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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大新銀行早前推
出最新一期交稅 「萬應錢」，稅貸年利率最低 1.18
厘。大新銀行(2356)總經理及零售銀行處副主管鄧子
健承認，今年的稅貸息率的確有考慮進入加息周期的
因素，但隨市民就業率提升，加上市民今年準時收
到稅單，並須準時交稅，該行 「萬應錢」由10月底推
出至今，申請及批出的金額及宗數較去年同期高出一
倍。

鄧子健相信，觀乎稅貸的審批比私人貸款更為審
慎，即使近期經濟轉差，旗下稅貸業務不會出現延遲
還款的風險。他又明言仍在經營稅貸是 「虧本」，但
仍希望借款人可藉此開納出糧戶口，幫助該行吸納新
客，以及從事交叉銷售。

回顧今年私人貸款業務，鄧子健稱，受第五波疫情
爆發影響，不少分行一度暫停營業，在市民集中抗疫
之下，導致旗下私人貸款業務一度停頓，至5月底已
開始見底回升；及至今年11月，該行的私人貸款業務
放款額，已較去年同期為多，與市場情況相若。但他
預計，今年不論市場及該行的私人貸款增長速度，只
有錄得單位數增長，較去年為慢。

【香港商報訊】記者古小喬報道：過去周末，四大
代理的十大屋苑成交表現各異。其中，中原地產十大
屋苑本周末錄得 10 宗成交，較上周末增加 1 宗或升
11.1%，零成交屋苑收窄至4個；利嘉閣地產分十大指
標屋苑累計錄得11宗二手成交個案；港置的十大二手
指標藍籌屋苑錄得7宗成交，與上周末13宗比較，則
按周跌逾46%。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內地放寬防疫措施，內地與香港全面通關有望明年落
實，買家出動尋找筍盤，把握聖誕長假期前偷步入市
業主議價空間收窄，樓價跌勢也開始喘定，個別屋苑
現價水平有承接力。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指出，市場仍然有大批購買
力等待釋放，預期要有一些較明確的利好經濟措施出
現，以及通關的問題上有更大的進展，樓市成交才會
出現爆炸性上升。

ONE INNOVALE-Cabanna單日沽3伙
另外，新盤方面較淡靜，恒地(012)旗下、樓花期長

約 7 個 月 新 盤 粉 嶺 北 ONE INNOVALE-Caban-
na(ONE INNOVALE第3期)，昨日連沽3伙，單日套
現1525.08萬元。

成交單位包括E座7樓23室、E座6樓11室、及E座
3樓9室，實用面積介乎304至436平方呎，分別為一
房連衣帽間及兩房連衣帽間間隔，成交價介乎430.03
萬元至638.25萬元，成交呎價13827至15027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美國聯儲局將於
香港時間本周四(15日)凌晨公布議息結果，分析稱，
港股本周將轉趨反覆，後市除視乎美國聯儲局議息結
果公布後的聲明，料恒指今年底或之前，仍有機會返
回2萬點關口。

夜期上周六凌晨收報19697點，較恒指上周五收市
低水204點，若跟足夜期走勢，恒指周一(12日)或會
低開。港股美國預託證券ADR方面，美團點評(3690)

ADR 折合港元收報 181.22 元，跌 3.86%；小米集團
(1810)折合港元收報11.13元，跌3.01%。

凱基亞洲投資策略部主管溫傑認為，港股反彈未
完，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後聲明有可能繼續 「放
鷹」，故港股本周的整固機會較大。他估計，港股後
市較為反覆，但受惠憧憬內地或會公布刺激經濟路線
圖，恒指年底前仍有機會重返2萬點以上，短線支持
位在10天線(18863點)。

新股方面，據港交所(388)資料顯示，海底撈(6862)
分拆海外業務特海國際一事，已通過上市聆訊，特海
國際將以介紹形式上市。另思派健康(314)將於周一至
周四公開招股，每股作價18.60元，每手200股。

此外，碧桂園服務(6098)公布，主席兼控股股東楊
惠妍上周五透過二級大宗交易方式，配售2.37億股予
若干獨立投資者，佔該股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03%。
每股配售價21.33元，涉資50.55億元。

金發局認同數據流通對於金融服務業在大灣區內的
進一步融合至關重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該
運用其完善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雄厚的研發及創新
實力，將其定位為大灣區的金融數據樞紐，以促進區
內數據的連動性，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

六項政策建議，包括：(一)清晰說明有關跨境數據
流動的法規；(二)加強大灣區內的數據管治及政策協
調；(三)制訂大灣區內跨境數據轉移的標準合同條
款；(四)設立第三方認證機構，對大灣區內的跨境數
據轉移進行公正的規格評估；(五)探討使用新技術來
實現大灣區內的跨境數據轉移；及(六)吸引及培育具
有技術及數碼相關技能的人才。

助深化大灣區一體化發展
報告提到，大灣區城市的現有法律體系，無意中使

香港及其他大灣區城市之間的數據共享帶來挑戰，因
而削弱區內企業營運效率。有鑒於此，大灣區需要一
個金融數據樞紐，來促進數據自由流通。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擁有世界一流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具
備成為金融數據樞紐的堅實基礎，使區內的數據交換
更為順暢。這亦與全球趨勢一致，因許多區域經濟區

亦已制定各種機制及方法，促進經濟體之間的數據流
動。因此，香港(及大灣區)應緊跟步伐。

報告續稱，為發展香港成為金融數據樞紐，政府應
明確其數據政策及法律，尤其是《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第33條及有關網絡安全的法律。此外，政府亦應
與內地相關單位合作，制定跨境數據管治標準，先從
推行試點項目入手；採用創新科技，幫助克服大灣區
內三個法律體系中各數據法律帶來的合規挑戰；及培
育相關人才。

李律仁表示： 「數據流動牽涉眾多因素，需要仔細
考慮安全、經濟穩定和營運環境等各方面。同時，促進
金融服務業及其他行業更自由的數據流動機制，是促進
大灣區進一步融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報告雖然聚焦大
灣區內金融數據的連通性，但在時機成熟時，有關當局
可考慮將報告的建議範圍，擴展到涵蓋其他類型的數據
和行業。我們相信有關建議將為香港發展成為大灣區金
融數據樞紐奠下基石，有助進一步加強大灣區內數據
互聯互通，深化大灣區一體化發展。」

金發局倡議香港新定位：

打造大灣區金融數據樞紐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

金發局發表題為《連接數據：將香
港打造為跨境金融數據樞紐》的研
究報告。報告參考全球通用的跨境
數據管治方法，提出六項政策建
議。金發局主席李律仁認為，相關
建議可將香港發展成為大灣區金融
數據樞紐奠下基石。

兩地優化防疫措施
利好樓市氣氛

大新批出「萬應錢」
增長逾倍

美國議息前港股料反覆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也應該成立金融數據樞紐。 資料圖片

金發局提出的六項政策建議：
1. 清晰說明有關跨境數據流動的法規 ；
2. 加強大灣區內的數據管治及政策協調；
3. 制訂大灣區內跨境數據轉移的標準合同條款；
4. 設立第三方認證機構，對大灣區內的跨境數據轉移進行

公正的規格評估；
5. 探討使用新技術來實現大灣區內的跨境數據轉移；
6. 吸引及培育具有技術及數碼相關技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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