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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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張俊奇

頭條商報

選委分組選舉接1056份提名
資審後月內公布候選人名單

A3 A4

美食博覽開鑼首禁試食
參展商加推優惠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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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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鐵過海段進度追趕中

港鐵千億發展新鐵路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

道：屯馬線6月底全線通車，惟東
鐵過海段能否在明年首季通車成
疑。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昨日表
示，目前紅磡至金鐘段工程已完
成94.3%，新9卡列車投入服務進
展延誤了5個月，港鐵正與政府評
估工程進度，並盡力追回落後的
進度。關於未來鐵路建設方面，
金澤培表示，港鐵會投資約1000
億港元發展新鐵路及相關項目。

港鐵轉虧為盈半年賺近27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港鐵上半年轉虧

為盈，賺得26.73億元，去年同期蝕3.34億元；每股
盈利0.43元，派中期息0.25元，按年持平。期內，總
收入達223.17億元，按年升3.4%；經常性業務利潤按
年升1.1倍，至9.12億元；客運業務收入60.04億元，
按年跌3.69%；本地鐵路服務乘客量增加，帶動本地
鐵路和巴士客運服務總乘客量升15.5%，至7.359億人
次。

本地乘客量升15.5%
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指，隨內地及香港疫情稍為

放緩，本地鐵路服務乘客量升16.7%，帶
動經常性業務利潤升1.1倍，但與疫情前
相比仍有一段距離。他稱，屯馬線全線
通車後，比預期受歡迎，東鐵線由新界
往市區南行的乘客，部分於大圍站轉車
坐屯馬線往市區，有助紓緩大圍至九龍
塘段繁忙時間的擠迫情況。

港鐵指出，乘客量能否回復至疫情前
的水平，將取決於經濟復蘇以及過境口
岸重開，而商場和車站零售業務回復正
常與否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內地和國際
遊客的回歸。

物業利潤多來自日出康城
期內，車站商務收入14.96億元，按年

減少 17.3%；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收入
25.11 億元，按年減少 2.75%。港鐵物業
及國際業務總監鄧智輝指，電子消費券
推出後，旗下商場人流顯著增加，不過

關口未開，很多商戶對於擴充持保守態度，租金仍有
下調壓力。

同時，物業發展利潤按年減少39.5%至31.5億元，
當中香港的物業發展利潤31億元，主要來自 「日出康
城」第八期；而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減少76.8%至13.9
億元。

展望下半年， 「港島南岸」第二期 「揚海」預售樓
花同意書已獲批，亦正為元朗站物業發展項目第一期
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預計 「日出康城」第七期和第
九期的利潤將會入帳。視乎市場情況及政府批准，港
鐵計劃在未來一年後為三個物業發展項目進行招標。

鐵路發展策略2014建議的鐵路項目
項目名稱

北環線及古洞站

屯門南延線

東九龍線

東涌西延線

洪水橋站

南港島線(西段)

北港島線

車站概念方案

連接錦上路站及增設的古洞站，中途站包括凹
頭、牛潭尾及新田

由屯門站向南延伸至屯門碼頭及兆禧輕鐵站附近

連接鑽石山站及寶琳站，中途站包括彩雲、順
天、秀茂坪及寶達

由東涌站延伸至逸東附近

設於天水圍站與兆康站之間

連接黃竹坑站及香港大學站，中途站包括香港
仔、田灣、華富、數碼港及瑪麗醫院

連接香港站及北角站，中途站包括添馬、會展及
銅鑼灣北

長度

10.7公里

2.4公里

7.8公里

1.5公里

—

7.4公里

5公里

施工至竣工時間

2018年至2023年

2019年至2022年

2019年至2025年

2020年至2024年

2021年至2024年

2021年至2026年

2021年至2026年

造價

230億元

55億元

275億元

60億元

30億元

250億元

200億元

在昨日港鐵（066）中期業績會上，金澤培指出，目
前沙中線工程有5個月延誤，暫有14列新列車投入服
務，集團正全力追趕工程進度，盡可能將所有新車盡
快投入服務，令試營運時更有把握。同時，東鐵線新
信號系統和新列車已於今年2月開始逐步投入運作，
另外在上半年亦完成了大部分現有東鐵線主行車線路
軌接駁至紅磡站新建月台，以及安裝架空電纜的工
程。

金澤培承認，5個月的工程延誤並不少， 「只能一
日一日去追」，理論上沙中線通車日期會因此延遲5
個月，但集團正努力去追，即使只能早一至兩日通
車，集團也會竭盡全力追趕進度，務求盡快開通這段
鐵路。

他又指，屯馬線全線通車後，客流與預期差不多，
亦有分流作用；不少東鐵乘客轉乘屯馬線，馬鞍山乘
客亦會直接沿屯馬線出市區，減輕東鐵負荷。於早上
上班繁忙時間，大圍站的人流明顯已疏導。

新鐵路線以擁有權方式推行
與此同時，港鐵公司亦正拓展新鐵路項目。當中，

《鐵路發展策略2014》中的鐵路項目，包括東涌線延
線、屯門南延線、古洞站及北環線，已展開詳細規劃
及設計。有關項目按計劃會通過擁有權方式推行，其
中包括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由港鐵公司投資建造。
港鐵今年亦已獲政府邀請展開洪水橋站項目的詳細規
劃及設計工作，希望服務新發展區的新增人口。金澤
培指，展望未來，港鐵會投資大約1000億元，發展新
鐵路及相關項目。

被問到港鐵將以擁有權方式拓展新鐵路項目，是否
能為港鐵帶來龐大利潤，金澤培解釋，擁有權模式即
由港鐵投資、建造和營運新鐵路，鐵路日後客流高低
的風險，均由港鐵自行承擔，而發展新鐵路除要計算
其興建成本外，也要計及往後40至50年營運所需要的
「追加投資」。如果港鐵要將所有風險納入考量，所

有鐵路項目均會虧損，坦言財務上是不可行的，因此
要透過鐵路加物業的發展模式，才能令港鐵繼續營

運。
金澤培續稱，港鐵的利潤看似很高，但把這些利潤

攤分在往後 40 至 50 年支撐鐵路營運，即以每一年來
計，其實不算多。因此，鐵路加物業等多元化模式，
支持鐵路所需資源的做法，是全球多個城市均想學習
的營運方式。他指，港鐵未來3年逾500億元資本投資
中，逾一半便要投入在現有鐵路中，維持其高效率、
高安全和可靠服務。

料未來6年提供2萬個單位
另外，港鐵表示，為配合政府增加房屋供應，已批

出15個住宅物業發展項目，預計未來6年左右提供約
2萬個單位。港鐵指，計劃未來一年左右，為三個物
業發展項目進行招標。待發展用地獲批後，將為東涌
牽引配電站及百勝角通風樓物業發展項目進行招標，
合共提供約2150個單位。而與政府簽訂東涌線延線項
目合同後，將為東涌東站第一期進行招標，第一期物
業發展項目預計提供約2000個單位及商用物業。

至於港鐵大圍站物業發展項目發展商新世界(017)樓
盤柏傲莊 III 期 1 座和 8 座，兩幢樓宇須拆卸重建事
項，事件責任誰屬，以及港鐵會否向新世界追討損
失，港鐵物業及國際業務總監鄧智輝回應道，港鐵與
發展商的合作發展協議，清晰訂明雙方分工，港鐵高
度關注事件，將會審視如何加強日後的發展項目；雙
方協議有訂立相關條款，但拒絕透露詳情，又指商場
的招租未受事件影響，會繼續相關工作。 港鐵2021年中期業績摘覽

項目

純利

每股盈利

中期息

總收入

經常性業務收入

經常性業務利潤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物業發展利潤

客運業務收入

車站商務收入

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收入

註：()指虧損

利潤

26.73億元

0.43元

0.25元
(可選以股代息)

223.17億元

222.85億元

9.12億元

(13.86億元)

31.47億元

60.04億元

14.96億元

25.11億元

變動

不適用

不適用

持平

+3.36%

+3.2%

+110.6%

-76.8%

-39.5%

-3.69%

-17.3%

-2.75%

港鐵公布東鐵
過海段工程已完
成超過94%，正
就相關工程進度
與政府進行全面
評估。

統計處昨公布香港最新人口
數字為 739.47 萬，按年減少
8.71 萬，跌幅為 1.16%。數十

年來，香港人口持續增加，但這次不單是有紀錄以
來首現三連跌，跌幅且是第二高。碰巧近期社會熱
議 「移民潮」 ，有人想當然指大批人遷出；惟人口
減少究竟反映什麼問題呢？細察發現，原來主因是
新冠疫情所致。

如統計處言，香港人口流動性一直很高，疫下香
港及其他地區皆實施嚴厲關口管制和檢疫措施，都
令移入香港的人數處於低水平。今次處方公布數
字，除出生、死亡，以及單程證來港人數外，並無
詳列各細項有多少人移入或移出，包括沒有提供移
民離港數據。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有人移民離

港是尋常事，移民也必然佔據人口減少的一個部
分；然而，流動居民而非常住居民的人口，才是近
年跌幅最大一塊。查過去十年來，本港流動居民人
數都穩定維持在20萬以上，到2019年底忽然急跌逾
30%至15萬；而2020年疫情爆發後，更罕有地跌穿
10萬關口，最新僅剩6.42萬人。不難看到，疫情下
流動人口銳減，才是推低香港人口的最主要原因；
也不難預期，當恢復正常通關，以致流動人口重返
昔日水平，香港人口數字或反彈逾十萬之譜，一下
子收復此前 「失地」 。

當然，最新常住居民人數亦見下跌，按年減少
6.11 萬人，背後亦值得詳析。常住居民的定義有
二，一是在港逗留至少3個月的永久性居民，二是
統計時點身在香港的非永久性居民，這包括了單程

證的新來港人士、來港工作的外傭、外派人員，以
及留學生等。同樣受疫情影響，過去一年單程證來
港人數只有1.39萬，遠遠較2018年和2019年平均約
4萬人少。至於非永久性居民數字，統計處雖無提
供，但眾所周知，疫情下不少都難以來港、又或乾
脆離港。以外傭為例，此前社會便曾激辯，應否容
許從疫情較嚴重的地方來港，以紓緩嚴重短缺之
窘。至於香港長期未能與內地及其他地方正常通
關，也令許多離鄉背井多時的滯港者要回家與親友
團聚，不少人或一去不返。此外，疫情令世人生育
決定變得審慎，如美國去年出生率便跌4%，香港自
不例外。過去一年港僅3.85萬人出生，較疫前年約
5萬人大減。再加上，尚有不少早前離港的港人，
現時仍因疫情關係而回程受阻或選擇續留外地。凡

此種種，疊加起來，都好大程度解釋了香港常住居
民特別是非永久性居民的數量何以減少。

人口減少，無疑值得關注，但真正反映的問題
是，疫情如何大大影響到香港正常的人員流動，經
濟社會運作亦因此大受衝擊。政府早前放寬外傭在
港打針後可以再度回港，但如何確認其他地方的疫
苗接種紀錄則待探討；其他已打針者來港的檢疫安
排亦獲放寬，惟隔離時間只能縮短不能撤銷，這意
味來港就業求學的人口流動仍未復常。總之，一日
疫情未完，香港人口都難回復到疫前水平。還是那
句話，唯有繼續推高疫苗接種率，早日實現群體免
疫，到時才有條件恢復正常通關，香港人口水平乃
至經濟社會活動才有條件恢復過來。

人口數量減 疫情是主因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東鐵過海段（紅磡至金鐘）
預計2022年首季開通

東鐵過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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