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证券（香港）遭谴责及罚款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香港证监会

11

日公布，中国光大

证券

(

香港

)

因内部监控及监督缺失，

受到谴责并被罚款

120

万港元；同时，

中国光大证券负责人员陈锦合因监督

及管理缺失， 同样受到谴责并被罚款

40

万港元。

香港证监会称，经调查发现，中

国光大证券一名男客户主任未能执

行开户及“认识你的客户”程序，并

讹称已向多名居于内地的客户解释

风险披露声明及见证他们签立开户

文件， 香港证监会因此决定作出上

述处分。

香港证监会的调查指出，发现该

名客户主任在中国光大证券一家深

圳联属公司———光大创投的办事处

办理业务，并利用光大创投聘用的中

间人向其转介客户和处理新客户的

开户程序，但该客户主任从未与中间人

所转介的客户会面，却在他们的开户文

件上以见证人身份签署，并宣称已向有

关客户解释开户文件及风险披露声明；

另外，中国光大证券知道该客户主任的

客户大多居于内地以及其在光大创投

的办事处办公，光大创投的开支也由中

国光大证券支付，中国光大证券还知悉

有中间人受雇于光大创投办事处协助

该客户主任。

香港证监会认为，中国光大证券对

该客户主任在光大创投办事处的作业

情况监督不力，并且没有制定监控措施

以确保经由该客户主任在光大创投办

理的账户符合开户及 “认识你的客户”

程序；香港证监会还发现，陈锦合身为

高级管理人员及监察中国光大证券客

户主任日常业务操守的负责人员却疏

于职守，以致中国光大证券出现内部监

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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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百货商场时代逐渐过渡到“购物中心”时代

深圳猛赶潮流 “综合体” 全城开花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金融危机后， 大量热钱涌入商业

地产， 深圳城市综合体的开工面积快

速增长。 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周期一般

需要

2～4

年， 今年深圳商业中心正

式进入快速供应期。

根据深圳中原地产不完全统计，

2013～2014

年， 深圳即将入市的大型

商业项目将达

19

个， 其中大型综合

体项目

13

个， 占总量近

70%

， 合计

总建筑规模

762

万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

2012

年深圳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008.78

亿

元， 增长

16.5%

。 但根据世联地产的

统计，

2000

年以来深圳购物中心面

积的年均增速保持在

28%

以上， 已

超过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速。 可以预

见， 随着综合体的密集推出， 未来深

圳商圈必将上演一场 “龙争虎斗”。

“综合体” 全城开花

城市综合体

(MALL)

， 是现代城

市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 城市综合体

是将城市中的酒店、 办公、 居住、 商

业、 会议、 公寓以及文娱、 交通枢纽

等城市功能在空间上进行组合， 并在

各功能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 相互补

益的能动关系， 从而形成一个多功

能、 高效率、 复杂而统一的综合体。

2003

年以前， 百货、 大型超市是

深圳商业的主导力量；

2004

年以来，

以万象城、 金光华为代表的购物中心

兴起， “综合体” 成为商业发展的新

潮流， 购物公园、 海岸城、 太古城、

益田假日广场、

KK MALL

等大型项

目接踵拔地而起， “综合体” 在深圳

全城遍地开花， 深圳逐渐由百货商场

时代过渡到 “购物中心” 时代。

对于近年来深圳城市综合体的密

集涌现，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认为， 首先缘

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于购

物和消费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城市综

合体配套功能更丰富、 可融合元素更

多元， 更能适应中国消费者的新需

求。 其次， 商业地产较少受到调控的

约束， 许多开发商由住宅领域转向商业

地产领域。 再次， 从深圳这个城市的特

殊性来说， 过去

30

年里， 深圳的商业

配套相对于住宅开发偏弱， 因此深圳对

商业中心有比较大的需求量。 最后， 深

圳土地稀缺， 为了让土地产生最大的附

加值， 近几年深圳政府出让的土地大部

分是综合用地， 所以政府出让土地的类

型也决定了开发商开发项目的类型。

宋丁指出， 今年已经到了前几年动

工的城市综合体集中开业的时间， 短时

间内大量购物中心将扎堆出现， 市场会

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局面， 空置率上

升和租金下滑的现象可能出现。 与此同

时， 商业形态跨越式升级， 各购物中心

业绩分化会加剧。

同质化运营待破解

根据世联地产的统计， 未来

5

年，

深圳

1

万平方米以上集中商业供应量将

达

504

万平方米， 而城市商业格局将发

生彻底改变。 世联地产商业研究经理段

立文表示， “万象城” 成功后， 形成了

一种榜样效应， 后来出现的购物中心很

多都去复制万象城的模式， 所以现在深

圳很多购物中心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状。

“缺乏商业创新” 是目前深圳城市

综合体普遍面临的难题。 “综合体需要

融入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未来深圳的购

物中心数量众多， 如果商家们没有自身

的优势和特色， 很难在未来的白热化竞

争中生存。” 宋丁说。

据了解， 今年

3

月刚开业的 “东门

Ucity

”， 号称 “中国首个智慧商城”，

开始尝试将科技的元素融入购物商城。

宋丁认为， 消费者需要更多的选择， 更

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现在深圳的商家开

始探索商业业态的创新， 虽然还没有出

现一个新的成功的榜样， 但未来城市综

合体应该朝着这方面发展。

段立文认为， 现在的城市综合体主

要有四种模式， 一种是万达式的， 倾向

于大众消费； 一种是万象城式的， 倾向

于高端消费； 还有一种主题型的， 比如

中粮大悦城； 另外是正在兴起的社区型

的， 如莱蒙水榭春天。 “未来商业中心

的细分会越来越明显。”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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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堆建MALL———逛哪都一样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深圳的购物中心（MALL）都差

不多，就是超市 + 餐饮 + 品牌店 + 电

影院，逛哪家都一样。 ” 市民陈小姐的

话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 也道出了大

肆扩张的深圳大型购物中心面临的一

个共同考验———同质化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深圳市民购物首

选就是东门。“没到过东门，就不算到

过深圳” ，这句耳熟能详的坊间俗语，

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东门在深圳城市历

史中的地位。

进入 21 世纪， 深圳掀起一股疯

狂“造 MALL” 的热潮，像东门这种

传统商圈也迎来挑战。 从万象城到

金光华广场，从购物公园到海岸城，

深圳大型购物中心一路向西， 遍地

开花。

如今， 深圳满城尽是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扎堆“打擂” ，随处可见。 仅

仅在深南路罗湖与福田交界处，就出

现了万象城、KK� MALL 和新城市广场

等多家大型购物中心。 在原特区外的宝

安和龙岗两区，各个商业综合体也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 位于罗湖

区和福田区的两家不同的购物中心，品

牌陈列、卖场格局、装修布置、服务风格

几乎雷同。与此同时，不少购物中心只有

周末才显得车水马龙， 平日里几乎都是

工作人员多过顾客。 业界也有这么一句

流行语：假日广场真的很“假日” 。

“我喜欢的服装品牌在哪家购物中

心都有，逛哪都一样。 ” 陈小姐对记者表

示，“所以我都会选最近的一家购物中

心，没必要跑那么远。 或者直接去东门，

那里的选择还比较多。 ”

这句话也道出了扎堆建成的 MALL

背后潜在的危机———商业综合体过剩，

同质化严重。 如何在日趋白热化的竞争

中突围， 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与此同

时， 政府前期如何更合理地进行商业规

划也值得思考。

罢工潮持续半月

香港码头工人仍在坚守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在持续了半个月之后， 仍在参

与罢工的码头工人似乎已经没有了

前期高涨的热情。

昨日，在

6

号货柜码头，已不再

有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 码头出口

处， 约

200

多人分散在稀稀拉拉的

露天帐篷里， 过往的大型货柜车辆

则川流不息。 工人所在之处正好处

于路边，除要吸入大量汽车尾气外，

天气环境也颇为恶劣。

与前几日声援支持的人纷纷而

至的热闹情景相比， 昨日现场显得

颇为安静， 送水送吃的香港市民也

略微减少，仅有部分支持者在送水、

面包和咖啡。 周围其他货柜码头的

人对记者表示， 罢工活动并不在他

们的关注范围内， 更有

4

号货柜码

头的工人表示，并不知道此事，也有

部分码头附近的人听说发水和吃

的，纷纷跑去领完物品后，嘻嘻哈哈

离开现场。

有罢工工人称， 自罢工之日起

香港不停歇地下雨，相当辛苦。早前

从码头内部被赶出， 希望资方能够

加薪，和气收场，结束罢工。

香港劳工处此前安排两场调解

会，处理码头工人加薪问题。劳工及

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呼吁各方要珍惜

此次得来不易的机会， 第一日并未

达成共识。 工人诉求包括要求资方

在

7

月份加薪不少于

12%

以及改

善工作时数， 超时工作要发等同于

工资

1.5

倍的加班津贴， 并且有吃

饭时间以及增加码头厕所等。 资方

代表永丰等外包商并未对加薪等实

质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以吃饭为

理由结束第一日谈判。

工人代表吴树明在第二次和解

开会前表示， 要求资方向每个工人

加薪

100

港元， 资方表示并不可能

达到一成二的说法。

有港媒早前报道， 罢工事件已

经引起李嘉诚关注。 但随后即有消

息称， 李嘉诚通过和黄新闻发言人

表示， 并未参与介入货柜码头罢工

谈判。 资料显示，国际货柜码头并

不如外间所指有那么多利润，

10

年

前码头盈利超过

30

亿港元， 去年

利润跌到只有

7

亿多港元， 不及高

峰时的

1/4

。 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

的情况也不乐观， 经营成本上升压

力很大。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此前

出席活动时表示， 这次劳资纠纷需

要双方乃至外包商共同努力解决，

期望事情能和平处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此前

也表示， 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事态发

展，分秒必争希望解决问题，并以中

立的角色争取与各方沟通。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在给记者的

邮件回复中谈到，在厘定薪酬方面，

现在货柜码头的处理是符合市场行

情的， 会定期检讨码头工人的薪酬

趋势， 同时密切监管合约外包商的

表现。

香港工人待遇甚至不如内地

业界吁家族企业应给予更多关爱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香港和黄葵涌码头罢工迄今已

经超过半个月时间， 在码头工人一

再要求和劳工署斡旋下，包括永丰、

外包商在内的资方代表开始展开谈

判， 而其背后国际货柜码头仅作为

列席人参与， 两次谈判的结构均不

理想。

在这场劳资纠纷中， 码头工

人的诉求能否最终获得成功？ 为

何国际货柜码头迟迟不肯派出代

表同劳方谈判？ 其背后大佬李嘉

诚在这件事情上为何并未有任何

表态？ 到底是什么深层次原因导

致码头工人采取此种形式和自己

老板叫板？

深港码头工资差距大

参与此次罢工的是国际货柜码

头的工人， 属于公司旗下五间外包

商之中的永丰和高宝。 主要负责聘

请码头内不同的工种。 工种主要分

为公司工及外包工， 公司工由香港

码头公司直接聘用，待遇较合理，工

作更稳定，例如有轮班时间、按月支

薪、固定就餐时间、年终奖金等。 外

包工则由外包公司招聘， 有时再作

二包、三包。 工作时间

16～24

小时

不等，按工出粮，每

24

小时

1115

港

元，三班工资不一。 福利上，外包工

没有固定的就餐时间， 也没有医疗

保障。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种待遇还

不如香港公司在深圳的码头工人。

在盐田港这样的大型港口， 码头工

大多也外包给香港的货运服务公

司，由香港公司发工资。以在盐田港

旗下某服务公司的码头工人为例，

他们大都每天工作

8

小时， 按工种

出工资。龙门吊司机月工资在

6000

元人民币左右， 岸吊司机每月工资

在

10000

元人民币左右 （包含加班

费）， 中间有几次休息时间分别在

10

分钟以内， 叉车司机每月

6000

元人民币。福利上，岸吊司机每月有

住房公积金， 整体码头工人年涨幅

为

200～300

元人民币。

家族企业未尽关爱责任

在周边码头竞争之下， 近年香

港的货柜业生意大不如前， 外包往

往能降低成本。那么，外包有没有影

响薪酬水平？

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

1999

年香港货柜码头的从业人员为

3782

人， 薪酬总额为

12.8

亿港元，

这两个数字到了

2011

年分别为

3498

人及

12.6

亿港元。从薪酬总额

看，工人的名义收入似乎并未减少。

然而，具体到工人个体，感受却大不

相同。罢工工人指出，工资在回归后

有减无加，个别职位经常三更连上，

现时日薪为

1115

港元， 远低于

1997

年的

1480

港元。

香港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并不算

多，上一次是

6

年前，当时的扎铁工

人罢工近

40

天，最终令承办商答应

为工人大幅加薪。 或许这次这点罢

工的声音根本引起不了李嘉诚的关

注，在罢工开始的第二天，香港股市

大跌

600

点。而此时，李嘉诚正忙于

增持自己旗下长实集团的股票。

有香港学者认为， 商家尤其是

大财团其实应该明白，“员工是公司

最大的资产”。 在

2003

年

SARS

袭

港期间，资方叫劳方共度时艰，减薪

留职， 但在经济复苏期间却拒绝改

善薪酬待遇，假外包之手刻薄工人，

实属不该。

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

任区玉辉教授， 对香港家族企业颇

有研究，他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亚

洲地区的家族企业特别对所在的社

区有深厚的感情， 理论上来讲对社

区的贡献应该比较多， 香港的一些

企业在捐款方面做得也不错， 但仍

有比较传统的利润最大化观念，并

没有把家族企业对整个社区的贡献

理念，结合到实际的生意中，像和记

黄埔这样的国际化家族企业， 应尽

的社会责任还有待提高。

杨晨/摄影 官兵/制图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宋丁指出， 今年

已到了前几年动工的城市综合体集中开业

的时间， 短时间内大量购物中心将扎堆出

现， 市场会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局面。

图1、图2：过去人声鼎沸的中信广场

（现更名为新城市广场） 门可罗雀。

1

2

3

4

图3、图4：“东门Ucity”

号称“中国首个智慧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