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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破六千疫情慢慢升
疫苗接種率低 老幼風險更高

A3 A6

上半年吸引港澳投資逾254億
粵自貿區與港澳合作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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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其他行料會跟隨 對樓價影響有限
豐渣打齊加H按封頂息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昨日，豐銀行及渣打（香
港）雙雙宣布上調按揭利率（H按）封頂息率。其中，豐銀行將
H按封頂息率，由最優惠利率（P）減2.5厘，上調至P減2.25厘；
渣打則將H按封頂息率，由P減2.75厘上調至P減2.5厘。綜合市場
分析，預料其他銀行將會陸續跟隨。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香港國際旅遊展昨起
一連四日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今年有27個國家和地區參
展，較去年增加約一半，當中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澳
門，以及日本、韓國、澳洲、法國及加拿大等。行政長官
李家超獻詞說，今年旅遊展的舉辦足以證明香港仍是世界
級的休閒旅遊勝地及會議、展覽熱點。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昨於開幕式致辭時表
示，特區政府調整海外和中國台
灣地區入境人士的檢疫安排為
「3+4」，並配合 「紅黃碼」制

度，期望香港旅遊業能成功復
蘇。

今屆境外參展商
反應最熱烈

香港國際旅遊展每年都會舉
辦，今年展覽以 「復聯和復蘇」
為主題，參展國家及地區數目較
去年增加約五成。其中，境外參
展商反應最熱烈，其展出面積佔
總展出面積的一半以上。今次展
覽先會開放予業內人士，今天下
午 2 時起至星期日則開放予公眾
入場參觀。

楊潤雄、旅遊事務專員沈鳳
君、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崔素

香、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等嘉賓出席開幕式，並在內
地展區合影留念。楊潤雄指，政府過去幾個月先後暫緩航
班熔斷機制、調整健康申報系統，以及為抵港人士提供更
多交通服務選擇，以迎接海外人士入境。他說，西九龍文
化區 「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去年起先後開
幕，當局會繼續發展文化古蹟遊和綠色旅遊，期望文化、

體育、旅遊業三方面能相輔相成。

內地展區內容豐富多彩
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崔素香介紹，今年內地展區以

「美麗中國‧心睇驗」為主題，透過空間架構、圖文展陳
及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有機融合，宣傳展示 「千年運河之
旅」 「探秘博物館之旅」等優質文旅資源和 「文旅助力鄉
村振興」豐碩成果，並邀請 20 家本地旅行社、遊學機
構、航空公司及社團組織現場推廣銷售赴內地旅遊（研
學）產品和線路，反響強烈。現場發放的宣傳品類繁多、
琳琅滿目，各類旅遊專冊、地圖、招貼畫、口袋書、 「型
遊中國」系列圖書和熊貓造型紀念品廣受歡迎。同時設置
了遊戲攤位和圖文展示區，讓市民在遊戲互動和打卡拍照
中認識內地旅遊景點，令市民對祖國的歷史、文化有更深
了解，而過往廣受大眾喜愛的熊貓人偶，今年繼續在場與
市民拍照互動。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月底開幕
另一方面，由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貿發局合辦的第七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於8月31日至9月1日一連兩
日舉行，並以 「攜手共創新篇章」為主題，屆時論壇開幕
環節將由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及行政長官李家超揭開序幕。
論壇將匯聚約80位 「一帶一路」沿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
的主要官員及商界翹楚，共同探討 「一帶一路」倡議在新
時代下，如何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及RCEP等多邊合作帶來
龐大商機。

香港國際旅遊展開幕聚焦旅業復蘇

至截稿為止，中銀香港、恒生銀行、東亞銀行及大
新銀行等銀行，暫未宣布跟隨上調H按封頂息率。中
銀香港表示，將綜合市場發展、利率走勢及客戶需求
等各方面，不時檢討按揭服務條件，以保持業務競爭
力。對於有銀行上調H按封頂息率，東亞銀行聯席行
政總裁李民橋回應稱，暫未有計劃調整按揭 「封頂
息」，將會密切留意市場情況；當被問及最優惠利率
走勢，他認為要視乎未來HIBOR的走勢、銀行體系結
餘跌至什麼水平及美國加息走向而定，預期下半年香
港 「加P」的機會大。

舊有按揭客戶不受影響
豐是次上調H按封頂息率後，按該行目前P為5厘

計算，實際封頂息率將由2.5厘升至2.75厘。至於渣打
(香港)方面，按該行目前P為5.25厘計算，該行的實際
封頂息率，同樣由 2.5 厘升至 2.75 厘。據中原按揭計
算，若在豐銀行承造500萬元按揭，每月供款額將
由目前的19756元，增加656元至20412元。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解釋稱，是次調整僅限
於有關銀行的新按揭申請人受影響，舊有正在供樓的
按揭客戶則不受影響；對於新造H按客戶來說，H按
封頂息由2.5%加至2.75%後，以還款期30年計，每100
萬元按揭額每月供款增加131元，加幅為3.3%。以現
時平均按揭額約500萬元計，每月供款約增加656元。

業界料下半年加P概率大
王美鳳進一步預測稱，H按息率於7月底觸及封頂

息率後仍繼續上升，觀乎H按息率觸及封
頂息率後，資金成本及息率上升之壓力由
銀行承擔，因此銀行上調新造H按之封頂
息率有望紓緩加息壓力；基於豐及渣打
這兩家龍頭銀行調整息率具指標性，預料
其他銀行將會陸續跟隨。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回顧
稱，今年 5 月份以來金管局已多次 「接
錢」，最新銀行體系結餘已回落至1255億
元，銀行基於資金成本考量，因而上調H
按鎖息上限。他預料，在銀行 「加 P」
前，本地銀行將會陸續調升新造H按封頂息率。

銀行轉移資金成本予客戶
豐銀行今次加H按封頂息率之際，同時亦推出定

息按揭計劃，首年固定按息為 2.75 厘，其後按息以
HIBOR為基準，並設有封頂息率。對此，王美鳳稱，
銀行在加息周期推出兼具低息及定息保障的按揭計劃
有利增加市場競爭力，相信會受到用家歡迎；又預料
將會有其他銀行跟隨推出相類定息按揭計劃，並推升
市場對定息按揭的使用率。

另外，HIBOR昨日普遍向下。據財資市場公會資料
顯示，與樓按相關的 1 個月 HIBOR 終止 11 連升，跌
0.14點子至1.9厘。中長線拆息方面，3個月期HIBOR
升0.88點子至2.50792厘；6個月期HIBOR跌0.49點子
至3.12601厘；12個月期HIBOR跌0.5點子至3.61196
厘。

對於本港有銀行上調
H按封頂息0.25厘，有
發展商認為，調整對樓

市影響有限。嘉里建設首席財務主管藍秀蓮回應
指，新造按揭供款佔入息比例一般約37%，加上銀
行要求供樓人士進行壓力測試，用加息3厘作壓力
測試，本港業主持貨能力甚強。

業主宜留意聯儲下月再加息
建灝地產集團投資及銷售部董事鄭智榮則表示有

關調整幅度溫和，又認為近期新盤市場暢旺，市場
已提前消化加息帶來的不利因素。

利嘉閣按揭代理董事總經理黃詠欣直言，豐此
舉屬預期之內，較早前已有中小型銀行上調了H按
鎖息上限，先行試了水溫。

黃詠欣解釋稱，美聯儲連番急速加息下，港美息
差擴闊，本港最優惠利率（P）與一個月拆息的息
差跌至貼近3厘的警戒水平。她預計，如9月份美
再加息，屆時香港銀行將會跟隨上調最優惠利率
（P），幅度0.25厘。她提醒有意轉按人士，加快
把握尚有部分銀行沒有上調H按鎖息上限的機會，
盡早轉按以賺取現金回贈，及善用高息存款戶口去
對沖未來可能加息對供款負擔的影響。

香港商報記者 陳穎

發展商：調整屬預期之內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左四)及其他嘉賓出席2022香港國際旅遊展開幕典
禮。 記者 蔡啟文攝

豐及渣打香港先後上調H
按封頂息率。

全球加息潮下，繼個別中小
型港銀上調與拆息掛的按揭
利率封頂上限，昨日兩間大型

銀行也調高了相關 「H按」 封頂息率。今次按息調
整，雖只針對未來新造按揭，並不影響現時供款人
士，但其象徵意義不可小覷，標誌港銀加息潮正式
開始，市場預期最優惠利率 「P」 下月勢將上調。

其實，港銀加息已嫌遲。今年美聯儲已累計加息
225點子，過去兩次還分別大手加息75點子。聯匯
制度下，港美息差總不可能一直擴闊，所以當資金
因此回流美國、港匯跌到弱方兌換保證水平，一個
月拆息近期卒之追落後，從6月初的低約0.2厘，飆
至昨日的1.9厘水平。與拆息掛的按揭息率，早於
上月底觸及封頂利率上限，惟後來拆息持續上升，

以致現時正常計算下的 「H+」 息率已高於 「P-」
多達70點子。所以，遲至昨日才上調 「H按」 封頂
上限、加幅為25點子，市場毫不意外。如果美聯儲
下月再加息，相信香港更會正式啟動加 「P」 。

美國今輪加息步伐急、幅度大，近月港息升勢恐
過之無不及；已供樓或將置業的人士，均有必要重
新計數。金管局的住宅按揭統計調查顯示，目前新
批按揭的平均貸款額為515萬元，貸款合約期為27.5
年。以此計算，截至6月前每月按揭還款額為18658
元，但隨近月拆息急飆，供樓開支已增至 21328
元，亦即多了2670元；封頂利息上調後，新置業人
士的還款額將會增至21995元，倘若下月如市場預
期般加 「P」 25點子，供樓負擔更高達22674元，即
較前累計多逾4000元或20%。這不是小數目，市民

置業能力及需求難免有所削弱，而樓價亦無可避免
有下調壓力。金管局早就未雨綢繆，因應加息風險
而引入壓力測試，故即使樓市回落也不虞構成系統
性危機。不過，息口趨升的預期，已打破了樓市只
升不跌的神話；與6月初的高位比較，短短兩個月
內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跌了3%；隨
加息威力逐步浮現，不排除跌勢將延續。

展望未來息口走向，端視美聯儲究竟重視遏通脹
抑或托經濟。美國已連續兩季GDP錄得倒退，最新
CPI縱見稍回但仍處高位。美聯儲昨公布上月議息
會議紀錄，視乎經濟狀況，似乎適合在某個時段不
再像過去兩次大手加息，故被市場解讀為放出
「鴿」 風，利率期貨指下月有75%機會僅加息50點

子。惟許多與會官員認為，幣策宜收緊到足令物價

恢復穩定，兼要維持到經濟行為有所改變為止；換
言之，即使加息或放緩，也不代表很快重啟減息。
事實上，由美聯儲到華府，都一再辯稱美國經濟並
無衰退，而總統拜登日前更簽署了《通脹削減法
案》——姑勿論法案未必有效紓緩通脹，均透視出
當地經濟下行壓力雖大，應對通脹的政治壓力可能
更大。況且，英國最新通脹升穿10%，英倫銀行料
將升到13%才見頂；加上俄羅斯對歐的天然氣供應
問題懸而未決，意味國際能源價格稍後可能再次飆
升，都反映要談降伏通脹猛虎實在言之尚早。

始終，過往的低息環境已經時移世易，各投資產
品都恐受利率趨升影響。息魔降臨，經濟不景，任
何投資決定誠宜審慎為上，監管機構亦須做好一切
風險管理措施。

息魔降臨 投資宜慎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財經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