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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童木牵手

喜羊羊与灰太狼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最近吸引港股投资者眼球的事情不少， 如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营运官 “双辞” 导

致公司高管层大地震， 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拖

累全球股市暴跌， 港府财政司发布新财政预算

案等等。

与这些新闻相比， 近期有一件事虽然并

不那么 “震撼”， 但却很值得投资者回味， 这

就是去年制作了

3D

动画片 《阿童木》 的港股

上市公司意马国际， 看上了 《喜羊羊与灰太

狼》 的制作团队 “动漫火车集团”， 并着手集

资收购。

意马国际发布的公告称， 公司将出资

8.14

亿港元收购动漫火车， 付款方式是以

3.3

亿港

元现金和增发

13.8

亿股新股融资支付。

其实， 在资本市场上收购与被收购早已司

空见惯， 值得一提的是， 意马国际现正屈居

“仙股” （股价不足

1

港元） 之列， 因此公司

如何筹措收购款成为这次收购的一大看点。 细

看公司的公告就会发现， 在这次收购行动背

后， 闪动着多名香港城中富豪的身影。 首先就

是意马国际的主席梁伯韬， 他素有 “香港红筹

股之父” 的美誉， 是资本市场上少有的 “财

技” 高手。 这次意马国际出手收购动漫火车，

梁伯韬的光环令交易增色不少。

另外， 香港首富李嘉诚、 中信泰富前主

席荣智健等城中富豪也同时加入到意马国际

的收购团队中， 这更令市场各方联想不断。

李嘉诚被港人称为 “超人”， 因其白手起家，

一路打拼塑造出无论在香港还是全球资本舞

台上都举足轻重的 “长和系”， 其在并购、 重

组方面的 “财技” 也甚了得； 荣智健虽曾因

中信泰富炒外汇巨亏而败走麦城， 但毕竟中

信集团和荣氏家族的实力雄厚， 参与这次收

购肯定是不差钱。

除了上述富豪外， 还有港股上市公司合和

实业的副主席何炳章、 私募基金

Mousse Part－

ners

北京办事处主管林宣怡等业界大腕， 以及

中信旗下基金

CITIC Securities Alpha Leaders

等都前来助阵。 如此看来， 意马国际这次组建

的收购团队堪称 “豪华阵容”。

富豪 “组团” 并 “团购” 喜羊羊与灰太

狼， 究其原因还是看好内地乃至全球动漫市场

的前景。 据悉， 动漫火车集团去年实现盈利

2894

万港元， 其中约

90%

是来自与 “喜羊羊

与灰太狼” 相关的业绩。

据中投顾问发布的 《

2010

—

2015

年中国

动漫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 近几年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内地动漫产业取得

了很大进步。 “十二五” 期间， 国内动漫产业

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注重原创， 不断提升动漫作

品质量； 其次是开拓衍生品市场， 拓宽动漫盈

利渠道。 其实， 早在数年前， 被誉为 “喜羊羊

之父” 的动漫火车大股东苏永乐便许下宏愿，

希望将 《喜羊羊》 打造成 “中国版迪斯尼”，

除了出产品还要建乐园。 宏大的发展蓝图加上

巨大的市场蛋糕， 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连富豪们

都对 “喜羊羊与灰太狼” 心动了。

有行业分析人士指出， “喜羊羊” 现在是

国内动漫产业的第一品牌， 这一地位至少在

3

—

5

年内没有人能超越， 加上每年至少有

2000

—

3000

万的纯利润， “这本身可以做出

一个上市公司了”。 此外， 早前有传言称， 迪

士尼想出价

10

亿元买断喜羊羊形象。 如此看

来， 意马国际这次算是碰到天上掉馅饼了。

通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去年获批赴港人数升

１４％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少光

２３

日表

示， 去年平均每月有

２４８

人通过资本投资者入

境计划获批来港， 按年升

１４％

； 平均每月投

资总额

１７.７１

亿港元， 同比增长

１７％

。

李少光

２３

日在立法会上回应议员提问时表

示， 特区政府于去年把房地产从资本投资者入境

计划的获许投资资产类别中剔除， 他认为这不会

大幅降低这一计划的吸引力， 而有关方面将于

２０１３

年全面检讨这一计划。 目前资本投资者入

境计划的获许投资资产类别下有

５

项指定金融资

产， 包括港元股票、 债券、 存款证、 后偿债项证

及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

(

据新华社电

)

香港证监会落实修订

专业投资者资格举证规定

香港证监会昨日发表咨询总结， 公布落实

修订后的 《证券及期货 （专业投资者） 规则》

中， 证明个别人士是否符合资格成为高资产净

值专业投资者的规定。

香港证监会的建议是采取以原则为本的方

针， 让有关机构可利用适当的方法来证明个别

投资者是否属于高资产净值专业投资者。 目前

用以证明专业投资者资格的方法将予保留， 以

便有意沿用现行做法的机构继续采用。 （孙媛）

香港新财政预算出台 抗通胀成重头戏

将在半年内发行通胀挂钩债券；推动人民币离岸业务进一步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昨日上午

11

点， 香港财政司

司长曾俊华正式宣布了 《

2011

至

2012

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 这是

他任内的第四份财政预算案。 昨日

有不少市民来到政府民政事务署、

地铁站等处， 希望第一时间领到新

预算案的文本。

曾俊华在昨日的演讲中， 就

民众关心的抗通胀、 压制房价、

增加土地供应、 加强区域合作及

产业扶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阐述。

动用306亿港元抗通胀

曾俊华在发言时表示， 受惠于

内地及亚洲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带

动， 香港经济去年全面复苏， 本地

生产总值实质上升

6.8%

。 但曾俊

华指出， 在外围因素影响下， 预期

今年香港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通胀

率将达到

4.5%

。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度政府综合财政盈余将达到

７１３

亿

港元， 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

４．１％

。

面对持续增加的通胀压力， 不

少香港市民期望新的财政预算案能

帮助他们纾缓压力。 曾俊华昨日宣

布， 将动用大约

306

亿港元从三大

方面纾缓民困， 具体措施包括： 特

区政府将会为全港的住宅用户提供

1800

港元的电费补贴， 涉及的开

支达

47

亿港元； 公屋租户免缴两

个月租金， 领取综援、 高龄津贴和

伤残津贴的人士将额外多领一个月

金额， 这两项措施预计将分别动用

19

亿港元； 此外， 政府还将预留

240

亿港元， 为每个合资格的强积

金户口注入

6000

港元， 预计将有

近

300

万人受惠。

为了减轻通胀对市民的影响，

特区政府还计划在半年内发行

50

亿至

100

亿港元 “通胀挂钩债券

（

iBond

）”， 期限三年， 利率与最近

半年的通胀率挂钩。 有银行界人士

认为， 该计划有助于纾缓储蓄水平

较高但不能够申领综援的市民所面

对的通胀压力。

曾俊华表示， 会推动人民币离

岸业务进一步发展， 与内地有关部

门、 内地和香港金融监管机构和市

场人士保持紧密沟通， 进一步发展

本地人民币债券市场。

增加土地供应稳定楼市

曾俊华称， 他十分关注楼市泡

沫的风险， 政府为稳定楼市会继续

出招。 在新一年度将会增加土地供

应， 有

9

幅地皮一定会拍卖及招

标； 未来一年里一手住宅土地供应

量会大增， 将达到

3

万至

4

万个。

另外， 为解决香港地少问题， 特区

政府将会投放

3

亿港元给发展局，

研究在维港以外适度填海及发展岩

洞的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 新财政预算案

并没有公布任何稳定楼市的短期措

施。 曾俊华解释说， 这是因为政府

在去年

11

月份推出了额外印花税

打击短期炒楼后， 投机活动有所收

敛。 曾俊华表示： “我们决心保持

（香港） 楼市的平稳健康发展， 会

继续密切监察市况， 有需要时， 我

会毫不犹疑再度出手。”

深化深港区域合作

为确保香港能够在国家 “十二

五” 时期继续发挥独有的功能和优

势， 香港政府将会致力于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以及

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 发展六

项优势产业 ， 深化和加 强实施

CEPA

， 以及进一步发展服务业。

曾俊华重点指出， 港府将会和广

东省合作推动在国家规划层面确立粤

港合作的功能定位， 并与深圳在前海

合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

区， 善用

CEPA

和 “先行先试” 等政

策， 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 为香港业

界在前海发展开拓新领域。

此外， 粤港澳三方同意共建优质

生活圏和加强规划协调， 完善珠江三

角洲地区与港澳之间的交通运输系

统。 在共建优质生活圏方面， 研究提

升区域环境生态质量、 推进低碳发

展、 优化能源结构， 以及促进发展绿

色交通等。

香港金融界人士解读新预算案———

发行通胀挂钩债券很有创意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香港特区政府新一年度财政

预算案公布后， 市场各方对其怎

样解读？ 为此， 证券时报记者走

访了几位香港金融财经界人士。

“我最为关注的就是抗击通

胀、 楼市措施、 投资建设， 不过

由于财政预算案的内容与早前预

期差别不大， 并没有为证券市场

带来惊喜。” 招商证券 （香港） 董

事总经理温天纳向记者表示。 他

认为预算案中的 “通胀挂钩债券

（

iBond

）” 可称为最具创意的举措，

只是整体发行金额不算大， 只有

50

亿至

100

亿港元， 每张

10000

港元。 他表示： “由于债券规模

小， 因此对投资市场的整体影响

有限， 但长远看有利于香港债券

市场的发展。 另外， 预算案还提

及加强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

设， 将有助于香港金融业的持续

发展。”

一位香港银行界人士表示，

通胀挂钩债券属于社会政策类债

券， 政府可能需要给予补贴 ，

“通胀挂钩债券一般会以通胀率作

为债券的浮动息率， 因此对于投

资态度保守、 但储蓄水平比较高

的市民有较大的吸引力”。

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员曾

Sir

（曾志英） 表示， 他最关心的是预

算案中对于楼市调控的措施 。

“预算案提到将增加土地供应， 这

多少会对地产股产生一定影响，

但未必就是负面的。 发布预算案

时， 地产股先是积极领跑， 之后

又小幅回落， 这也算是对政府报

告的一种回应吧。” 曾

Sir

说。

温天纳也表示， 特区政府已

制定长远的土地供应目标， 应该

有助于减少楼价上升给市民带来

的压力。 “由于投资者可能已预

期未来

2

—

3

年供应有所增加， 所

以短期楼市投资气氛未必像之前

一般进取。 预算案措施在短期来

说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中性， 并没

有太大的打压。”

至于新预算案对港股未来走势

的影响，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师

叶尚志表示， 财政预算案的内容与

市场预期基本一致， 对投资者的启

示作用不大， 尤其是新措施并未能

对香港地产股带来刺激， 因此短期

内港股仍处于寻底的行情， 建议投

资者观望。

温天纳则指出， 预算案建议香

港加强与珠三角和台湾地区的多方

面合作， 重点为改善珠三角与港澳

的交通运输系统， 同时与深圳合作

发展现代服务业。 “目前， 香港贸

易物流、 金融、 工商业服务和旅游

业四大传统支柱行业， 占经济比重

超过一半， 但是新兴服务性产业将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他认为， 中

药、 食品、 建筑材料以及珠宝认证

检测等服务行业将会不断得到加强，

这些板块也将会是香港持续重点发

展的行业， 值得密切关注。

求钱若渴 内地房企大举赴港高息发债

外资评级机构纷纷降低内地房企评级，认为其“高举债，高扩张”行为存在很大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今年以来， 房地产调控政策密

集出台， 在资金压力不断加大的情

况下， 在港上市的内地房地产公司

海外融资高潮迭起， 对房地产前景

的乐观， 是其高频高息发债的根本

动力。 但是， 大多市场人士并不看

好这种方式， 并指出， 假如房地产

销售和利润率的削弱幅度超过预

期， 则这些公司将面临极大风险。

房企境外融资高潮迭起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

2010

年

房地产企业全年土地出让金达到

2.7

万亿元， 其中一半的土地款须

在

2011

年支付。 在内地融资渠道

几乎被切断的情况下， 面临极大资

金压力的内地房地产商均将目光投

向了海外融资。

根据标准普尔数据， 今年以

来， 内地房地产企业已从境外债券

市场融资超过

30

亿美元， 而去年

全年的总融资额则为

80

亿美元。

内地房地产公司境外融资潮自

去年延续至今， 已有愈演愈烈之

势。 今年以来， 共有

8

家在港上市

内地房地产公司赴香港融资， 其中

不乏在数月内连续发债融资的公

司， 而平均发债息率接近

10%

。

仅仅在

1

月份， 就有

6

家房地

产商相继宣布了其融资计划。 瑞安

房地产发行

35

亿元以美元结算的

人民币债券， 利率

7.625%

， 该公

司已在去年

11

月、

12

月相继融资

共计

57.2

亿元人民币； 恒大地产

宣布将分别发行

55.5

亿元

3

年期

及

37

亿元

5

年期以美元结算的人

民币债券， 利率分别为

7.5%

和

9.25%

， 恒大地产去年已经数次融

资， 融资息率也一度高达

13%

，

去年的总融资额为

13

亿美元。 此

外， 佳兆业集团宣布发行以美元结算

的优先有抵押担保债券， 价值

20

亿

元人民币， 年利率为

8.5%

。

另外， 中骏置业， 华南城以及合

生创展集团的筹资规模分别为

20

亿

元人民币、

2.5

亿美元以及

3

亿美元。

兔年伊始，

2

家房地产商也赶搭新年

融资早班车，

2

月

7

日， 碧桂园宣布

将发行

9

亿美元优先票据 ， 票息

11.125%

， 在短短一年内， 碧桂园海

外发债融资已高达

18.5

亿美元 （合

人民币

121.8

亿元）。 日前， 首创置

业发布公告称， 将在香港发行

11.5

亿元人民币

2014

年到期债券。

高频高息发债风险大

在国家调控措施日益紧缩的大环

境下， 房地产商高频高息举债的行

为， 无疑是对其未来发展掷下豪赌。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 这表

明内地房地产商并不愿通过降价的方

式来加快资金回流， 而是不惜代价，

通过高息债的方式实现扩张。 而高息

债的融资方式也被业内人士批评为

“饮鸩止渴”。

标普地产分析师符蓓指出， 如果

房地产商继续以这种频率发债， 由于

债务到期时间集中在短短几个月内，

预计它们将面临重大的再融资风险。

国泰君安房地产分析师孙建平认

为， 在挤出投机、 投资和保值需求之

后， 若仅靠自住需求， 房地产行业无

法维持稳定的销量和价格。

各外资评级机构则纷纷以降低企

业评级的方式表达对房地产商 “高举

债， 高扩张” 行为的担忧。

近日， 穆迪将恒盛地产的评级从

B1

下调至

B2

， 将高级无抵押债券评

级由

B2

降至

B3

； 标准普尔将佳兆业

集团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至负面； 在

恒大公布发行票据之后， 标准普尔对

该票据评级为

BB-

级。

����图 1 为曾俊华发表预算演说（IC /供图）； 图 2 为新发布的香港财政预算案文本（吕锦明 /摄）； 图 3 为香港市民到

政府民政事务署领取预算案文本（吕锦明 /摄）

深港合作将有新突破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昨日香港政府公布新财政预

算案， 对此， 接受证券时报采访

的多位专家认为， 香港预算案受

内地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 深

港两地今年将会深入探讨， 积极

创新， 在深港合作方面必将有新

的突破。

今年香港会持续着力投资基

础建设， 预期

2011

—

2012

年基本

工程开支高达破纪录的

580

多亿

元。 除港内项目外， 被列为香港

十大基建工程的也包括港珠澳大

桥、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等。

曾俊华说， 十大基建工程已经按

部就班逐步推进， 进展状况良好。

在基建项目中， 与内地合作项目

被摆到了重要位置。 深圳市综合

开发研究院郭万达说， 这些基建

项目不仅是目前粤港合作的重要

内容， 未来必将会推动两地深入

合作。

财政预算案特别提到加强与

深圳在前海合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创新合作示范区。 专家认为， 前海

是深港合作的重点地区， 香港必将

积极争取在前海发展的有利地位。

金融是香港最为重视的领域， 人民

币离岸中心、 金融保税区建设、 证

券混业经营、 三板交易等方面都有

可能由学术探讨转变为实际的政策

措施。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

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刘鲁鱼说， 今年

前海合作区的综合规划将会有突破

性进展， 这不仅对于深圳， 对于香

港甚至是整个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行业规划、 空间规划等一旦确立，

产业对接和合作将随即展开。

而在谈及新预算案中的楼市调控

措施时，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 香港楼市

的泡沫问题长期存在， 与中国内地的

楼市调控并不相同。 财政预算案没出

台更严厉措施调控楼市， 可能会对港

人返港置业、 内地尤其是深圳人在港

置业产生积极作用。 不过， 香港政府

虽然没有更严厉的政策调控楼市， 但

是仍然在土地供应、 公屋建设等方面

有所规划， 这些都值得深圳借鉴。

深圳酝酿打造

保险公估之都

由深圳保监局、 深圳市金融办

和中国保险学会主办， 深圳市保险

中介行业协会承办， 民太安公估、

泛华保险公估等单位协办的 “第三

届国际保险公估 （深圳） 高峰论

坛” 昨日开讲。

本次论坛上， 深圳市保险中介

行业协会将发布 《深圳保险公估服

务收费指导标准》， 包括 “车险公

估服务收费指导标准”、 “非车险

公估服务收费指导标准” 和 “保险

公估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指导标准”

三个内容。

近几年来， 随着深圳保险业的

稳步发展， 深圳保险公估行业成为

推动深圳保险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重

要力量。 深圳目前已成为保险公估

机构聚集地， “保险公估之都” 的

地位逐步显现。 截至

2010

年底， 全

国拥有保险公估机构

305

家， 从业

人员达到

3

万多人， 估损金额

195

亿元， 业务收入约

12

亿元， 其中深

圳公估业营收达

5

亿多元。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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