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粮我买网融资1亿美元

强化海外直采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IDG

资本创

始合伙人熊晓鸽和赛富基金首席合伙人阎

炎近日共同宣布， 中粮我买网完成

B

轮

1

亿美元融资。该笔融资由

IDG

资本领投，

A

轮领投的赛富基金追投。未来，这笔融资将

用于我买网强化海外直采、 前端供应链和

生鲜冷链配送等原有竞争优势， 加速打造

中国食品电商第一品牌。

据悉，该笔融资是

IDG

资本历年来在

电商行业的最大投资，此前

IDG

资本曾先

后投资超过三百家中国企业，包括百度、搜

狐、腾讯、携程等诸多代表性公司。 而另一

投资方赛富基金， 则是中粮我买网的老东

家，

2013

年就曾为我买网投入数千万美元

融资。 （孙晓霞）

偏离主业另类突围 日本家电巨头业绩回暖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家电产业作为拉动日本经济高

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曾经造就了“日

本制造” 在世界市场的良好口碑。

一度出现巨额亏损的日本家电巨

头，奋力摆脱亏损泥潭。 不过，日本

家电行业三巨头交出的二季度财报

继续向好，似乎让“日本制造”嗅到

春天的气息。

三大家电巨头

业绩改善

近日， 日本家电行业三巨头松

下、索尼和夏普纷纷交出了各自的二

季度财报，结果普遍好于预期：松下

净利润同比增长

35%

，索尼净利润同

比增

7

倍，夏普亏损额大幅收窄。

松下发布的季报显示， 今年

4

月至

6

月该公司的销售金额达

18523

亿日元， 净利润为

379

亿日

元， 同比增长

35%

。 这意味着继

2013

财年扭亏后，松下正进入收入

和利润双增长的良性轨道。 索尼发

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5.8%

， 为

18099

亿日

元，净利润同比增长

757.3%

至

268

亿日元。 其中，索尼公司的家电业

务结束了连续亏损的状态并实现首

次盈利。 受益于欧洲、亚太地区液

晶电视销售量的增加，索尼的家电

部门营业利润增加

27

亿日元至

79

亿日元。

夏普公司二季度实现收入

6197

亿日元，同比增长

1.9%

，出现

净亏损

17

亿日元，而去年同期的亏

损额达到

179

亿日元。 据悉，液晶

面板民事诉讼、欧洲太阳能业务构

造改革等，是夏普依旧出现亏损的

主要原因。 不过， 夏普公司预计，

2014

财年公司收入将达到

30000

亿日元，净利润达到

300

亿日元，为

上一财年的

2.6

倍。

日本制造业逐渐复活

松下、索尼和夏普业绩回暖似

乎只是一个缩影，日本制造业企业

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 “强心剂”。

除了家电行业三巨头，日本多家制

造业企业的业绩更为抢眼。 日产汽

车公司二季度经营利润上升至

1226

亿日元，营业收入达到

24700

亿日元，同比增长

10.4%

。此外， 三

菱汽车公司的净利润增幅更是创下

该公司的历史纪录。

由于日本在

4

月

1

日提高了

消费税，市场对该国二季度的经济

表现并不抱期望。 不过，据日本证

券公司

SMBC Nikko Securities

追

踪的数据，截至

7

月

31

日，不包括

金融和公用事业企业在内，在东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第一部日本上

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上涨

12%

，制造

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幅则达到

17%

， 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受益于日

元汇率走软，提升了日本产品的海

外销售价值。 据悉，在东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股票分为第一部和第

二部，第一部相当于主板，第二部

相当于中小板。

传统家电业务

做“减法”

日本家电制造企业的业绩增长动

力已经不是来自于家电。 尽管索尼公司

的家电业务暂时结束了连续亏损的状

态，但索尼的游戏和网络服务业务在二

季度的销售收入达到

2575

亿日元，同

比增长

95.7%

。 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家

电业务成了索尼的拖累。 据美国《商业

周刊》估计，索尼公司的电视机生产部

门在过去十年中已经累计亏损了近

80

亿美元。

东芝也在给彩电业务做 “减法”。

为了使彩电业务扭亏，继关闭了欧洲、

中国的电视机工厂之后， 今年东芝计

划削减一半的海外电视销售机构。 在

新任首席执行官津贺一宏的带领下，

松下也在不断调整业务， 决定放弃等

离子电视和智能手机业务， 并将公司

的发展重点放在了生产节能住宅设备

方面。此外，松下公司还找到了一个全

新的增长点， 与特斯拉共同出资在美

国建立超级电池工厂。

有海外媒体如此描述： 几年后

全球家电业巨头中或许不会再有松

下、索尼和夏普等日本企业名号，这

些公司已经不能再称为家电行业的

巨头了。 有分析人士表示，通过近几

年的转型和调整，以索尼、松下等为

代表的日本家电巨头开始嗅到了春

天的气息，但要应对来自美国、韩国

和中国科技公司的激烈竞争， 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

高盛看空日本经济 二季度料萎缩6.5%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高盛似乎与“安倍经济”较上

劲了，再次看空日本经济。 据海外

媒体报道，高盛集团首席日本经济

学家

Naohiko Baba

指出，以首相安

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当下所采

用的 “凯恩斯主义”———大规模刺

激经济的做法，将会催生出自美国

雷曼兄弟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

衰退。

Naohiko Baba

指出，今年

4

月

日本政府宣布提高消费税率，在税

率提高之后日本民众减少了消费，

除非日本国内的工资待遇水平出

现明显改善，否则这样的情况就会继

续下去。 不过，最新数据显示，日本

6

月工资水平仅同比上涨

0.4%

， 增幅

低于

5

月份的

0.6%

， 基本工资看似

小幅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仍旧处于下

行通道。

此外， 高盛的数据还显示，

6

月

份日本国内产出环比下降

3.3%

，远

远超出市场预期的

1.2%

，二季度日

本家庭消费支出环比下跌

9.4%

。 由

此可见， 二季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

长已不可避免。 高盛预计，日本国内

家庭消费的萎缩给经济施加了极大

的下行风险。 根据现有数据，日本二

季度实际经济增幅换算成年率极有

可能出现

6.5%

的负增长。

此前，高盛曾表示，提高消费税率

后日本民众消费的意愿大幅减少，日

本央行设定

2%

的通胀目标并不合

理， 二季度日本经济将出现

4.6%

的

负增长。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则坚

持对日本经济和通胀形势继续看好，

认为日本经济处于稳定良性阶段，正

朝着在下个财年实现

2%

的通胀目

标迈进。

不过，高盛还不是日本经济的“最

大看空者”。路透社近日公布的分析师

调查显示， 日本二季度经济可能出现

近两年来的首次萎缩，将出现

7.1%

的

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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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圣灵银行获救助 欧洲股市反弹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葡萄牙最大上市银行圣灵银行

爆发财务危机的消息引发全球市场

的关注， 不少投资者担忧葡萄牙将

再度陷入经济危机。当地时间

3

日，

葡萄牙央行宣布将对圣灵银行实施

援助， 向圣灵银行注资

４９

亿欧元，

并将该行一分为二，拆分为“不良银

行”和“新银行”两部分。

援助计划保护了纳税人和高

级债权人的利益，把“有毒”资产留

给了该行股东和初级债权人。 据

悉，葡萄牙央行在审查圣灵银行目

前资本情况后决定将该行进行拆

分，将圣灵银行安哥拉分公司等存

在问题的资产划分为“不良银行”，

并吊销其银行营业执照。 与此同

时， 圣灵银行的股东将继续留在

“不良银行”，监管机构将把认为是

“有毒的”资产留给他们。 问题资产

之外的部分将重新组成新的银行

机构，称为“新银行”。 “新银行”的

总裁将由目前圣灵银行总裁维克

托·本托担任， 继续从事目前圣灵

银行的各项业务。

数据显示， 资金重组后 “新银

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

８．５％

，高于

葡萄牙央行

7%

的最低要求，但“新

银行” 未来仍需通过吸收新的投资

者实现增资。 圣灵银行近日公布的

二季度财报显示， 该行上半年亏损

额达到

35.77

亿欧元，资本充足率仅

为

5%

。

市场对葡萄牙圣灵银行的财务状

况担忧有所减退，受此提振，欧洲股市

昨日结束连续下跌的势头，盘中走高，

葡萄牙股市盘中上涨超过

1%

。

早在

2011

年

5

月葡萄牙接受欧

盟的银行业援助贷款时，圣灵银行是

该国国内三家不需要援助的银行之

一。 不过，当时就有市场人士担心，时

过境迁， 该行或不得不向政府求援。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葡萄牙银行

危机显示出欧元区脆弱的本质，提醒

欧元区内各国政府继续遵守此前在

债务及财政赤字控制方面许下的承

诺，以免在未来再度卷入新一轮的危

机之中。

葡萄牙央行行长科斯塔表示，葡

萄牙央行对圣灵银行实施救助， 帮助

该行及其母公司圣灵集团渡过难关旨

在将市场风险降至最低， 减少圣灵银

行股民及国际投资者的损失。 葡萄牙

财政部表示， 该行的救援将不用纳税

人付出任何代价。 此次援助的资金主

要来自葡萄牙今年

5

月获得的由欧

盟、 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

成的“三驾马车”提供的国际救助款中

剩余的

６４

亿欧元。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此次援助

是欧盟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采取更严

厉立场的一次测试。 欧盟监管当局曾

经承诺， 对管理不当的银行进行援助

时，将会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美国企业疯狂举债“垃圾级”债券遭抛售

今年来“垃圾级”债券发行量达2108亿美元，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与美股牛市同行， 美国企业正

利用低利率环境而疯狂发债。 数据

显示， 今年以来美国投资级企业债

券发行量已达

3755

亿美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

7%

。

数据编撰机构

Dealogic

指出，

2015

年将有

2736

亿美元的美国投

资级公司债券到期，其中有

30%

的

债券将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到期。

而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将分别有

3102

亿美元和

3410

亿美元的债券

到期。 美国投资公司

Minack Ad－

visors

创始人米纳克表示， 美联储

政策的一大成功之处就是刺激了

公司疯狂发债，一旦美国经济增速

放缓，公司可能会发现它们的债务

负担过于沉重，或给美国经济带来

新的冲击。

此外，今年以来美国“垃圾级”企

业债券发行量已经达到

2108

亿美

元，为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一

般来说，“垃圾级” 债券向投资者提

供高于其他债务工具的利息收益，

因此“垃圾级”债券也被称为高收益

债券。 不过，根据最近彭博和美银的调

查，

70%

全球基金经理人认为美国高收

益企业债处于或接近泡沫状态。

根据巴克莱的数据，上月美国“垃

圾级”债券收益率平均下跌

1.33%

，为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第二差月度表

现。 就在上周，投资者大量抛售“垃圾

级”债券，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经济走

强可能促使美联储早于预期加息，对

债券价格形成压力。 基金数据追踪商

Lipper

的数据显示，投资者

7

月从“垃

圾级”债券共同基金和

ETF

基金中赎

回了超过

50

亿美元的资金。

部分投资者抛售了 “垃圾级”债

券， 增持了投资级公司债券和美国国

债等更加安全的债券， 从而推高了这

些债券的价格。截至上周五，

10

年期美

国国债收益率由

7

月初的

2.565%

下

跌至

2.494%

。 有分析人士担心，在美

国经济走强和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

下，“垃圾级” 债券可能将成为第一块

倒下的积木。 垃圾债券价格回调可能

是一个信号， 意味着市场参与者正在

重新考虑他们继续承担风险的意愿，

并预示着股票和其他风险资产可能进

一步下跌。

陈德霖：香港和上海

目前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

４

日表

示， 香港和上海目前不存在直接竞争的关

系，上海越开放，香港和上海的商贸和金融

联系就会越多、越密切，能创造的商机就越

多，香港和上海合作越频繁，就越能造成互

利双赢的局面。

陈德霖

４

日在香港金管局官网发表题

为 《内地改革开放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的竞争力》的文章，就香港和内地金融中

心竞争及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阐述其

观点。

对香港和上海竞争谁胜谁负的问题，

陈德霖表示， 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将会是

“软实力”的较量。 香港和上海目前不存在

直接竞争的关系，尤其大家地域不同，实体

经济的服务对象也很不同。

陈德霖表示相信“沪港通”一定能将香

港的资本市场和人民币业务提升到更高台

阶， 也能强有力地反驳一些认为香港和上

海是处于“谁吃谁”的谬论。

陈德霖同时反驳了香港和内地金融

中心的竞争是“零和游戏”的观点。 他说，

以中国广大的地域和经济的规模来看，预

期以后会和美国一样，同时存在多个金融

中心，只不过规模和排名会分先后。 中国

各大城市都要以不同方式推动金融业稳

健发展，各城市会有所竞争，但绝不是“零

和游戏”。

陈德霖强调，香港和内地联系越密切，

就会“内地化”和逐渐失去竞争力的说法也

明显是谬论。 中国的持续增长已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也是全球宏观经济

稳定的重要元素。 香港背靠祖国，凭着“一

国两制”和中央全力支持，与全国各省市的

商贸、投资和文化的交流和联系不断加强，

既是自然，也是必需的。

他在文章中说， 由于香港本身经济规

模很小， 金融业的发展前景当时存在极大

的局限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开放经

常账和资本账， 使得香港可以急速发展与

内地的工商业和金融联系。 香港与内地的

商贸联系越紧密， 反而可以积极发挥香港

的中介角色和把握内地持续增长的商机，

对香港经济和就业情况就越有利。

而就中国资本账开放， 香港的金融中

心地位就“没戏”的论调，陈德霖认为情况

刚好相反：中国越开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就越有前途。 （据新华社电）

汇丰控股上半年纯利

同比下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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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半年业

绩，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应占利润比去年同

期下降

5%

至

94.6

亿美元。 每股盈利及每

股普通股股息分别为

0.5

美元及

0.2

美元，

去年同期则分别为

0.54

美元和

0.2

美元。

汇丰控股期内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下

跌

12%

至

123.4

亿美元， 比

2013

年同期的

140.71

亿美元下降

17.31

亿美元；实际基准

除税前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

至

125.6

亿美元，税前盈利表现属市场预期下

限。平均普通股股东权益回报率下降

1.3

个

百分点至

10.7%

，

2013

年同期则为

12%

。

汇丰控股财务董事麦荣恩表示，集团上

半年削减开支超过

5

亿美元，他预期未来每

年的合规成本为

8

亿美元，集团会继续简化

业务进一步稀释成本。汇丰控股行政总裁欧

智华则表示，集团的公司金融业务收入继续

增长，亚洲的业绩表现良好，他还指出环球

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在上半年税前利润下

降

12%

至

50

亿美元， 导致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采用不同的业务模式、资本市场的波

幅收窄及客户交易量的减少。 （李明珠）

恒生银行上半年

净利润下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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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上半年业绩， 期内公司实现归属

股东净利润

84.68

亿港元， 比去

年同期下跌

54%

，每股基本盈利

4.43

港元， 派第二次中期息

1.1

港元，连同第一次中期息，上半年

共计派息

2.2

港元。

此前市场普遍预期， 恒生半

年纯利在

78.57

亿港元至

85.45

亿港元，比去年大幅下降

53.7%

。

而报告还显示， 恒生银行上

半年除税前净利下跌

47%

，为

98.77

亿港元， 与

2013

年下半年

比较， 股东应得利润及除税前利

润分别上升

3%

及

2%

。

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

裁李慧敏表示，由于该行于

2013

年对兴业银行投资重新分类而带

来会计收益， 加上物业出售和物

业重估所得收益减少， 股东应得

净利因此下跌

54%

。

恒生财务总监梁永乐则认

为，该行平均股东资金回报率按

年下跌

20

个百分点至

15.9%

与

物业重估值较低有关，因为去年

物业市道畅旺，而未来资金回报

率要达到

20%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过去资金回报率高于

50%

是由于兴业银行及烟台银行作

为联营公司的贡献。 若撇除联

营公司的影响，今年股东资金回

报率则为

16.1%

，与去年

16.5%

相差无几。 （李明珠）

蓝宇鸣将接任

永亨银行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华侨银行近日宣布，任

命前印尼子公司副总裁蓝宇鸣担

任永亨银行首席执行官，

8

月

18

日起生效，而原永亨银行首席执行

官冯钰斌将会卸任此职。 至此，这

家逾

70

年历史的香港家族银行已

几乎完全归入华侨银行的怀抱。

这是华侨银行接近完成收购

永亨银行之前宣布的重大人事任

免。 永亨于今年

4

月获华侨银行

提出收购要约， 作价相当于经调

整市账率的

2

倍， 涉资约

384

亿

港元。

7

月

30

日，永亨银行在港

交所表示，于

7

月

29

日收购要约

期限届满， 华侨银行成功收购了

永亨银行约

97.52%

权益，因此华

侨银行将行使权利强制收购余下

股份， 并申请撤回永亨的上市地

位， 永亨将成为华侨银行的全资

子公司。另一方面，永亨已向港交

所申请自

7

月

30

日暂停买卖股

份，直至撤回上市地位。

据华侨银行介绍，永亨银行新

任首席执行官蓝宇鸣现年

58

岁，过

去

10

年在华侨银行的印尼子公司

OCBC NISP

银行担任副总裁，其间

在推动企业银行业务发展方面做出

重要贡献， 成功将客户及产品解决

方案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引入到印

尼，在印尼履职之前，他曾任华侨银

行国际银行部， 负责管理银行在全

球八个国家的分行业务。

华侨银行是新加坡成立时间

最早的本土银行，在

1932

年由三

大华资银行合并而成， 按资产规

模计， 该行是东南亚第二大金融

服务集团。 （蔡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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