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旺角街舖租值跌最多
以往人山人海的旺角，現時人流大跌，旺角街舖最

新租值跌幅更為各核心區最大；其中，西洋菜南街51
號地下 5A 舖，最新租值跌至 31.8 萬元，按年挫約五
成；奶路臣街 8A 號地下連閣樓，最新租值 219.6 萬
元，跌幅同約五成。

曾經是全球最貴租金的銅鑼灣羅素街，多個舖位租
值下跌。羅素街2至4號Plaza 2000廣場地下至3樓，面
積逾1.5萬平方呎，曾獲高級品牌PRADA以每月900萬
元租用，舖位於 2022/23 年度應課差餉租值為 3468 萬
元，較對上一個年度下跌約21.3%，連續3個年度回軟。

中環置地廣場LV旗艦店最新租值為4788萬元，按
年下跌6.12%，跌幅較2021/22年度的25%收窄。惟九
龍站圓方、中環IFC商場、尖沙咀K11 MUSEA的舖
位租值則維持不變。

馬化騰石澳大屋每月租值106萬
部分超級豪宅新財政年度(2022至2023年度)應課差

餉租值不跌反升。其中由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誠持有
的深水灣道79號，新財年租值為903.6萬元，按年升
約5.6%，平均每月租值為75.3萬元。

不過，若以單一洋房計算，馬化騰持有的大浪灣道
13號的租值，對上兩個財政年度都不變，但最新租值
漲至1281萬元，按年升約2.9%，超越絲寶集團主席、
湖北首富梁亮勝持有的淺水灣道89號大屋(租值1265.4
萬元)，成為全港最貴洋房，平均每月租值為106.75萬
元。

新界東租金跑贏大市
另外，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

而根據中原地產新簽租約統計，以差餉年度(2020年10
月至2021年10月)計，新界東租金區租金明顯跑贏大
市。2021年10月新界東CRI Mass按年累升7.1%，升
幅是四區之中最大。同期新界西 CRI Mass升3.5%，
九龍CRI Mass升2.3%，而港島CRI Mass微跌0.5%。
整體租金走勢向上，主要受到2021年第二季及第三季
的傳統租務旺季帶動所致。

今年2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赴
北京參加第二十四屆冬季奧運會，期
間，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
議，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中俄能源

合作，所涉時間長達30年之久，而且能源交易金額
多達4000億美元之巨，更令人震驚的是，如此龐大
的中俄能源交易將全部採用歐元結算。以前，中俄
之間的貿易以美元結算為主，如今，俄羅斯不僅將
美元剔除出俄羅斯的國家儲備貨幣體系，而且，在
中俄能源交易中也開始全面 「去美元化」，轉而採
用歐元結算。

美國雖然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其國際影
響力已經大不如從前，尤其在國際貿易領域以及對
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等方面，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
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然而，美國為了顯示自
身霸主地位，在全世界到處搞制裁、搞封殺，其結
果，也戕害到美國自身，尤其美元更是首當其衝。

中俄能源交易採歐元結算
中俄能源交易採用歐元結算，無論對歐元區還是

對中俄兩國都有正面意義，特別對歐元來說，將極
大提升歐元的國際地位，增加了歐元挑戰美元的底
氣和實力。眾所周知，歐元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
是美元霸權的挑戰者，並曾一度有趕超美元的勢
頭，但在美國的各種陰謀和打壓之下，歐元終究沒
能實現對美元的超越。如今，歐元獲得中俄在能源
交易領域的結算加持，將是歐元區各國求之不得的
事情，有了中俄的支持必將大大提升歐元挑戰美元
的底氣，即使短期內歐元無法超越美元，但歐元對
美元所帶來的競爭壓力肯定有增無減。

綜觀世界經濟的變化與全球金融的變遷，中國取
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雖然
人民幣短期內還無法與美元霸權地位相提並論，但
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人民幣將有能力比
肩美元。歐元區經濟雖然與美國經濟大同小異，歐
元也一時無法與美元相匹敵，但如果此次中俄能源
交易採用歐元結算的做法，能夠在世界形成示範效
應，那麼，歐元將能夠得到越來越大的支持；與此
同時，美元的霸權必將江河日下。中國古人有一句
名言：無可奈何花落去！美國無論採取什麼陰險狡
詐的手段，都改變不了歷史的車輪，充其量只能稍
稍延緩美國衰落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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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國際地位
面臨空前挑戰

恒指跌191點
飲食股全線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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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本港連續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差餉物業
估值署最新公布，2021至2022年度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資料顯示部分位於核心
地區的商舖於2022/23年度應課差餉租值大跌，銅鑼灣及旺角主要街道舖位租值繼
續向下，其中旺角區更出現多宗跌租約50%個案。至於豪宅方面，以單一洋房租
值計，騰訊控股(700)主席馬化騰持有的大浪灣道13號，成為全港最貴洋房。

膺全港最貴洋房

煤氣停派紅股 金融海嘯後首次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香港中華煤

氣(003)昨日公布全年業績時，未有宣布同時派發
紅股，為2008財政年度後首次。管理層解釋，停
派紅股旨在保留現金，又表示今年有上調煤氣費
的壓力。

資料顯示，香港中華煤氣早於 1990 年代初已
派發紅股，惟於 2002 年至 2005 年財政年度及
2008年財政年度曾暫停。首席財務總裁暨公司秘
書何漢明解釋，內地的 「雙碳」目標帶來龐大投
資機遇，加上近日商品及能源價格高企，造成不
明朗因素，故須保留充裕現金，因而不派發紅
股。

去年賺50億元
業績方面，截至去年12月底止，香港中華煤氣

純利按年跌16.5%至50.17億元，主要由於期內作
出多項撥備所致，末期息 0.23 元。但管理層承
諾，若無特殊情況，今年全年的股息，將不少於
去年度所派發之中期及末期股息。

另外，對於港府將於 4 月 21 日起放寬防疫措
施，副常務董事黃維義期望，屆時香港市面將有
「火爆」式消費，帶動工商業售氣量回升。但黃

維義坦言，今年有加價壓力，待疫情轉趨緩和
後，將審時度勢調整氣價。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內地物業管
理企業新希望服務(3658)，截至去年12月底止，
集團全年多賺51.1%錄1.66億元(人民幣，下同)。
每股盈利為0.23元，擬派末期息每股0.071元。

期內，收入9.25億元，較2020年5.88億元，按
年急升 57.2%。按業務劃分，去年物業管理服務
實現收入 3.17 億元，佔總收入 34.3%，按年增加
67.2%；非業主增值服務中收入按年升 38.9%至

2.34億元，佔總收入25.3%；商業運營服務實現收
入則錄1.2億元，佔總收入13%，按年增加6.6%。
另全年生活服務實現收入則達2.54億元，佔總收
入27.4%，按年大幅增加1.16倍。

截至去年底，集團簽約項目數量為160個，簽
約 樓 面 面 積 為 2640 萬 平 方 米 ， 按 年 增 長 約
72.2%；集團在管項目數量為104個，在管樓面面
積約為1620萬平方米，較2020年增加約58.3%。

新希望服務多賺51%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香港迪士尼樂園
度假區業績連續 7 年虧損，2021 財政年度未扣除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按年減少34%至虧損9.7
億元，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後的淨虧損雖按
年減少12%，仍蝕24億元。

期內業務收入按年上升19%至17億元；總入場人次
回升至280萬，按年上升64%，其中本地客入場人次
較上個財政年度增長1.17倍，樂園年票的會員人數按
年增55%。學生會員人數亦按年上升1.32倍；期內酒
店使用率有77%。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莫偉庭表示，對首
季業績非常鼓舞，惟樂園已經關閉數月，這對今個財
政年年度肯定有影響，但他感到非常樂觀。關於可在
4月底重開及預計有1000萬旅客在下半年訪港，目前
會假設(下月)重開主要是服務本地旅客。

陳茂波：短暫困難有信心克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不擔心疫情會影響香港的

競爭力。陳茂波稱，只要疫情受控、環境是安全，恢復
通行的時間，香港的吸引力存在，經濟前景非常好，競

爭力不斷改善，短暫出現的困難，有信心可以克服。
同日，旅發局解說 2022/23 年度工作計劃，提及 3

大重點策略，包括刺激旅遊業復蘇、 「以文塑旅，連
接大灣區」(即透過文化藝術促進大灣區區內旅遊)，
以及藉慶祝特區回歸25周年營造正面氣氛。

旅發局今年重點刺激旅遊業復蘇
局方在立法會工作計劃文件中預計今年全年訪港的

旅客約960萬人次，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則重申目前
難以評估遊客數量，但對下半年感樂觀。

迪士尼蝕24億元 連續7年虧損

香港迪士尼仍然虧損，但蝕幅已有所收窄。
資料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恒指昨日高開
410 點見 21813 點後，已是全日高位，及後反覆回
落，20天線(21555點)得而復失，受騰訊控股(700)及
美團點評(3690)拖累下，全日收市倒跌 191 點，報
21221 點，成交回落至 1490 億元。分析稱，早前累
積龐大升幅後，恒指料先下試10天線(20501點)。

騰訊控股收報372.4元，跌2.26%；美團點評收報
143.9元，跌6.13%，騰訊控股及美團點評共拖累恒
指跌 109 點。相反，阿里巴巴(9988)昨一度重返紅
底，高見104.8元，收市仍升0.76%，報99.1元。其
他 藍 籌 方 面 ， 藥 明 生 物 (2269) 收 報 55.6 元 ， 升
3.83%。

港府將於4月21日起，分3階段放寬防疫措施，
飲食股反彈。大家樂(341)升6.38%，報13元；太興
集團(6811)升6.14%，收報1.21元。燃氣股跑出，新
奧能源(2688)狂飆12.48%，報111.3元，為升幅最大
藍籌；昆侖能源(135)飆7.89%，報6.7元。

法拉帝今日招股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表示，恒指上

周四(17日)曾遺留下介乎20120點至20786點的上升
裂口，但仍未回補，將成後市隱患。

另外，未來資產將推出 3 隻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分別是 Global X 恒生 ESG ETF、Global X
元宇宙主題主動型ETF及Global X 電動車及電池主
動型ETF。

至於新股方面，意大利知名遊艇製造商法拉帝將
於今日起招股，料周五(25日)定價，下周四(31日)掛
牌。消息稱，法拉帝招股價介乎 21.82 元至 28.24
元，每手100股入場費約2850元。

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統計摘要
2022/23年度估價冊——各地區的估價及應課差餉租值
（截至2022年3月18日）

區域

港島

九龍

新界

總數

資料來源：差估署

數量

562490

730926

1355420

2648836

%

21.2

27.6

51.2

100.0

應課差餉租值
（千元）

217235895

198973061

274187921

690396877

%

31.5

28.8

39.7

100.0

【香港商報訊】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本港2月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CPI)按年上升1.6%，低於預期的1.9%，但高於1月的
1.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2月基本通脹率亦
升1.6%，高過1月的1.2%，主要由於新鮮蔬菜價格上升。

政府發言人表示，將今年首兩個月的通脹數據合計，以消
除農曆新年在不同時候出現的影響，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為
1.5%，稍高於去年12月的水平。由於來自內地的新鮮蔬菜供
應，在月內因疫情引致的運輸干擾，而受到短暫影響，基本
食品價格的升幅擴大。能源相關項目及個別消費物價指數組
成項目，例如交通和衣履價格的按年升幅仍然明顯。不過，
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

短期內通脹料溫和
政府展望，主要先進經濟體通脹高企和國際能源及商品價

格飆升下，外圍價格的上升壓力勢將維持。然而，嚴峻的本
地疫情重創經濟活動，料會在短期內抑制本地價格壓力。同
時，內地食品供應回復穩定，應有助控制基本食品價格的上
升壓力。整體來說，基本通脹在短期內應會維持溫和。

另外，大新銀行高級經濟師溫嘉煒預期，2022年通脹會升
至1.7%（低於之前預期的1.9%），主要由於政府在財政預算
案再宣布多項紓困措施。若疫情在稍後緩和，並恢復通關，
消費市道料會逐步復蘇，支持物價升幅溫和加快。國際能源
價格今年上半年或高企，本地電費和交通費等今年仍有一定
上漲壓力。

菜價上升帶動上月CPI升1.6%

市場
動態

昨日港股先升後跌，恒生收市跌191點。
資料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美聯物業住宅部
行政總裁(港澳)布少明表示，該行網上進行的 「租務
意向調查」顯示，61%受訪者認為未來半年租金仍然
平穩及上升。美聯物業預期今年租金 「先跌後升」，
全年租金有望錄得約3%的輕微升幅。美聯物業首席
分析師劉嘉輝指，住宅租金已連跌5個月，累計下跌
約2.6%。今年首2個月該行促成的租務個案雖按年跌
約9%，但仍較2020年同期高約16%。

劉嘉輝指，2月份以實用面積計算的平均呎租約為
34.63元，近年租金均於5%左右窄幅橫行，未見大上
大落情況。租務成交個案中，兩房單位佔逾五成，佔
比約52.8%，按年增加約2.2個百分點；開放式及1房
戶，今年首2個月佔比約17.8%，按年升約0.8個百分
點；3房或以上單位租賃成交比例則呈跌幅，佔比為
26.4%，按年跌約2.4個百分點；4房或以上的租賃成
交佔比約3%，按年少約0.6個百分點。

新晉屋苑租務較吃香
此外，約31%租務為樓齡5年或以下物業，樓齡6

至 15 年物業佔約 15%，樓齡 16 至 25 年物業佔約
22%。而期內首10個新晉屋苑的租賃成交佔美聯租務
成交量約15%，當中不少為新入伙屋苑，如啟德嘉
匯，南昌匯璽及日出康城多個屋苑等，反觀傳統10
大屋苑租賃則佔租務成交量約10%。

布少明表示，3月上半月10大指標二手屋苑租務交
投錄得約103宗，較2月上半月116宗，下跌約11%。
另外，該批屋苑目前租務放盤約有逾1100伙，但礙
於市況轉變，部分放盤業主轉賣為租，佔租務放盤量
約13%，寧願封盤惜售。

美聯料全年租金
微升3%

馬化騰石澳大屋年租值1281萬

華融盈喜去年轉賺3.7億人幣
中國華融(2799)發盈喜，去年經初步測算，預計集

團扭虧為盈，去年淨利潤約為3.7億元人民幣，而對
上一年同期蝕1029.03億元人民幣。中國華融昨日先
升後回，開市彈升8%，但收市報0.355元，跌1.3%。

華融盈利增加主要原因是不良債權資產業務主動調
整經營策略，加大資產盤活和現金回收，繼續保持穩
定的收入貢獻。收購處置類業務加快周轉，已實現收
入按年增長。收購重組類業務資產規模和收入穩中有
降。市場化債轉股等股權類業務優化資產布局，公允

價值隨資本市場同步上升，部分權益類投資業務收入
按年增長。

華置去年轉蝕35億不派息
華人置業(127)公布，去年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5.15億元，按年盈轉虧。期內收入12.9億元，按年減
少57.3%。每股虧損1.843元，不派末期股息。

集團指，收入按年減少57.3%至13億主要由於本年
度來自恒大(3333)股份之股息收入減少所致。其中，
租金收入為3.3億元，物業銷售為2.4億元，上市及非

上市股本投資的股息收入為1.7億元，債券及結構性
產品的利息收入為3.2億元。

恒大系停牌
中國恒大(3333)、恒大汽車(708)、恒大物業(6666)齊

發通告稱，昨日早9時正起短暫停止買賣，與該公司
有關的所有結構性產品亦將同時短暫停止買賣，暫未
公布原因。

另外，據內媒報道恒大地產集團南京置業有限公司
上周四(17日)退出其所持的南京恒澤房地產開發有限
公司的三成股權，股權會讓予中航信託。

馬化騰石澳大宅被差估署評為租值最高住宅馬化騰石澳大宅被差估署評為租值最高住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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