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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集团揽十大金融牌照

广州市府40亿助越秀收购 十大金融牌照到手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在强有力的政府背景支持下，越

秀集团在短短

2

年多时间里， 已将除

保险外的十大金融牌照尽收囊中，而

最难获得也是最“贵”的一张牌照———

银行牌照的获得， 还要多亏广州市政

府的

40

亿人民币的注资支持。

目前越秀集团掌控的金融牌照包

括银行、信托、证券、期货、基金、融资

租赁、小贷等十大类。

广州市府40亿助收购

“我们挑选

2

月

14

日发布收购成

功公告，其实是有特别意义的，这一天

是情人节， 也意味着越秀和创兴的正

式联姻。”昨日在越秀集团收购香港创

兴银行的记者会上， 越秀集团主席张

招兴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这是首次地方国企在香港并购银

行，也是近

30

年来首家非金融企业收

购当地银行， 也由此吸引国内外市场

关注。而这场联姻也花费不菲，收购涉

资

116.44

亿港元。

此前有消息称，

7

家国际银行已

向越秀集团提供

9.45

亿美元贷款以

取代去年的过渡贷款， 帮助越秀支付

收购代价， 但仍有约

40

亿人民币缺

口。这时，广州市政府向越秀集团伸出

援手。张招兴昨日首次披露，广州市政

府十分支持越秀收购境外银行， 向越

秀增资

40

亿人民币用以收购。

越秀集团一直着力打造地产、交

通基建和金融三大主业， 前两者起步

早，均有上市平台支撑，而金融业务起

步晚， 越秀金融在

2012

年

1

月才成

立，但各界对其发展潜力寄予厚望。

越秀高管曾多次显露出打造全牌

照金融控股集团的雄心，其间，越秀集

团三次增资旗下广州证券， 又携手香

港恒生银行设立投资咨询公司， 并布

局产业投资、融资租赁、小额贷款、融

资担保业务等金融牌照， 但重中之重

还在于积极谋求一家银行， 而今香港

上市的创兴银行终于落入囊中。

有广东金融业人士指出， 作为广

州市政府在香港投资设立的窗口企

业，越秀在

30

年的发展中，一直与市

政府保持亲密关系，政商互动频繁。而

近年来广州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以及

酝酿成立粤港澳自贸区等金融改革，

手握优质金融资产的越秀集团成为了

打头阵的“急先锋”，广州政府对其支

持肯定不遗余力。

张招兴表示， 银行的发展需要消

耗较大资本， 这也是越秀收购后仍保

留其上市地位的原因，但有需要时，广

州市政府仍会支持，“当然我们也希望

创兴能多赚钱，多依靠自身发展。 ”

不过， 越秀很快又会面对创兴投

资者的质疑———越秀会否如之前工行

收购香港友联银行、 招商银行收购香

港永隆银行一样， 在完成收购一段时

间后将其私有化呢？ 对此， 张招兴强

调，将保留创兴的品牌名称，不会将其

私有化， 毕竟上市平台是十分重要的

资本补充渠道。

香港银行学会高级顾问陈凤翔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越秀与工行、招行

的收购案例不同，越秀在收购后的第一

阶段，可能更看重创兴在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的上市地位所带来的形象拔高作

用，对于越秀国际化的长远战略有利。

已获十大金融牌照

值得注意的是， 将创兴揽入怀抱

后， 越秀已将除保险外的十大金融牌

照尽收囊中， 近年来倾力打造的金融

版图也轮廓初现。张招兴透露，今后越

秀金融将采取“银行和证券为支撑，信

托和租赁为补充” 的综合金控集团发

展模式。

其中，已在广州注册的越秀租赁今年

会在上海和杭州成立分公司，而旗下广州

国际信托在年底前也有希望重组成功，此

外还将争取广州证券在

2016

年上市。

不过，作为综合性地方国有企业，金

融的发展也要与全局发展相呼应。对此，

张招兴表示，越秀将利用实业基础，推动

下属公司及其产业链客户与创兴银行进

行双向互动，在产品、客户等方面进行整

合，开展“产融协同”和“融融协同”。

对此， 一位不愿具名的越秀集团高

管对记者表示， 越秀作为一家实业金融

控股企业，其“产融协同”的优势显而易

见：即金融有实业作为支撑，而实业则依

靠金融支持做大做强。该高管认为，越秀

的发展路径在国内可借鉴模式之一就是

华润集团，“两者的历史背景相似， 都是

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设立的窗口企业，

初始产业均以贸易为主。 ”

在控股上市公司数目上， 越秀曾与

华润有一些差距，但随着收购创兴完成，

距离已经进一步缩短。收购创兴后，越秀

将控制创兴银行、越秀地产、越秀交通基

建、 越秀房托基金这

4

家上市公司 （基

金），拥有地产、交通、金融三大核心业

务，而华润在香港拥有

5

家上市公司，其

核心业务包括了消费品、电力、地产、医

药、水泥、燃气、金融等类别。

改变经营保守风格

创兴新掌门公示内地拓展战略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在前任恒生掌门梁高美懿的带领

下， 创兴这家以保守经营出名的香港

银行即将挥师挺进内地市场。

1948

年，潮汕籍商人廖宝珊在香

港中环成立了创兴储蓄银行， 吸收香

港和海外潮汕人士的存款。同时，廖宝

珊还主要经营房地产， 在银行的协同

作用下，家族生意越做越大。

越秀集团主席张招兴亦在昨日的

记者会上坦承创兴银行经营保守，且

创兴新掌门人梁高美懿也称， 如果对

资金的运用略为大胆， 相信创兴可以

进一步提高盈利。

创兴的保守风格令其在香港市场以

及内地市场的业务拓展上落后于同业。

以内地业务为例，早在

2007

年，该

行高管刘惠民就表示，正为创兴汕头分

行申请人民币业务牌照，而当时创兴在

内地仅有汕头一家分行，同时也希望将

广州代表处升格为分行，并研究成立独

立法人银行。 转眼

7

年过去，至收购前

夕， 创兴银行的内地业务仍是平平淡

淡。 而同为本地中小型银行的大新、永

亨银行则于

2008

年在深圳成立了法人

银行，业务发展颇为顺利。

然而，“保守” 的乐观一面则是经

营稳健。资料显示，创兴银行在香港银

行业中不良贷款率非常低， 在金融危

机中遗留的不良资产也已在过后数年

中全部撇账。 经历了危机洗礼后，从

2010

年起营业收入平稳增长，资本充

足率高于监管要求。

在越秀入主后， 创兴的保守风格

将明显产生一些转变。 创兴副主席兼

董事总经理梁高美懿昨日规划了创兴

未来的新战略： 该行将大力发展香港

和内地的中小企业业务， 推进跨境人

民币业务，发展电子银行业务，并有效

利用越秀集团的资源， 发挥协同效应，

“例如， 越秀在内地有很多上下游企业

和客户，这些都可以成为创兴的客户。 ”

另外，在财富管理业务上，梁高美

懿透露，创兴已获得了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计划资格，将能为香港客户

提供更多投资服务。

梁高美懿认为，创兴在内地业务几

乎要从零开始。 在网点拓展方面，梁高

美懿明确表示，

2014

年一定会有新的内

地分行启用，很可能是将汕头分行转为

港资企业优惠政策下的异地支行，并且

将广州代表处注册为法人银行，“扎根

广州是为了充分利用越秀资源”。

创兴在香港拥有总行营业部及

51

家

分行网点， 香港以外的网络比较薄弱，仅

在汕头、澳门以及三藩市有

3

家分行。 梁

高美懿坦言， 对

2014

年内地业务的增长

并没有过高目标，因为铺设网点需要耗费

大量资金和成本，以期规模效应产生。

港银被并购后

发展将大提速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随着竞争加剧， 国际投行及本

地业内专家均认为， 在香港经营的

小型银行处境日益艰难， 在创兴银

行被中资机构收购之后，剩余几家香

港本地银行或将陆续被中资或外资

机构收购。

另一方面， 已被中资机构收购

的香港银行虽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

不同特点， 但共性也颇为明显———

发展大提速。

香港小型银行

难逃被并购宿命

事实上， 就在越秀宣布收购创

兴银行后不久， 便有新加坡第二大

银行华侨银行欲出资近

400

亿港元

收购冯氏家族成员控股的香港永亨

银行。

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香港永亨

银行被收购，那么香港可供收购的小

型银行只剩下大新银行和上海商业

银行。

德银一份针对香港银行并购潮

的报告指出，在香港经营一家小型银

行已变得日益艰难， 如果要经营顺

利，除非有规模效应，不然就要与内

地市场或者国际市场有紧密联系，因

此香港剩下的部分本地小型银行很

可能会在年内陆续被收购。

至于并购潮背后的原因， 香港

银行业学会高级顾问陈凤翔对记

者表示， 由于香港的存款利率市场

在

2001

年全面放开， 高度竞争下，

一些香港银行只好相对地放弃效益

低的零售业务， 不愿意在偏远地区

和弱势社区开设分行， 并广征和提

高手续费， 同时， 银行不管后果推

销各种理财产品，并在金融危机中

遭受损失，最终，小银行出现了被

并购潮。

中资收购后

发展将大提速

陈凤翔坦言， 以近期的越秀为

例，香港小银行的出路之一，是被中

资机构，尤其是中资银行收购。

不过， 收购完成后两者也可互

惠互利： 股东中资银行可以获得香

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运作经验，

并提高企业国际形象， 而且两者的

整合上不会有文化鸿沟； 而港资银

行则能获得强有力的靠山， 并顺势

进军内地市场。

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招行收购

永隆以及工行收购友联。

德银研究报告显示，自从永隆银

行在

2008

年被招商银行收购后，永

隆充分利用招行的内地资源拓展业

务，因此在资产和存款增长上好于当

时的香港同业，且该行内地项目贷款

的比重提高也十分显著。

至于以后永隆被招商银行私有

化退市之后，永隆所受的金融监管

更少，能更自由地借助股东扩充其

资产负债表。 在

2013

年永隆成立

80

周年庆典上，招行副行长、永隆

行政总裁朱琦曾表示，两行内外联

动业务的收入占比已超过该行总

收入

20%

，增速远高于永隆的香港

本土业务。

另外，虽然同样经历了被股东私

有化，但工银亚洲的发展模式与永隆

略有不同。 为了给国际化铺路，工行

在

2000

年试水香港并购， 收购友联

银行，更名为工银亚洲。

凭借工行强大的资金实力，当

年上半年就将奄奄一息的友联扭亏

为盈。 在后续

10

几年间，工银亚洲

又陆续吸收了工行前香港分行的对

公业务，以及收购外资银行零售业

务等，逐渐壮大，市场占有率排名

前列。

不过，德银指出，工银亚洲发展

壮大更重要的因素是———工行介绍

了很多想要拓展境外业务的客户给

工银亚洲。 其次，与永隆银行拓展内

地对公贷款稍有不同，工银亚洲更注

重提高香港本地贷款以及存款市场

占有率。

编者按：近日资本市场上的抢眼动作，非越秀集团收购创兴银行案莫属。 广州市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越

秀集团于 17 日宣布，于 2 月 14 日以 116.4 亿港元完成收购香港创兴银行 75%的股份。 至此，越秀集团完成了除保

险外的金融全牌照布局。

谈及创兴收购案中的重量级人物，则非梁高美懿莫属，这位香港金融市场上的风云人物，如今出任创兴副主

席兼董事总经理，这无疑将令创兴的未来充满看点。

翟超/制图

越秀千万年薪力邀

恒生前女掌门坐镇创兴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昨日召开的越秀集团收购创兴银

行的记者会上，创兴董事会的新阵容终

于亮相，而当中最受市场关注的，莫过

于越秀和创兴不惜花重金力邀出山的

资深香港银行家梁高美懿。

千万年薪力邀梁高美懿

2

月

14

日晚创兴银行公告称，该

行

9

名董事已辞任，

6

名新董事获委

任，即时生效。其中，大股东越秀集团董

事长张招兴任创兴主席兼非常务董事；

另外，已退休的恒生银行前行政总裁梁

高美懿获委任为创兴副主席、董事总经

理兼常务董事。 而就在前几天，已有传

闻称越秀集团极力邀请梁高美懿担任

创兴要职。

“一开始我不想全职工作，我婉拒

张总（张招兴）说‘你们还是找后备人选

吧’，但张总很有诚意，说‘我们没有后

备人选’。”梁高美懿在会后与证券时报

记者的交流中证实了上述传闻，称被越

秀诚意打动。

创兴公告显示，梁高美懿的任期为

3

年， 其薪酬包括基本年薪

1164

万港

元，此外还有花红及其他福利，明显高

于其他银行业高管。 创兴的

2013

年半

年报显示，前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廖

烈智在

2012

年的薪酬组合仅为

826.3

万港元。 创兴表示，梁高美懿的薪酬是

参考其出任该行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的职务厘定。 同时，梁高美懿还出任越

秀金控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有香港银行界人士表示，梁高美懿

是香港社会公认的资深银行家，越秀方

面重金邀其“出山”既显示诚意，也是对

其经验及能力的认可。

2012

年

5

月， 梁高美懿从服务

34

年的汇丰集团退休，她曾带领汇丰成员

之一的恒生银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等挑战，恒生银行在其离职前

夕的评价是，“她于任内表现卓越， 在社

会上也备受尊敬”。目前梁还身兼香港行

政会议成员、广州市政协委员等公职。

“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企业，其管理

者的口碑很重要，以梁女士来执掌创兴

银行，越秀集团十分有信心。”越秀集团

张招兴在记者会上称。

资深银行业人士、香港银行学会高

级顾问陈凤翔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梁

高美懿曾掌管香港大型零售银行，与很

多大中型企业高层相识， 她与财经界、

政府的人际网络也是一大优势，能帮助

创兴在香港和内地发展壮大。

记者还从业内人士了解到，在梁高

美懿执掌恒生时，越秀集团就与她多有

接触，任内她还促成了恒生证券与越秀

旗下的广州证券共同组建了国内首家

合资证券咨询公司，被广东省政府视为

“粤港金融合作”战略的典型案例。

廖氏第三代留任原职

经过本次收购，原本控制创兴的廖

氏家族持股已下降到约

12%

， 廖氏高

管的退出成为必然。廖烈武、廖烈智、廖

俊宁等多位廖氏董事会成员均于公告

当天辞去创兴银行董事职务。 不过，属

于“老班底”副行政总裁廖铁城以及行

政总裁刘惠民仍留任。

资料显示，廖铁城是创兴银行创办

人廖宝珊的第三代，年约

51

岁，牛津大

学毕业， 为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1992

年加入创兴银行。 而刘惠民现约

55

岁， 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及认可

财务策划师，

2007

年起任副行政总裁，

2013

年

3

月起任行政总裁。

据悉，上述两人在香港银行界也得

到很高评价。陈凤翔称，廖铁城是“谦厚

的资深银行家”，另外，廖铁城任会董的

香港潮州商会的部分人士也向记者赞

赏他“为人低调、务实”。至于刘惠民，张

招兴则在会上称其为创兴“老功臣”。

陈凤翔认为，廖氏家族重用资深员

工而不强调家族管治，是近年来这家银

行获业界敬重的一个原因。

2012

年

11

月创兴公告称，廖氏第二代廖烈智辞任

行政总裁，由刘惠民兼任行政总裁。 这

是该行

1994

年上市以来首次由非廖氏

家族人士出任。不少投资者认为这是管

理层意图“去家族化”，进而为股权出售

铺路。 虽然该行否认该观点，但翌日其

股价仍暴涨。

其他越秀派驻的“新班底”成员也

悉数亮相， 当中多数为资深金融业人

士。 越秀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春

秀、 越秀集团董事兼副总经理王恕慧

等获委任为创兴银行的非常务董事。

其中， 朱春秀是越秀地产副董事长兼

执行董事以及广州农商行董事， 具备

经济师资格，有丰富银行业经验；王恕

慧曾执掌广州证券， 同样拥有深厚的

金融业背景。

不过，陈凤翔认为，创兴要想改变

目前稳健保守的发展模式并迅速壮大，

单凭越秀的“班底”远不足够，仍要继续

招兵买马。对此，梁高美懿回应记者称，

创兴一定会增聘人手，不会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