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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第三財季業績撮要
項目
Non-GAAP淨利潤
歸屬股東淨利潤
經調整EBITDA
總收入
-中國商業

-國際商業

-本地生活服務

-雲業務

-數字媒體及娛樂

-創新業務

製表：記者 周曉菁

金額(人民幣)
499.32億元
468.15億元
591.62億元

2,477.56億元
1,699.86億元

194.65億元

131.64億元

201.79億元

75.86億元

8.23億元

同比變幅
+12%
+69%
+15%
+2%
-1%

+18%

+6%

+3%

-6%

-20%

阿里巴巴23日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第三財季業

績，集團收入同比增長2%至2,477.56億元（人民

幣，下同），因數字媒體及娛樂等分部的商譽減值

大幅減少 224 億元，非公認會計準則淨利潤

（Non-GAAP）升12%至499.32億元。兩項數據延

續上季成本控制措施效果，均勝市場預期。阿里23

日收報95.15港元，全日升2.4%，成交額45.8億港

元。科網股表現逐漸回暖，阿里股價年初至今累升

7.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阿里上季多賺12％ 勝預期
成本控制顯效 料消費信心經濟活動持續恢復

◆歐冠昇表示，有不少海外企業表達對香
港市場感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23
日繼續反覆偏軟，恒指初段曾升過178
點，惟之後倒跌，全日收報20,351點，跌
72點，連跌第三日。大市成交僅1,027億
元（港元，下同），市場氣氛相對沉悶。

創科強烈否認沽空報告指控
大市的焦點落在遭沽空機構發表報告狙
擊的創科身上，該股午後突大幅下瀉近兩
成，低見74.6元，及後中途停牌，停牌前
報 74.95 元，仍跌 19%，成交則急增至

30.4億元，市值單日蒸發約322億元。
沽空機構Jehoshaphat Research 23日發

表看淡創科的報告。創科23日下午申請短
暫停牌，晚上發出澄清公告，並將於今早
復牌。
創科的公告強烈否認沽空機構該報告的
指控，稱該等指控包含眾多誹謗性、偏
頗、斷章取義、不準確及不完整之陳述，
並指該報告之作者並無嘗試向創科實業集
團確認或收集任何有關該集團財務報表的
資訊。公司的內部監控能確保集團財務報

表嚴格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及公
平地反映集團財務狀況。
創科的大跌，獨力拖累恒指跌44點，較
跌2.1%的滙控，對恒指的影響更大。華盛
證券經紀部董事李偉傑表示，港股23日呈
悶局，由於內地即將召開兩會，會上會否
有更多刺激經濟方案等措施推出，仍有待
觀察，現時是「消息」的真空期，在有更
新的好消息出台前，港股仍在逐步下試重
要支持位，相信恒指在二萬點，即250天
線水平，相信防守力度會明顯加大。

遭沽空機構狙擊 創科插19%停牌

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
勇23日於電話會議中表示，季內

中國商業收入按年跌 1%至 1,699.9 億
元，淘寶天貓線上實物商品GMV同比
下降單位數，需求側受較大抑制，其中
服飾等非生活必需品消費增速走低。

續主攻消費雲計算全球化
他還透露，今年1-2月的網上實物商品

銷售仍顯疲弱，元宵節後用戶消費行為
逐漸變化，期待疫情和假期影響消除
後，消費者信心、企業信心和經濟活動
將持續恢復。

張勇稱，在集團內部提出「進」字作為
今年發展基調，堅持將消費、雲計算、全
球化作為長期戰略的主賽道，相信這三個
賽道「天花板足夠高，市場足夠大」，尤
其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的結合正處於技術突
破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堅信雲計算將始終
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

多個業務虧損收窄
值得留意的是，阿里的降本增效效果
逐漸顯現，上財季多個業務虧損收窄。
中國商業分部經調整EBITA微增1%至
586.27億元，主要由於淘特、盒馬和淘

菜菜虧損收窄，部分被客戶管理利潤下
降所抵消；Trendyol和Lazada平台的虧
損收窄，令國際商業分部經調整EBITA
虧損收窄至7.63億元，去年同期則虧損
29.17億元；餓了麼每筆訂單的單位經濟
效益改善，助本地生活服務分部虧損收
窄至31.37億元。
此外，首席財務官徐宏指出，會持續
兌現改善股東回報的承諾。根據股份回
購計劃，季內以約33億美元回購4,540
萬股美國存託股（相等於3.633億股普
通股）。在目前授權下，有約213億美
元回購額度，有效期至2025年3月。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岑健樂）港
交所23日公布去年
全年業績。其中，
收入及其他收益為
184.56 億 元 （ 港
元，下同），按年
跌12%。股東應佔
溢 利 為 100.78 億
元，按年跌20%。
基本每股盈利7.96
元，按年跌20%。
每股派第二次中期
股息3.69元，按年
跌12%。每股全年
派息為7.14元，按年跌20%。單計去年第四季，港交所收入及其
他收益為52.01億元，按年升10%，創歷年第四季新高；至於股
東應佔溢利按年上升11%至29.79億元，亦創歷年第四季新高。

去年少賺兩成 大減派息
去年聯交所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1,249億元，按年下跌
25%，港交所集團行政總裁歐冠昇23日表示，市場表現受到地緣
政治、宏觀經濟、通脹、利率走勢等多項因素影響，因此難以準
確預測未來成交表現，惟他指出，內地重新開放較市場預期為
快，已見到外國投資者逐漸回流，亦有不少海外企業表達對香港
市場感興趣，因此他對香港前景仍充滿希望，港交所會致力加強
市場基建，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

歐冠昇：外資已逐漸回流
對於近年GEM的成交及IPO活動都轉趨淡靜，他表示，港交

所同樣重視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發展機會，年內會就GEM改革提
出具體建議，以期提升市場流動性，但目前未有時間表可透露。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周三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提到，港交所
將探討一系列優化交易機制建議，當中包括探索市場在惡劣天氣
下繼續運作的安排、檢視自行成交防範功能及相關限制，以便利
投資者交易和配合市場發展趨勢。歐冠昇23日表示，由於有關安
排涉及不同持份者，會非常小心及全面地進行市場諮詢，目的是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財政預算案未有下調早前增加的股票印花稅稅率，有部分市場
人士感到失望。歐冠昇則回應稱，明白股票印花稅是政府重要收
入來源之一，港交所亦一直持續與政府溝通，期望在提升市場活
躍度及各方利益中取得平衡，未來會繼續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

史美倫：續推動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港交所主席史美倫23日於業績報告中表示，展望將

來，宏觀經濟環境預期仍然持續充滿挑戰和不明朗。市場對全球
經濟放緩、通脹持續及地緣政治持續緊張的關注，仍然是左右資
本市場表現的重要因素，而可持續發展則繼續是全球各地與各行
各業同樣關切和注重的議題。她指，港交所致力推動金融市場的
長遠可持續發展及各方持份者的共同繁榮。港交所專注於推動市
場互聯互通、創新及可持續發展，並力求在各項業務上均能做到
以客為本，以確保港交所為迎接新挑戰及掌握未來發展機遇做好
準備。

港交所2022年主要財務數據
項目
收入及其他收益
股東應佔溢利
基本每股盈利
每股第二次中期股息
每股全年派息
聯交所股本證券產品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金額（港元）
184.56億元
100.78億元

7.96元
3.69元
7.14元

1,090億元
1,249億元

按年變幅
-12%
-20%
-20%
-12%
-20%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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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2日
收133港元

2022年10月31日
收61.45港元

23日收95.15港元
升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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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身家390億美元蟬聯港首富

李兆基
財富：303億美元
行業：房地產

鄭家純
財富：289億美元
行業：多元化經營

李惠森
：193億美元
：食品與飲料

4 李嘉誠
財富：390億美元
行業：多元化經營

吳光正
：169億美元
：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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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去年來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去年經
濟收縮3.5%，恒指全年跌逾15%，但福布斯
統計指，全港50大富豪總身家只由前一年的
3,280億美元，微跌至3,240億美元，部分頂級
富豪經歷去年疫市「跌宕」，身家卻更勝從
前。長和系創辦人兼高級顧問李嘉誠蟬聯首富
寶座，身家增30億美元，至390億美元。恒地
創辦人、人稱「四叔」的李兆基以303億美元
身家，雖然續排第二位，但受累去年樓市疲
弱，身家縮水近40億美元，以87億美元之距
被李嘉誠拋離。

其他富豪身家受累樓市跌
觀乎全港50大富豪名單，不少人身家與股

市升跌都有莫大牽連。一向洞若觀火的李嘉
誠，雖然其上市旗艦長和去年股價隨大市下
跌，但由於他近年採取多元化投資策略，尤其
熱衷於捕捉高新科技投資，其中以他投資的能
量飲品公司Celsius為例，去年中獲百事斥資
5.5億美元入股後股價幾乎翻了一番，令他在
股市浪潮之中絲毫無損之餘，身家更多了近一
成，相當於夠買2,340間市值千萬港元的太古
城單位，或按全民派5,000港元消費券預算開

支330億港元計，意味單計李嘉誠去年身家增
幅，已足夠覆蓋七成開支。
全港首5大富豪中，包括李嘉誠、李兆基、
鄭家純家族、李錦記家族李惠森兄妹及九倉顧
問吳光正，只有主業經營房地產的「四叔」及
吳光正身家有跌幅，相信是反映去年樓市受壓
力、與物業等重型資產價值重估下在賬面的減
值影響。而50大富豪之中，有20名主營房地
產，與去年佔比相若，但有一半主營房地產的
富豪今年身家都有縮水。
至於李嘉誠、鄭家純家族早年雖同樣是靠涉
足地產投資「發家致富」，但早已逐步轉為經
營多元化業務，在「疫市」中抗跌力強之餘，
亦反映兩人投資眼光獨到。鄭家純家族身家亦
增25億美元至289億美元，主要是去年宏觀環
境不利消息頻出，市場追逐黃金類等避險產
品，帶動旗下周大福股價上揚。

方文雄馮氏兄弟今年新上榜
今年香港50大富豪名單幾乎無「新鮮面
孔」出現，只有不同排名上上落落，若要數較
大變動，為去年排45位的南豐集團榮譽主席
陳慧慧，以及去年排49位的創科實業有限公

司創辦人鍾志平齊齊跌出50大，至於今年
「接棒」新上榜為排35位的協成行第三代掌
舵人方文雄及家族，以及排40位的利豐集團
馮氏家族第三代傳人馮國經、馮國綸兄弟。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早年靠科網股等新經
濟打入50大排 行榜，包括排第9的阿里巴

巴團創始人蔡崇信、排第34的騰訊總裁劉熾
平，隨着阿里巴巴及騰訊股價由高位回落，兩
人身家齊齊縮水逾6億美元。至於去年首次打
入香港富豪榜的商湯創辦人湯曉鷗身家
更大幅縮水近六成至25億美元，排
位由去年的第16位跌至第3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