常每天分

配給長榮班輪有40-50條貨櫃
前往歐洲，一個月有上千條貨
櫃，不過目前公司只是不完全
統計，不排除有更多的貨櫃在
長榮集裝箱班輪上。他期盼擱
淺事件能夠盡快解決，以避免
帶來更大的損失，又呼籲載在
該船的外貿貨主和代理要注
意，密切關注事故進展和船公
司公告，避免進一步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台灣航運
巨頭長榮集裝箱班輪於埃及當地時間23日
上午因疑受強風吹襲擱淺，一度造成蘇伊
士運河大堵塞。事件對珠三角物流公司造
成不小的影響，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其間有大量過往班輪未能通行，令原本擁
堵的歐美物流運輸雪上加霜。截至北京時
間24日晚8時，仍有大陸公司的貨櫃被堵
在河道上，至少還需滯留一日才能通航。
長榮稱，該集裝箱輪於埃及時間3月23

日上午8時左右，從紅海北向進入蘇伊士
運河時，在河口南端6海里處，疑似遭受
瞬間強風吹襲，造成船身偏離航道，意外
觸底擱淺。公司已敦促船東回應事故原
因，並與運河管理局等相關單位研擬方
案，將盡快協助集裝箱輪脫困。目前，一
台挖掘機正試圖挖出船頭。在蘇伊士運河
擱淺且造成南北交通受阻後，導致亞歐航
線延誤疊加歐美航運供應鏈堵塞，不僅集
裝箱船受影響，包括散貨和油輪等亦都無
法通航。
深圳市三聯國際物流總經理龍檢君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司每天約有15條貨櫃
經過，一個月400-500條貨櫃前往歐洲或者
美國東部港口，主要產品為家庭用品，家
電、有定製產品和傢具及日用品，以及一
些防疫物資。「如果一兩天能夠解決堵塞
的話影響不會太大，但是長時間不能解決
的話，勢必影響進出口表現」。據他了

解，目前每天經過該運河前往大陸的大型
班輪約有25艘以上，佔總量50的一半多。

如改走好望角 需多費近一周
對於現在許多集裝箱班輪擁堵蘇伊士運

河，龍檢君表示，目前只能等船東回覆，
要看埃及政府全力搶救的進展和速度，公

司正在了解情況，目前沒有收到時間表。
他承認，現在公司尚未想出替代方案，如
果繞道改為走南非好望角路線，時間將至
少增加近一周，每條貨櫃成本增加400美
元，幸好客戶並沒有馬上要求他們繞道好
望角，因為運費由對方負擔，羊毛是出在
羊身上，所以公司暫時沒受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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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貨輪擱淺蘇伊士運河長榮貨輪擱淺蘇伊士運河，，大陸逾半貨輪受卡進出口受波及大陸逾半貨輪受卡進出口受波及，，圖圖
為擱淺貨輪為擱淺貨輪。。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進國際貨代執行董事唐毅:

此次長榮集裝箱班輪擱淺事件給公司
業務帶來很大影響，據不完全統計，截
至24日晚上6時，公司有3-4條貨櫃在長榮班輪上。空櫃不
足的形勢下，擔心船東會藉機再推動一波運價上漲。

三聯國際物流總經理龍檢君:
公司正在了解情況，目前沒有收到時

間表。現在公司尚未想出替代方案，如
果繞道改為走南非好望角路線，時間將
至少增加近一周，每條貨櫃成本增加4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