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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
两大上市企业——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宣布
业务合并、重组，两集团资产将分拆为两个
以开曼群岛为注册地的新公司，即长江和记
实业有限公司 （长和） 与长江实业地产有限
公司 （长地），在港上市。李嘉诚同时担任长
和和长地的主席。消息一放出来，各方就解
读不断，有人将之称为集团的“世纪重组”，
给香港商界及金融界带来巨大震撼。作为香
港商界的领军人物，李嘉诚这次祭出重手，
目的何在？

已经多次祭出重组大法

首先，李嘉诚肯定是赚了。李嘉诚的重
组大计初获市场欢迎，集团于美国挂牌的预
托证券（ADR）在重组消息刺激下，上周升值逾
10%，李嘉诚宣布有关消息后，其身家一夜暴增
158 亿元（港币，下同），更加巩固了其首富地
位。

据香港媒体统计，截至 2014 年 6 月，长实
的净资产约3908亿元，如果将和黄地产业务合
并，资产净值将达到 4787 亿元，新成立的长江
实业地产将超过新鸿基地产成为香港最大的
发展商。

长实与和黄是香港股民心中一直立于不
败之地的蓝筹股。这已经不是李嘉诚第一次
祭出分拆大法。近年来，长实与和黄在全球
的出售、分拆和投资动作不断。2013 年，分
拆香港电灯上市套现390亿元；2014年，和黄
向淡马锡出售屈臣氏 24.95％权益，套现 440
亿元；2013年，出售上海和广州两地物业套现
超过 100 亿元；同时近两年在澳大利亚、爱尔
兰、荷兰、加拿大等海外大举收购总投资超300
亿元。

有人说，从其这几年的分拆动作中，不
难看出“亚洲套现、进军欧美”的思路。

从香港逐步撤资先兆？

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新成立的公司
注册地将由香港改到开曼群岛。有人据此认
为，这是他从香港迁册撤资的第一步。香港经
济学者关焯照说，需要留意未来长和会否再更
改上市地点，也要关注其他华资财团、大家族
是否会效仿李嘉诚的做法，将公司注册地改为
外国。

李嘉诚对这个话题相当敏感，日前他多
次在记者会上澄清，重组集团业务，并把公
司注册地由香港转为开曼群岛，只为了方便
儿子兼集团副主席李泽钜接棒及做生意。“过

去 10 年，75％以上在港上市公司，都在开曼
群岛或其他海外注册，这并不是对香港没信
心，而是做生意方便。”另外，与他关系相近
人士也称，重组也与有人揣测的“占中”事
件没太多关系。

有金融界人士认为，到开曼群岛注册很
简单，任何时间都可以做。李嘉诚如要迁册，
不需要留待集团大重组时才进行。根据安排，
长实与和黄合并之前，李嘉诚还会将由李嘉诚
家族信托持有的6.24％在加拿大上市的赫斯基
能源的股权出售于和黄。对此，李泽钜指出，

“我们将赫斯基股权从海外拿到香港公司控
制，这是对香港有信心才这么做。”

众说纷纭中，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
副主席张华峰看得更为长远。他说，公司注册
地并不重要，是否在香港投资才最重要，而李
嘉诚此前已经承诺不会减少在港投资。

有利挖潜提升股东价值？

对于本次的世纪大重组，李嘉诚称之为
集团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表示，重组完
成后有利提升股东价值。“最主要是股东不会
吃亏……做完后，就会显示两间公司的真正

价值大了多少。”
有金融业人士表示，在新架构下，长实

及和黄现有业务经整合将拥有更高的透明度
及业务一致性，价值得以进一步提升。“是件
好事，因为估值会较容易。”香港富昌研究部
总监连敬涵表示，李嘉诚旗下另外的公司长
江基建、电能实业股价走势理想，相反主打
地产业务的长实股价却不甚理想，若不重
组，集团会被地产业务拖累。

香港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相
信，重组不会影响海外投资者来港投资的信
心。从经济角度分析重组是合理的，将地产及
非地产业务分开，会让投资者更清楚自己的选
择。李泽钜也表示，交易完成后，投资者可以根
据不同的喜好决定对两间新公司的投资。“钟
意香港地产、钟意中国地产，就拿多些地产；钟
意其他收息高些的生意，就去外国。”

然而，对于注册地变化的动作，也有香
港舆论担心这将增加同新成立的两家公司在
香港法律诉讼的难度。香港《明报》网站9日
分析说，开曼群岛属于英国领土，李嘉诚在
开曼成立长和，日后若遇到官司，香港可能
对长和没有司法权力，最终审核权由香港终
审法院变为英国最高法院。

港澳在线

本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南部多个县市连
日爆发禽流感疫情，台湾“农委会”主委陈保基11日下
午宣布，禽流感疫情扩大，嘉义种鹅样本检验出 H5N8
禽流感病毒，在台湾系首度发现，有可能是候鸟经由传
播到台湾。

据台湾媒体报道，屏东县大武山牧场的鸡只近日爆
发 H5N2 高病原禽流感，随后云林、嘉义、屏东连日有
十多个养禽场爆发鸭鹅异常死亡、产蛋率下降，有些养
禽场的禽只死亡率高达七成。疫情发生后，屏东县提高
防疫措施，出动化学兵部队到养鸡场及周边3公里范围全
面消毒，以防疫情扩散。大武山牧场也已扑杀12万只蛋
鸡。

据新华社台北1月 10日电 （记
者许雪毅、陈斌华） 今年是故宫博
物院建院90周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
长冯明珠 9 日披露，该院将与北京故
宫博物院携手举办一系列院庆活动。

她说，两院现已签约的一个重

要活动是将在今年 10 月推出的“郎
世宁来华 300 年特展”，到时将向北
京故宫博物院借 8 张郎世宁的作品，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同时将举
办第五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
会，主题为文化交流，包括东西方
文化交流、亚洲文化交流等。

目前两岸故宫博物院正在合作
重新编辑乾隆皇帝典藏善本古籍

《天禄琳琅》。冯明珠说：“现在这一
古籍有 300 多部藏在台北故宫博物
院，200 多部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
后者是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拨给北京
国家图书馆的。”

冯明珠表示，两岸故宫博物院
希望成立两岸故宫博物院数字展览
馆，但这一议题尚处于商谈阶段。

“2009年初两岸故宫博物院之间
有‘破冰之旅’后，我们的交流是
多方面的，展览只是其中之一。”她
说，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人员交流、
学术研究交流、出版品交流等都更
为热络，加上数码网络发展，彼此
交流非常容易。

台湾禽流感疫情扩大
首度发现H5N8病毒

台湾禽流感疫情扩大
首度发现H5N8病毒

建院90年 两岸故宫共庆生

本报电 港媒报道，香港公司注册处 11日发表的统
计数字显示，2014年经公司注册处注册的本地公司数目
持续高企，达16.7万家。

2014年3月成立的公司数目创新高，达30463家，远
高于2014年的每月平均数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或与商
业登记费的豁免于2014年4月1日届满有关。

截至 2014 年底，在公司登记册上根据 《公司条例》
注册的本地公司总数达 127.2万家，较 2013年的 116.2万
家增加了逾10万家。

香港公司注册处处长钟丽玲表示，去年3月3日开始
实施的新 《公司条例》 为在香港成立和营运的公司提供
了现代化的法律框架，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
中心的地位。

香港新公司数目持续高企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发表《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文
件》，就2017年行政长官具体产生办法咨询公众。图为政
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中）、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和政制及
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2017年行政长官怎么选？

近日，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
“圆仔”正式断奶，不再与妈妈
“圆圆”在同一空间内互动，开始
独立生活。“圆仔”是大陆赠台大
熊猫“团团”“圆圆”的雌性幼
崽，出生于 2013年 7月 6日。2014

年 1月 6日“圆仔”正式与游客见
面，一年来吸引了290余万人次的
游客前来参观。

图为“圆仔”在台北动物园
熊猫馆内活动。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圆仔”断奶 开始独立生活“圆仔”断奶 开始独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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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
速铁路的离奇
故事又上演了续
集。上周，台“交通
部 长 ” 叶 匡 时 宣 布 辞
职，因为他试图让高铁免
于破产的方案遭到蓝绿一致
否决。这条贯穿台湾南北的铁
路，这几年其实已开始盈利，元旦
假期甚至一票难求。但它所背负的政
治重债，却注定了必须“被破产”的命
运。

说好的“BOT”呢？

从台北到高雄，走高速公路要五六个小时，坐高铁
只需 90分钟。这条 2007年通车、贯穿台湾南北的铁路，速度
快，服务好，给台湾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它还有“全球最大的
BOT”之称，但就是这个名不符实的称号，却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所谓“BOT”，是指“建设、经营、移交”，即民间出资建设某
项目，经营期满后移交给政府。1997年，台湾高铁公司就靠“政府零
出资”的 BOT 方案，力挫中华高铁公司的“政府出资 1495 亿元 （新台
币，下同） ”，夺得高铁竞标。

那时台湾经济火红，心气高涨，来一个“全球最大 BOT”，正可谓锦上添
花。但是，后面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让许多人跌破了眼镜。

台湾高铁公司得标不到两个月，就对当局表示没办法筹到钱。根据竞标条件，高
铁公司需自筹1322亿元，再加债权融资3083亿元。但实际情况是，公司五大股东仅自筹
290亿元，其余资金一概没着落。

高铁是关乎台湾经济政治的大事，若就此告吹，将演变成政治风暴。所以从李登辉到陈
水扁，台当局不遗余力地补漏，先从公共基金里挪出2000多亿元，又由当局提供财务保证，从

日本银行贷出800亿元，从台湾银行贷出400亿元，再四处寻找民间投资，终于把钱凑齐。
这么做的代价，一是台当局为了担保此项目的安全，又与高铁公司签了一个“不平等条

约”，规定若高铁工程失败，当局就出资买回，也就是说，业者毫无后顾之忧，成可享受盈利，
败由公家吞苦果。其二，高铁的实际投资中，当局出资高达 84%，民间出资仅 16%，说好的

“BOT”，至此已成笑话。

高铁兴建的过程又出现不少争议。比
如高铁公司五大股东出资少，却承包大笔
高铁工程从中牟利，饱受外界诟病。但无
论如何，这个工程总算是建成了，2007 年
正式通车。

通车后，新问题来了。当初台当局评
估高铁的运量，可达到每日二三十万人
次，但没想到 2000 年后台湾经济急转直
下，高铁运量一开始只有4.3万，目前也仅
12.2 万人次，连预期的一半都不到。所以
高铁公司前几年的运营都在亏本。2009 年
时，累计亏损最高曾达700亿元，经当局介
入，融资重整，降低利息，才算暂时喘了
口气。

而在高铁筹资过程中，为吸引金主，
曾发行500多亿元特别股，已赎回100多亿
元，还剩 400 多亿元。这些特别股股东，

2014年年初开始诉诸公堂追讨股
息和股本，并且纷纷胜诉。

目前，台湾高铁资本约 1000 亿元，
累计亏损超过500亿元，一旦400多亿元特
别股要赎回，马上就要面临资不抵债而破
产的境地，骆驼将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

为了再次“挽救”高铁，台“交通
部”策划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既有
股东减资六成、民间增资，特许期延长 40
年等。但是，这个方案不但被绿营批评为

“图利特定财团”，连蓝营都反对，国民党
团会议1月7日以18票比零压倒性否决。叶
匡时会后随即请辞。

1 月 10 日，台当局“行政院”会议定
调，将朝着接管高铁的方向行进。台当局
接管高铁，就意味着接管上千亿元债务，
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将面对重压。

最后一根稻草

政治决定高铁命运

为什么向来南辕北辙的蓝绿政党，这次会“有志一同”反对高铁纾困方案？是不
是这个方案真有大问题？

实际上，方案理论上是可行的。以延长特许期为例，当年台当局仅给高铁公
司35年特许期，但事后发现实际运量不及预估的一半，盈利全被高昂的折旧费抵

消了。高铁的使用寿命可长达百年，但若以35年计，折旧费高达每年200多亿
元。全球三大“BOT”中，英法隧道和英法高速铁路特许期均是99年。

民进党批评，方案是在给财团输送利益，国民党忍不下这口气：当
年李登辉和陈水扁给高铁公司送了多少好处，直接造成今天的乱局，现

在民进党反过来倒咬一口！既然如此，不如一拍两散，宁可让高铁公
司破产，当局来买单，也不能戴“图利财团”的帽子。

所以，蓝绿政党看似步调一致，但出发点其实是针锋
相对。《联合报》 评论文章说，在台湾民众的立场，高铁

是便捷的交通设施，不可能让它荒弃；但在政治人物眼
中，它既是包袱也是利益，更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玩法。包袱没人要扛，利益各
方要争，今天的高铁，正好落在没人要扛包袱

的时刻，“朝野”便一齐撒手。
以台湾目前的政治生态，若国民党

强行让方案过关，无疑将被抹黑与批
评的乱箭射杀。台湾 《天下》 杂志

文章说，台湾当初根本没有社会
成熟度的基础来做高铁的基础来做高铁 BOTBOT

工程工程，，而现在而现在，，破产是不破产是不
是高铁唯一的命运是高铁唯一的命运，，同同

样取决于台湾社会的样取决于台湾社会的
成熟度成熟度。。

（本 报 台
北 1 月 11 日

电）

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人生
真滋味——玉白菜”展。或许有
一天民众在北京故宫也可以一睹
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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