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1年5月19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張俊奇

頭條商報

今天出版1疊共12版
1952年創刊 第245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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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業報告：疫情受控內企更樂觀

逾半港企今年看升
【香港商報訊】

記者王丹丹報道：
羅兵咸永道昨日發
布全球家族企業研
究報告，結果顯示
受惠於內地遏制疫
情措施等，內地家
族企業比香港和全
球同行更樂觀，以
今明兩年增長目標
比較，有 73%受訪
內地家族企業預計
在今年錄得業務增
長，分別高於香港
及全球家族企業的
53%及 65%；近九
成內地企業更預計
明 年 錄 得 業 務 增
長，高於香港家族
企業的83%。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本港首季GDP
增長 7.9%，結束連續 6 個季度收縮，遠勝市場預
期。多家券商紛紛上調香港全年經濟預測。大摩昨
亦發布報告指，考慮到香港首季經濟增長好過預
期，把全年增長預測由5%上調至6.5%，並預期明年
增長可維持於疫情前的3%水平，主要受全球需求復
蘇下強勁商品出口所帶動。該行亦料本港經調整失
業率於今年2月的7.2%水平已見頂，預料年底將回
落至4.5%。

在最新調整香港全年GDP預測的券商及銀行中，
高盛對本港經濟最樂觀。高盛將香港今年的GDP增
長預測，由原本的4.6%大幅上調至9.2%。該行指，

香港首季GDP反彈主要反映強勁的出口表現，而私
人消費仍低迷，惟預期香港經濟將持續改善，尤其
是環球經濟恢復及社交距離措施將逐步放寬。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則指，撇除低基期因
素，香港首季經濟強勁復蘇主因是外部需求轉強、
財政刺激延長及本地消費及固定投資改善；首季
GDP遠勝預期，也加強對於失業率已見頂的信心，
並假設下半年出境限制進一步放寬，全年香港經濟
增長預測由4.1%上調到介乎5%至6%。

維持今年樓價升3%預測
大摩指出，由於歷史上GDP增長及失業率與辦公

室需求有高度關聯，而本港首季經濟反彈，加上失
業率下滑，中短期最利好地產股的辦公室板塊。大
摩估計，本港整體辦公室租金上半年跌5%，隨後下
半年回升 5%，全年表現持平，空置率將由 3 月的
9.4%回落至12月的7.5%，行業中偏好新加坡上市的
置地公司多過太古地產(1972)。該行對太古地產持
「與大市同步」評級，目標價26元。
不過，大摩亦指，地產股中住宅與零售偏好多於

辦公室。該行維持今年樓價升3%的預測，明年升幅
加快至5%，住宅發展商中首選信置(083)、嘉里建設
(683)及新地(016)，目標分別為12.5元、29元和133
元，三股維持 「增持」評級。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周吉田報道：保安局局
長日前根據香港國安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有限公
司股份，以及其擁有的 3 間公司於本地銀行帳戶內的財
產。對此，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在維
護國家安全方面依法辦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重申
這不但不會影響或削弱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反而
更能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林鄭月娥指出，由於有關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方
便談及有關情況，但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必須依法辦
事，亦要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香港國安法第43條賦權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在執行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時，可
凍結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財產，保

安局局長在滿足了這項要求之下，按法律採取適當行
動。她說， 「這說明特區政府在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
責方面是非常認真和嚴謹，因為涉及的問題是危害國家
安全，不單是香港社會的安全，亦是14億人民的安全，
所以執法機構一定會依法辦事。」

她提及，留意到一些西方媒體藉此攻擊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 「事實上，這不但不會影響或削弱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反之更能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沒有人可以利用我們的金融體系進行危害國家安
全或政治性的行為。」

許正宇：本港營商環境一切如常

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等財產，社會上
有人擔憂近年法治環境變動，令本港對外資的吸引力大
不如前。昨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接受彭博
訪問時表示，本港營商環境一切如常。

許正宇指，政府正在建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有限
合夥基金的結構，以零稅收吸引外地投資基金遷冊來
港。他更透露將有更多計劃吸引外資，亦預告特殊目
的收購公司(SPAC)的上市機制建議很快推出，接受公
眾諮詢。

許正宇還強調，香港將繼續擔當聯繫內地與國際市場
的角色。香港現時擁有完善的法治、全面的金融監管、
優秀的專業人才等，相信香港對外企仍具吸引力。

林鄭：維護國安固港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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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醫生供不應求的老問
題，終於可望紓緩。食衛局局
長陳肇始昨建議修訂《醫生註

冊條例》，提供新的特別註冊途徑讓合資格非本地
醫生免試來港執業，預料下月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醫療水平雖然不低，人均壽命亦在世界數一
數二，但公營醫院長年逼爆、醫生壓力持續爆煲，
卻也一直為人詬病。以每千人口計算，經合組織
（OECD）成員平均有3.5名醫生，其中奧地利和挪
威有約5名，歐洲國家普遍有3名以上，除卻榜末印
度僅得0.8名，尾二的土耳其都有1.9名；香港呢？
最新數字居然也只有1.9名，數量之少令人咋舌。若
要追落後與主流看齊，全港醫生數量須至少馬上暴
增一半，而在人口老化下，醫療需求勢必上升，倘

不改革供應鏈，未來供求鴻溝只怕進一步擴闊。按
政府保守估算，至2030年和2040年將分別欠缺1600
名和1900名醫生。有見及此，近年當局已增加醫生
學額，惟受累訓練醫生需時，兩間醫學院亦容量有
限，單靠本地供應實在不夠，求諸境外無疑是唯一
出路。譬如新加坡，所納入的海外醫生就超過5500
人，高佔整體醫生人數逾四成之多。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一直透過貿易解決本地的
能源、食品以至各類物資需求；勞動市場方面，由
低技術的家庭傭工，到金融、創科等國際人才，香
港也有相應輸入措施。那麼，為何輸入醫生一事，
卻要大搞保護主義？保護主義誠非全然有利無弊，
有人擔心境外醫生質素問題亦可理解，今次政府建
議實已充分回應了社會上的疑慮。

建議中的新註冊制度，訂明了四項條件。首先是
語言及文化方面，相關醫生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相信就不用擔心會出現什麼任何溝通障礙。此
外，由醫學專家組成的法定 「特別註冊委員會」 ，
訂定非本地的獲認可醫學資格名單，考慮因素包括
教學語言、課程內容、醫學院的國際排名等，也有
效為醫生質素把關；值得一提的是，相關醫生只是
豁免在港執業資格試，他們必須在當地畢業並已註
冊為醫生──類似的資格互認斷非新事，就如香港
的律師、建築師、工程師亦可到其他地方執業一
般。而且，經特別註冊的醫生須在香港公營醫療機
構擔任全職醫生最少5年，服務令人滿意和稱職兼
通過在職評核後，才可申請在港正式註冊，也確保
了他們必先滿足普羅市民需求，同時亦減輕他們與

私家醫生直接競爭的顧慮。有曰，香港不缺醫生，
只是公營的大多流失到私營 「賺真銀」 云云；前文
所提數據已否定了所謂不缺謬誤，至於公帑運用無
法追上私營 「星球人」 待遇（即有私家醫生每星期
賺一百萬元）亦是大家必須了解的。所以，輸入醫
生新制已在滿足病人需要、確保醫療質素、回應醫
界顧慮等方面作出最佳平衡。

究竟新制將為香港帶來多少醫生？政府也沒能說
準，坊間亦指要在公院綁死5年的誘因不大。一如
其他政策要視乎實施狀況靈活調整，假若香港醫生
供不應求矛盾依然巨大，市民輪候看病時間不減反
增，輸入醫生的大門亦應積極研究進一步打開。這
乃是確保醫生供應充足，繼而確保 「病有所醫」 的
惠民惠醫好辦法。

樂見開門納醫生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報告發現，73%內地家族企業預計將在2021年錄得
業務增長，遠高於香港及全球平均數。受惠於內地在
全國範圍內施行有效的新冠肺炎遏制措施、出台政策
指導企業恢復生產、減免稅費，以及人民銀行為抗擊
疫情提供流動資金支持所帶來的強勁經濟復蘇的成
效，使內地家族企業對2021年和2022年的經營增長目
標普遍比香港和全球同行更加樂觀。同時，全世界的
家族企業普遍看好2022年的業務表現，89%的中國內
地家族企業預計將在2022年錄得業務增長，香港看好
的比例為83%；全球則有86%。

六成港家族企業去年利潤下降
報告顯示，59%的香港家族企業受疫情影響，去年

利潤下降，比重分別高於內地及全球的54%及51%。
不過，只有18%家族企業需要額外補充資本，低於內
地及全球。而為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企業已經或預計
削減獎金，減少派息。

報告發現，只有14%的香港家族企業認為今年的銷
售數字會 「非常速效、積極」，而全球平均值則更低
至13%。與此同時，受訪的內地家族企業認為今年銷
售強勁的比重達到了21%。另外，有五成二的內地受
訪者認為今年生意將 「穩步增長」，略高於全球平均
數字(51%)，香港方面只有39%。

對於明年的銷售情況，持 「強勁增長」看法的國
內、國際的家族企業佔比均超過兩成，惟香港受訪家
族佔比僅一成五。而持保守態度認為其公司銷售 「穩
步增長」的受訪者，佔比則十分接近，都在六成半左
右。

報告指出，在後疫情時代，香港家族企業在未來兩
年的策略重心，包括拓展全新客戶群，以及使用更多
新科技和引入新產品。至於長期目標，近七成香港家

族視自身企業為最重要的家族資產，分別低於內地及
全球的83%及82%。

港金融行業表現出極強韌性
對於預計有增長的香港家族佔比僅有五成三，中國

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廖群接受本報訪
問時說，香港的本地企業對於生意前景的看法一直傾
向悲觀。他解釋說，香港的經濟前景至少取決於三個
要素：內地的經濟恢復情況、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以及
中美關係。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情況、中美在疫情之後
的關係，都會影響香港本地家族對於今明兩年生意表
現的看法。此外，就香港目前已公布的經濟數據而
言，其復蘇力度與內地沒法比，在全球也不算出色。

對於未來最快復蘇的行業，廖群認為，香港的金融

行業在疫情中表現出了極強的韌性，股票市場持續得
益。外貿相關行業也因中國內地的生產恢復而繼續向
好。因此，這兩個行業會成為今年本地表現最好的兩
個板塊。不過，本地的支柱型行業，例如酒店業以及
旅遊相關的行業，由於通關的時間表尚未確定，他認
為今年之內上述行業都會比較困難。

逾四成富二代無參與家族企業
此外，報告發現，分別有逾40%受訪香港和內地家

族企業表示，沒有新一代參與家族業務，高過同期全
球38%的平均水平。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
夥人黃煒邦指出，新一代家族成員更願意自立門戶或
從事金融、投資和科技等更受他們歡迎的行業。另一
方面，隨家族企業發展日漸成熟，不少家族選擇將

控制權移交給外部管理人。
羅兵咸永道家族企業及私人財富稅務策劃主管合夥

人王志偉則指，部分第一代成員並不希望新生代成員
接班，認為新一代所學並非家族經營業務範圍，並且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亦有家族企業認為所屬行業已經
是夕陽行業。

報告亦提到香港家族企業內部產生爭執時，65%的
受訪者選擇在家庭內部解決，比例較內地和全球平均
要高出許多；僅有4%的香港企業受訪者選擇機制性的
處置手段，比例低於內地和全球平均值。

羅兵咸永道調查於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進行，收
集來自87個地區逾2800家來自不同行業的家族企業
觀點，包括129家來自香港及內地的企業家及高管觀
點。

大摩調升港GDP預測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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