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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周寶森

債券篇 特區政府每年的零售債券發行計劃，頗受投
資者關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在最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中公布下個財政年度發債計劃，其中零售債券部分涉及700
億元，針對長者的銀色債券佔500億元，餘下200億元為綠色債券
及基礎建設債券。陳茂波稱，希望通過發行債券，提高市民對基
建及可持續發展項目的 「參與感」 ，及推動債券市場發展。會計
界人士稱，零售債券為市民提供更多低風險、回報穩定的投資選
擇，也有助提升香港在債券市場的優勢，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

特區政府近年銳意推動香港債券
市場發展，使到香港成為亞洲區的國
際債券中心。陳茂波昨日公布財政預
算案時提出，2024/2025財政年度計
劃發債1200億元，當中700億元為零
售債，銀色債券預算發行規模500億
元，綠色及基礎建設債券預算發行規
模200億元。他表示，今次預算發行
債券，主要希望推動普惠金融，推動
債券市場發展，並且提高市民對基建
及可持續發展項目的參與感。不過，
他強調，發債所得資金不會用於支付
政府經常開支。

每年擬發債千億加強基建
陳茂波又稱，香港債券發行在亞

洲處於領先地位，國際債券發行量在
亞洲連續七年排名第一。去年預算案
建議將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涵蓋的
範疇擴至可持續金融項目，並成立
「基礎建設債券計劃」 。兩項計劃的
合共借款上限訂為5000億元，集資
所得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投資
於有利長遠發展的項目。這兩項計劃
將逐步取代現時 「政府債券計劃」 。

特區政府計劃未來五年，每年發
債約950億至1350億元，推動北部都
會區及其他基建項目，但會嚴守財政
紀律，維持借貸在穩健水平，預計在

2024/25年度至2028/29年度期間，
政府債務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將介
乎約9%至13%，遠低於大部分其他
先進經濟體。

投資者對特區政府發行的零售債
券並不陌生，早在2004年便推出
「五隧一橋」 收入證券化債券，發行

規模60億元，是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
大及首次可供零售投資者購買的證券
化債券項目。特區政府恆常化發行零
售債券，是由2011年發行通脹掛鈎
債券（iBond）開始，當年發行額
100億元。截至2021年，特區政府總
共發行8批iBond，2021年發行額已
加碼至200億元。

除iBond，特區政府2016年首次
發行針對年齡65歲的銀色債券（通稱
銀債），發行額30億元，吸引89.31
億元資金申請認購；截至2023年總
計發行8批銀債。綠色零售債券（通
稱綠債）是最年輕的政府零售債券。
特區政府在2022推出首批綠債，發
行總額200億元。2023年10月再發行
第二批綠債，總額同樣是200億元。

專家：提升債券市場優勢
對於特區政府未來發債計劃，澳

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稅務委員會聯
席主席劉明揚表示，香港債款佔GDP
比例只有4%左右，對比其他先進經
濟體，香港負債比率很低，所以發債
是一個可行選項，同時也為市民提
供低風險、回報穩定的投資選
擇，亦有助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債
券市場的優勢，鞏固金融中心的
地位。致同（香港）會計師
事務所稅務合夥人陳錦榮認
為，特區政府發行債券來資助
基礎設施投資和長期經濟發展是
正確的方向。

•下個財政年度發行債券
1200億元，其中零售債券
部分涉及700億元，銀色債
券佔500億元，餘下200億元

為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

•特區政府計劃未來5年，每
年發行債券約950億至1350
億元，推動北部都會區及其
他基建項目

•發債主要希望推動普惠
金融及債券市場發展，

提高市民對基建及
可持續發展項目

的參與感

港推動基建
發債逾千億

港股加快改革 完善上市及優化交易機制
特區政府為提振股市交投，去年成

立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並推
出了有利股市發展的措施，包括設立特
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推出港幣—人民
幣雙櫃台股票交易機制，降低股票印花
稅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全
速落實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去
年10月提出的多項建議，包括改革創業
板。另外，港交所（00388）就建立庫
存回購股份機制、在惡劣天氣下維持市
場運作等正在徵求市場意見，爭取今年
中落實。

財政預算案指出，為進一步提升市
場效率和流動性，特區政府聯同證監會
及港交所正探討一系列措施，包括完善
上市機制，研究優化首次公開招股的價

格發現流程，以及審視上市公司的公眾
持股量要求，提升市場效率，結構性產
品的上市要求和安排亦會優化，並減低
上市成本。

港交所深化中東及東盟聯繫
除了上市機制外，交易機制的優化

也正在探討，包括探索收窄最低上落價
位，縮窄港股買賣差價。下一步將會研
究優化股票現貨買賣單位，以及探討進
一步優化衍生產品的持倉限額及保證金
安排，更好地滿足風險管理需要。

財政預算案表示，港交所將透過海
外辦事處加強推廣香港證券市場，積極
深化與中東及東盟地區的聯繫，冀吸納
更多發行人和資金，以及研究優化實時

市場資訊服務，以合理價格向不同投資
者提供切合需要的服務。另外，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REIT）單位轉讓和期權
莊家進行證券經銷業務，將獲豁免繳付
印花稅，預計特區政府每年收入減少約
10億元。

港交所主席史美倫表示，財政司司
長提出的多項舉措可進一步提升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儘管外圍環
境複雜且充滿挑戰，港交所將繼續發揮
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獨特優勢，不斷深化
和完善與內地市場的互聯互通，同時加
強國際合作，並進一步提升香港市場的
基礎設施。她期待繼續與特區政府和所
有持份者合作，進一步增強香港市場的
吸引力、韌性和活力。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稱，港交所
正在制定更多舉措，以提高市場的流動
性和效率，進一步提升香港市場對發行
人和投資者的吸引力，為港交所的業務
及香港的發展帶來長期繁榮。

綠色金融資助 擴至轉型債及貸款
近年全球積極推動環境保護、社會責

任及企業管治（ESG），對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需求大增，香港作為亞洲綠色金融樞
紐，可引導國際資金配對優質綠色項目，
開拓更多新機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
政預算案中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
的 「底色」 ，全球各經濟體也朝着碳中和
的目標前進，整個綠色轉型的過程正帶來
龐大的商機和融資需要，並形成豐富的產
業群，香港正朝着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方
向邁進。

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至今已成功透

過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 資助合
資格的債券發行人和借款人，在香港發行
合共超過340筆綠色和可持續債務工具，
總額達1000億美元。由於資助計劃將於
今年年中屆滿，故此建議延長該計劃3年
至2027年，並擴大資助範圍至轉型債券
及貸款，以進一步鼓勵區內相關行業利用

香港的轉型融資平台逐步減碳。
特區政府的 「低碳綠色科研基金」 ，

為香港減碳和加強保護環境的科研項目提
供資助，並鼓勵後續實際應用。特區政
府至今已向基金注資4億元，批出30個
來自本地大學、公營科研機構和企業的項
目，涉及總金額約1.3億元。

事實上，香港在綠色科技方面具有優
勢，目前已匯聚了逾200家綠色科技公
司，今年上半年將推出 「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 ，為具有
潛力的綠色金融科技提供前期資助，促進
他們的商業化發展，從而推動開發新的綠
色金融科技。

金管局今秋辦氣候金融會
陳茂波強調，香港正朝着國際綠色金

融中心的方向邁進，今周舉辦 「香港綠色
周」 ，涵蓋科技、金融等不同範疇的活
動，匯聚亞太地區的行業領袖，深入探討
綠色發展和氣候融資等議題。金管局將於
秋季聯同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在香港舉
辦氣候金融會議，探討中東和亞洲地區在
促進轉型金融方面的機遇和挑戰。

檢討稅務寬免制 引家辦來港落戶
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
透露，正在籌備3月底

舉辦第二屆 「裕澤香江」 高峰論壇，向
環球家族辦公室及資產擁有人展示香港
的獨特優勢。同時，進一步優化有關基
金、單一家族辦公室和附帶權益的優惠
稅制，包括檢討稅務寬免制度的適用範
圍、增加合資格交易的種類，以及提升
有關處理附帶交易的彈性，從而吸引更
多有潛力的基金和家族辦公室來港落
戶。

開放式及房託基金資助延長3年
陳茂波指出，香港是國際資產及財

富管理中心，管理資產超過30萬億元，
是亞洲區內最大對沖基金中心，及僅次
於內地的私募基金管理中心，目前香港
已分別有超過250家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
780個有限合夥基金。

為了推動市場發展，陳茂波表示，
特區政府將會把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資助計劃」 延長
3年，並成立專責小組，與業界商討進一
步推動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發展的措施。

另外，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即將接受申請，在香港投資2700萬元或
以上的合資格資產，以及投入300萬元於
新的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資組合」
的合資格投資者，可申請來港居住和發

展。陳茂波相信，新計劃有助增強香港
資產及財富管理和相關專業界別的發展
優勢，以及支持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香港正朝着國際綠色金融中心的方向
邁進。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特區政府2016年首次發行針對年齡
65歲的銀色債券。 資料圖片

▲會計界人士認為，零售債券為市民提供更多低風險、回報穩定的投資選擇。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普惠普惠

金融金融 零售債發700億銀債佔逾半
回報穩定惠民 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近年零售債發行額（單位：億元）

年份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總計

註： 色為超購倍數， 色為保證回報（厘）

iBond

-
-

200
150

-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0

2.6
1.5

1.2
2.6
1.9
3.0
4.0
0.3

2.00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銀債

550
450
300
150
30
30
30
30

-
-
-
-
-

1570

0.4
0.4
1.3
1.9
1.6
1.1
0.4
2.0

5.00
5.00
3.50
3.50
3.00
3.00
2.00
2.00

綠債

200
200

-
-
-
-
-
-
-
-
-
-
-
400

0.5
0.6

4.75
2.50

▲香港去年3月舉辦首屆 「裕澤香江」 高
峰論壇，吸引逾百環球家辦決策人來港
覓機遇。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為提升股市效率和流動性，
正全速落實專責小組的多項建議。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促進股市發展重點措施
優化上市機制

研究優化首次公開招股的價格發現流
程，以及審視上市公司公眾持股量要
求，研究減低結構性產品的上市成本。

優化交易機制

探討收窄最低上落價位，縮窄港股買賣
差價。下一步研究優化股票現貨買賣單
位及進一步優化衍生產品的持倉限額及
保證金安排，以及在惡劣天氣下維持市
場運作。

改善對投資者服務

研究優化實時市場資訊服務，以合理價
格向不同投資者提供切合需要的服務。

加強市場推廣

港交所將透過海外辦事處加強推廣香港
證券市場，積極深化與中東及東盟地區
的聯繫，冀吸納更多發行人和資金。

澳洲會計師公會劉明揚

•零售債券發行能夠為市民提供更多低風
險、回報穩定的投資選擇。同時，有助進一步
提升香港在債券市場的優勢，鞏固金融中心的
地位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陳錦榮

•發行債券資助基礎設施投資和長
期經濟發展是正確的方向

市場看好零售債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