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佣金“割喉战”打响

香港本土小券商艰难突围

佣金低至每单

4.88

港元；专家称多元化经营才是出路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竞争激烈的香港证券经纪业

近期再起硝烟。 香港本地证券行

耀才证券日前突然宣布， 新客户

在网上买卖牛熊证及窝轮每单交

易的收费统一为

4.88

港元， 且交

易金额不设上限。 这一收费标准

相较旧佣金费率大幅降低———旧

佣金费率标准为

0.0668%

， 最低

50

港元； 另外， 现有老客户可于

12

月

1

日起申请以指定账户享受

同样

4.88

港元

/

单的收费优惠。

消息一出， 香港业界哗然， 有

人称这是券商为抢夺客源打起了

“割喉战”， 凸显出香港本地证券行

竞争之激烈和生存环境之严酷。

警号：耀才

剑指实力稍逊之同业

实际上， 耀才证券并非是第一

个打响降价战的证券行。 仅在

10

月下旬， 就先后有一通、 金道和利

家安等多家香港本地证券行推出了

“

5

港元平价佣金” 的优惠招牌来

吸引客户。 耀才证券随后在

10

月

26

日宣布轮证每单交易佣金按

4.88

港元统一收费， 此举被业界视

为对竞争对手挑战的主动回应。

据了解， 耀才证券在推出佣

金优惠时就标榜其收费将是 “全

港最便宜”， 并给新客户有一个月

的免佣金期。 耀才证券毫不掩饰

自己打压对手的意图， 其相关负

责人公开表示， 推出

4.88

港元统

一收费优惠的用意， 就在于正面

反击 “没有实力的证券行”， 抢占

市场占有率。 该公司职员向记者

表示， 只要客户在耀才开户时出

示其在一通、 金道或利家安的交

易月结单， 即可享受按旧证券行

提供的轮证佣金再打八折或上限

4.88

港元的优惠。

“香港证券行的生存环境严

酷， 这是不争的事实， 本地小券

商靠打佣金战来争夺市场份额也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香港康宏证

券及资产管理董事黄敏硕对上述

现象分析说， “尤其是在金融海

啸之后， 市场气氛低迷、 成交淡

静的情况下， 情况更是如此。 此

次有证券行推出低价位收费优惠，

其中不排除有炒作的成分。”

香港资深证券业人士阿汤则

分析说， 通常港股的轮证投资者大

多为高频交易客户群， 以耀才证券

为例， 轮证占其成交总额的比重虽

然只有约

30%

， 但如果以交易量

计则高达

50%

， 可见降低佣金对

高频交易客户的吸引力很大。 阿汤

指出， 由于轮证交易无须缴交印花

税， 其最大的成本就是经纪佣金，

“如果证券行以低佣金收费去变相

鼓励散户增加短线投机交易， 这将

对证券行争夺客户群和提高交易量

起到明显的提振作用。”

现状：佣金

是

C

组小券商生存之本

为何耀才证券刚刚打出佣金优

惠这张牌， 就引起业界一片哗然？

据了解， 香港的证券经纪商主

要分为

A

、

B

、

C

三组。 通常，

A

组经纪商的客户群主要为机构投资

者， 这类经纪商在资金和研发力量

上都有很强的实力， 多为外资大

行， 例如大摩、 花旗等；

C

组的客

户群构成多以中、 小散户投资者为

主， 主要分布在香港和珠三角一

带， 这类经纪商多为香港本地证券

行； 介于

A

、

C

两组之间的经纪商

则划为

B

组， 目前此类证券行多

以中资券商在港设立的分支为主。

据业内人士介绍，

A

组经纪商的

收益来源主要由企业再融资顾问、 新

股公开发行 （

IPO

）、 包销等几大业务

构成， 经纪佣金业务收入对其利润的

贡献比例很小。 与

A

组经纪不同，

以中小散户投资者为主的

C

类经纪商

的收益通常一半来自于 “孖展” 融资

利息， 另一半则来自佣金收入。 “

C

组经纪商对佣金的依赖程度很大， 有

的

C

组经纪商收入甚至

100%

都来自

佣金，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

情况下， 香港本地小券商热衷于以打

降价战作为制敌取胜的杀手锏。” 一

位港资证券行经纪人说。

阿汤表示， “其实 ‘割喉’ 在

粤语中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除了有

和对手肉搏拼到底的意思外， 还有

自杀的意味。 耀才证券这一策略近

乎贴身肉搏， 每单交易只收

4.88

港

元的佣金显然不足以抵消它的运营

成本。 可见耀才证券此次目标很明

确， 就是要打垮对手、 争夺更大的

客户人群。”

怪相：短线投机客

频繁更换证券行

价格战对于以香港本地小券商

占主导的

C

组经纪的负面影响非常

大， 可以说， 单从成本角度来看，

C

组经纪商中没有一个能成为降价战中

的赢家； 而对

A

组和

B

组经纪商来

说， 影响则微乎其微。 那么， 究竟谁

是佣金战的最终受益者呢？

阿汤介绍说，

A

组经纪多为外资

大行或大型银行背景， 其客户群多为

高端人群， 佣金费率相对固定， 一般

在

0.15%～0.225%

之间； 而

B

组经纪

现在以中资券商为主， 它们的客户群

主要为内地投资客， “此类券商的客

户群也相对稳定。” 对于证券行的客

户群体而言， 短线投机客显然成为降

价战的最直接受益人。

一位港资证券行交易员告诉记

者， 由于香港本地小券商经常大打价

格战， 甚至像耀才证券一样推出第一

个月免佣金的优惠政策， 因此有个别

的短线客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每在

一家证券行完成一个月的交易后， 就

马上转投另一家， 如此往复， 频繁更

换战场。 “有的证券行甚至每隔两三

个月， 就又能见到老客户来重新开立

账户了。” 该交易员说。

困境：佣金战

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题

据悉， 香港证券行业此前曾订立

0.25%

的最低佣金制度， 后在

2003

年

4

月

1

日正式撤销。 时任香港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的马时亨表示， 此举

是为了提振证券交易活跃度和增加证

券经纪从业人员的收入。 马时亨曾表

示， “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 最

低佣金制早已名存实亡。”

但事与愿违。 取消最低佣金制度

后， 香港证券经纪行业的竞争更趋激

烈和无序， 香港

C

组经纪商的收入不

但没有增加反而市场份额越来越低。

香港证券及期货业职工会表示， 由于

银行及保险公司加入市场竞争， 抢去

了证券行不少客户和生意， 所以市道

低迷时

C

组证券行的市场占有率更跌

至只有

10%

左右， 且预料其市场占有

率仍会继续下跌。

那么， 在降价战中存活下来的券商

会不会借机去兼并收购同业对手呢？ “当

然不会。” 香港致富集团的一名高管分析

称， “在香港， 开设证券行的门槛很低，

只要有一张经纪牌照、 有一个营业场所和

三五个职员负责日常运作， 就可以开设一

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型证券行了。 所以， 存

活下来的券商要去收购兼并同业是没有意

义的。 由于进入门槛低， 旧的小证券行倒

下去的同时， 新的小证券行又会很快冒起

来，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

C

组经纪竞争总

是那么激烈的原因之一。”

出路：

探寻多元化经营模式

事实上， 香港本地小券商相互竞

争、 打压对手的现象已经维持了相当

长的时间， 这样拼下去结果究竟会如

何， 谁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

介绍， 由于香港证券市场经纪业务竞

争激烈， 一些有实力的证券行逐步转

移业务重心， 寻求多元化经营的突破

路线。 他举例说， 有一家香港本地起

家的小券商， 就通过经纪业务积累了

一定的资本后， 逐步将触角伸向投行

业务， 而在投行业务获利并再次扩大

自身资本的积累后， 又开始开展资产

管理业务， 并发展为多元经营的资本

集团， 近年来扩张势头甚为迅猛。 该

人士透露， 目前该集团的管理层还计

划进军内地， 拓展小额信贷业务。

“我认为， 香港本地券商还是要

将眼界放开一些。 毕竟其所面对的本

地和珠三角客户群的交易量相对有

限， 市场拓展空间也不大， 如果再加

入新的竞争者， 势必造成僧多粥少的

局面。 寻求多元化发展， 将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阿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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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磅股领军

港股将掀

IPO

小高潮

证券时报记者 孙媛

以海通证券、 周大福集团及新华人寿为代

表的拟赴港上市公司， 或将在港股市场掀起新

股公开发行 （

IPO

） 的一轮小高潮。 这

3

只新

股拟筹资额总计超

700

亿港元。

其中， 海通证券计划发行最多

14.1

亿股

H

股， 以其

A

股周二收盘价

9.29

元人民币计

算， 如果

H

股发行价不低于

A

股， 海通最多

募集

131

亿人民币

(

约

160

亿港元

)

。 海通

H

股计划于

12

月登陆港交所。

有望问鼎今年 “集资王” 的周大福集团，

最多拟融资

40

亿美元

(

约合

312

亿港元

)

， 目

前已进入上市聆讯阶段， 市场预计其发行股数

约占总股本的

15%～20%

， 上市后市值将介于

1560

亿

～2080

亿港元之间， 有望成为香港市

值最大的珠宝商。

周大福大股东郑裕彤在被问及上市进展时

表示， 一切视乎市况而定， “市场不好的话，

不一定要上”。 至于新华人寿， 媒体称其

A+

H

股或由原定的

40

亿美元

(

约合

312

亿港元

)

最多拟削减一半到

20

亿

～30

亿美元

(

约合

156

亿

～234

亿港元

)

。

另外， 三一重工及徐工集团上市计划继续

搁置。

三一集团副总裁向文波表示， 由于市场行

情不好， 三一重工香港上市的所有工作均已暂

缓， 至于何时重新启动尚无时间表。

A

股上市

公司三季报显示， 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司普遍

存在较大财务压力，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现金

流呈紧张局面。

徐工机械则于

10

月

25

日公告称， 公司拟

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56

亿元的公司债， 募集

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

发行规模及分期方式将视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

发行时市场情况而定，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

超过

10

年 （含

10

年）。

美国奢侈品牌股

Coach

（寇驰） 计划最快

于本周四

(11

月

3

日

)

作上市聆讯， 以预托证

券

(HDR)

形式在香港发行； 而分别集资约

15.6

亿元的海润影视以及浩沙， 也可能会赶在

11

月底前上市。

此外， 内地医疗器材制造商先健科技前天

开始公开招股， 合共发行

1.25

亿股股份， 每

股作价

1.91

港元

～2.26

港元， 预计最多集资

2.83

亿港元， 拟于

11

月

10

日于香港创业板正

式挂牌。

中国移动推出国际

／

港澳台

漫游数据流量日套餐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移动

１

日起开始推出国际

／

港澳台漫

游数据流量日套餐， 包括中国香港、 澳门、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韩国共

７

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针对经常使用手机上网

的国际及港澳台漫游客户。

开通日套餐后， 客户在上述

７

个国家和

地区漫游时， 每天只需支付固定费用， 就可

以在特定运营商网络上无限量使用漫游数据

流量。

据了解， 开通日套餐后漫游至中国香港

地区的每日费用为

８８

元人民币， 漫游至中国

澳门、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韩

国的每日费用为

９８

元人民币。 如果当天不产

生漫游数据流量则不收取当天的日套餐费用，

如果客户一天内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运

营商网络上产生了漫游数据流量， 则分别按

照这多个国家或地区日套餐费用收取。

据悉， 下一步， 中国移动将扩大数据流

量日套餐开通范围， 继续逐步降低资费水平。

深圳楼市“银十”落空

一手房价环比降近千元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进入四季度， 房地产调控效果

进一步显现，

10

月份深圳一手房

均价环比降幅接近千元。 深圳市规

划国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0

月份， 深圳一手房共成交

2219

套， 总成交面积约为

18.43

万平方

米， 环比增加

13.3%

； 一手房成交

均价约为

19073

元

/

平方米， 环比

下降

4.8%

， 月比降幅进一步扩大。

9

月份， 深圳一手房成交均价为

20028

元

/

平方米， 较

8

月份微跌

1.8%

。

至此， 今年的 “金九银十” 彻

底成为泡影。 “金九” 黯然收场

后， 万科、 中海、 招商、 保利、 龙

湖、 富力等龙头房企纷纷加大了打

折促销的力度， 京沪广深新入市楼

盘降价幅度明显扩大。 世联地产市

场部总监王海斌认为， 从现在的情

况看， 国家的调控政策不太可能放

松， 因此， 价格已成为左右楼市的

关键， 面对高企的库存和绷紧的现

金流， 开发商们选择 “以价换量”

是大势所趋。

数据显示， 万科采取的 “万

团大战” 在

10

月份收获颇丰。 在

10

月份深圳全市成交量排名前十

的楼盘中， 万科一家独占了四个

名额， 分别是万科清林径、 万科

金色领域、 万科金域缇香和万科

公园里。 其中， 均价低于周边楼

盘近

2000

元入市的万科金域缇香开

盘即获得购房者热捧，

10

月份共成

交

225

套， 成交面积

20418.68

平方

米， 排名全市第一， 成交均价

11500

元

/

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 在

10

月份深圳

全市成交量前十的楼盘中， 高端住

宅项目占了

3

个， 分别是华侨城首

地容御、 华侨城香山里二期和深物

业的廊桥国际。 分析人士认为， 由

于今年上半年深圳的豪宅项目由预

售转为现售， 所以成交情况受到了

一定的抑制， 进入四季度， 豪宅入

市项目增多， 销售量相应回暖。 从

另一方面来说， 在豪宅项目逆市热

销的情况下， 深圳房价仍出现了下

滑， 所以房价已出现实质性下跌，

而非结构性下滑。

各行政区方面， 龙岗区成交

97702

平方米，

1084

套， 占总量的

53%

， 成交均价

14885

元

/

平方米； 宝

安区成交

37361

平方米 ，

464

套 ，

占总量的

20.3%

， 成交均价

16885

元

/

平方米； 南山区成交

23159

平方

米，

247

套， 占总量的

12.6%

， 成

交均价

33291

元

/

平方米； 福田区成

交

16664

平方米，

279

套， 占总量

的

9%

， 成交均价

26247

元

/

平方米；

盐田区成交

7582

平方米，

130

套，

占总量的

4.1%

， 成交均价

22840

元

/

平方米； 罗湖区成交

1893

平方米，

15

套 ， 占总量的

1%

， 成交均价

26112

元

/

平方米。

广州南站土地“第一拍”遭遇寒流

12

宗土地“因故中止出让”，余下

6

宗零举牌且均以底价成交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楼市寒流已经刮到了一级市场。

原定于昨日上演的广州年度拍

地大戏， 因广州国土局的一纸公告

戛然而止。

由于

18

宗土地中有

15

宗是广

州南站片区土地， 昨日的拍卖会被

外界寄予厚望， 并宣称是 “比珠江

新城更值得期待” 的广州南站土地

“第一拍”。 昨日中午， 广州市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临时发出公告， 称原

定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公开出让

18

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因故

中 止 出 让 广 州 南 站

BA0503020

、

BA0503022

等

12

宗地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根据官方宣传资料， 广州南站作

为第三代火车站， 未来将依托多条客

运专线、 港澳直通车以及城际轨道，

带动以汉溪、 长隆为核心的番禺新城

地区， 发展高端商务、 商贸， 形成广

州南部的公共中心， 目前被定位为

“华南地区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现代

商务、 商贸服务业新都会”。 记者昨

日在广州市国土局看到， 该单位的一

楼大厅和十六楼的拍卖礼堂此时俨然

已成为了广州南站规划的专属宣传

区， 关于这个广州 “十二五” 期间重

点打造的高端商务集聚区的各种规划

图让人目不暇接。

此前， 广州市国土局有关人士表

示， 报价截止时间是

10

月

31

日下午

3

点， 目前所有地块都已经有开发商

报价， 这次推出的地块不会流拍。

然而， 拍卖会前突发 “中止拍

卖” 的公告， 以及余下的

6

宗土地拍

卖现场零举牌且均以底价成交的情

形， 则让前来旁观的人无不感受土地

市场的寒意。

事实上， 今年以来， 广州一直在

积极地推出土地， 但成交情况并不乐

观。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前

三季度， 广州推地价格小幅上涨， 但

成交价格走低， 推出价格为

3125

元

/

平方米， 环比上涨

6%

， 但成交价格

为

3195

元

/

平方米 ， 环比下降了

27%

。 今年

8

月， 广州公开出让的多

幅土地以底价成交， 还有

3

幅地块遭

遇流拍。

由于房地产市场遭遇严厉调控，

广州土地市场至今仍处相对低迷状

态。 广州市财政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

1～9

月， 广州市本级土地出

让金收入

144.5

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

502.5

亿元的

28.8%

， 预计全年减收

103.5

亿元。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房地产研

究所所长谢逸枫表示， 第三季度房

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已降至

低于第一季度时的水平， 而导致广

州南站土地拍卖陷入尴尬的主因是

开发商手中的资金紧张， 买地意愿

再次下降； 与此同时， 广州南站的

土地挂牌价亦超出开发商的预期。

据统计， 广州南站居住用地、 商住

混合用地楼面地价约

7000

元

/

平方

米， 而商业金融用地楼面地价约为

5000

元

/

平方米。

谢逸枫认为， 广州南站的定位不

明确也导致了开发商的顾虑增多。 目

前该地区仅有车站进驻， 其余地块均

为荒地， 居住氛围和商业氛围仍需要

一段时间成熟。

官兵

/

漫画

港股昨跌

２．４９％

金融股成重灾区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香港恒生指数昨日开盘小幅冲高至全日

最高点

１９６９９

点， 随后一路震荡下行， 收盘

跌

４９５

点， 跌幅为

２．４９％

， 收报

１９３７０

点。 主

板市场全日成交额

６７１

亿港元。 国企指数报

１０１８４

点， 跌

３２９

点， 跌幅为

３．１３％

。

蓝筹股涨跌不一， 重磅股汇控跌

３．６％

，

报

６７．４０

港元； 中移动逆市升

０．７％

， 报

７５．２０

港元； 港交所跌

３．７％

， 报

１２９．２０

港元。

金融股方面， 工行跌

３．４％

， 收报

４．７７

港

元； 建行跌

２．６％

， 报

５．６６

港元； 中行跌

２．１％

， 报

２．７６

港元； 农行跌

２．３％

， 报

３．４７

港

元。 保险股中人寿跌

３．８％

， 报

１９．９６

港元；

平安跌

４．４％

， 收报

５６．１０

港元。

本地地产股方面， 长实升

４．８％

， 收报

９３．１５

港元； 新鸿基跌

３．０％

， 收报

１０５．２０

港

元； 恒基地产跌

２．２％

， 报

４２．１０

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 中海油跌

５．０％

， 报

１４．５０

港元； 中石化跌

１．１％

， 报

７．３６

港元；

中石油跌

１．８％

， 报

１０．０８

港元。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