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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檢驗有限公司與職業訓練局
（VTC）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積極配合新能
源發展趨勢和綠色轉型的社會需求，共同推動香港
氫燃料安全培訓計劃，助力香港新能源領域新質生
產力發展。在合作框架下，中國檢驗與VTC將積極
發揮在新能源科技及職業專才教育領域的優勢，合
作推動新能源人才培訓，共同探索新能源技術創
新，促進培訓課程研討，以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在簽署儀式上表示，
氫能是國家未來能源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具
備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才，以確保氫能技術的安全
應用，是全球推動氫能發展過程中的重點之一。中
國檢驗與VTC的合作，將為香港培養更多的氫能技
術專業人才，持續提升從業人員的安全認知及技術
水平。相信在雙方努力下，香港未來將能夠有足夠
的氫能技術人才，促進氫能技術在本地的安全應

用、健康發展，以至海外推廣，並助力地球村實現
碳中和目標。

中國檢驗董事長張健指出，此次戰略合作協議
的簽署，承載着集團在香港新能源領域發展的信心
和理想，期待與VTC攜手並進，共同培養新能源專
業技術人才、推動新能源技術創新，為香港新能源
產業的蓬勃發展和香港社會的綠色轉型貢獻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中國檢驗夥VTC 推動氫能在港發展

中國上月新能源車銷量95萬輛 年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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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財政部昨日首次發行5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總額為350億
元（人民幣，下同）。在市場投資熱情較高下，全場認購倍數

5.38倍，相當於超額認購4.38倍，均高於此前20年期、30年期特別國
債的全場倍數。5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票面利率通過競爭性招標後
為2.53厘，較此前發行的30年期特別國債首發和續發的中標利率為
低。分析稱，超長期特別國債有助於優化中國債券期限品種結構，滿
足不同投資者對投資期限和投資收益的偏好。但另一方面，也提示投
資者注意債券價格波動帶來的市場風險。

昨日發行的5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
債的票面利率低於市場預期，比二級
市場上50年期國債的市場利率低約5個
基點，也低於此前30年期特別國債首
發、續發的中標利率。此前5月17日與
6月7日財政部兩次發行30年期特別國
債，其中標利率分別是2.57厘與
2.5319厘。

專家：優化中國債券產品結構
根據發行計劃，本次發行的50年

期國債將在招標結束3日內展開分銷，
至6月17日結束一級市場發行，並在兩
日後的6月19日起上市交易。此前30年
期超長期特別國債在招標結束後的分
銷期間，招商銀行、浙商銀行等機構
均啟動個人特別國債認購，受到投資
者追捧瞬時 「售罄」 ，此次50年期超
長期特別國債在分銷期間也將有銀行
等機構啟動個人認購；而在上市後，
個人也可通過二級債券市場和證券交
易所交易購買。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接
受央視訪問表示，超長期特別國債主
要投向科技創新、美麗中國和人口高
質量發展等領域，會帶動擴大總需
求、提振市場信心，有利於夯實經濟
回升向好的基礎。同時，今年超長期
特別國債的發行期限包括20年期、30
年期和50年期，有助於優化中國債券
期限品種結構，滿足不同投資者對投

資期限和投資收益的偏好。首次發行
50年期超長期特別國債，還有利於匹
配不同期限的項目需求。

市場對零風險資產需求殷切
此前人民銀行主管媒體《金融時

報》稱，2.5%至3%是10年期國債收
益率的合理區間。人行在一季度貨幣
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長期國債收益
率主要反映長期經濟增長和通脹的預
期，同時也受到無風險資產相對缺乏
等因素的擾動。分析指出，長期國債
收益率持續下行的背後是基本面需求
偏弱，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在債市
長牛預期和「資產荒」的背景下，為增
厚收益，機構對超長債的配置和交易
升溫，尤其是交易需求的大幅上升，
帶動長期國債收益率持續向下突破。

業內專家關注，債券類資產的長
期收益率不會持續處於低位，投資者
高位接盤或將遭受投資損失風險。
「不少投資者認為，由於市場中還有

大量待配置資金，那麼一旦收益率出
現了上行的苗頭，便會有資金將其再
度 『買』 下來，所以收益率也就不會
真的上行。」 光大證券首席固定收益
分析師張旭向《證券時報》表示，「資
產荒」是驅動2022年第四季度收益率下
行的直接原因，也是那時較多投資者
篤定未來收益率還會繼續下行或是低
位運行的主要邏輯。

財政部首發50年期國債 錄逾5倍認購
投資者反應熱烈 中標利率2.53厘低於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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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5月中國
汽車銷量241.7萬輛，按年增長1.5%，而首5個月，
汽車銷量同比升8.3%至1149.6萬輛。當中，新能
源汽車銷量同比升33.3%至95.5萬輛，而首5個月則
升32.5%至389.5萬輛。中汽協分析指出，上月中
國經濟總體產出持續擴張，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維持恢復發展態勢，新能源汽車產銷和汽
車出口延續快速成長態勢，中國品牌也持續
保持良好表現。

中汽協表示，近期汽車市場利好不斷。
財政部下撥專款用於支援老舊汽車報廢更
新。地方補貼方面，已有超過30個省市出台
相應政策，而多家車企也紛紛推出置換購車
補助，以鼓勵汽車消費，汽車以舊換新工作
進展順利，開局良好。此外，工信部等五部
門發布開展2024年新能源汽車下鄉活動，加
快補齊農村地區新能源汽車消費使用短板；
國務院《2024-2025年節能降碳行動方案》

中提出，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汽車購買限制，落實
便利新能源汽車通行等支持政策。當前，中國汽車
市場內需成長相對緩慢，行業競爭進一步加劇，加
之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形勢依然嚴峻，汽車行業總體
運行依然面臨較大壓力，需要採取有效措施，保障

行業穩定發展。

小米上調今年目標至12萬輛
按分類，上月乘用車銷量同比升1.2%至207.5

萬輛，首5個月升8.5%至976.5萬輛。出口方面，
5月出口達48.1萬輛，同比升23.9%，其
中乘用車出口升22.1%至39.7萬輛，商用
車出口升32.7%至8.4萬輛。首5個月汽車
出口為230.8萬輛，升31.3%。首5個月，
整車出口量排名方面，奇瑞以43.5萬輛居
首位，上汽以36.6萬輛居第二，而長安汽
車則以23.9萬輛奪季軍。主要出口市場
上，首4個月，最大出市地為俄羅斯，之
後為墨西哥及巴西。

另外，小米汽車公布，截至6月13日，
小米SU7累計交付逾2萬輛，6月單月交付
將突破1萬輛，全年將保障交付10萬輛，
衝刺12萬輛。

今年發行超長特別國債
20年期（7次）

發行安排：5月至11月每月
各發行一次。5月24日和8月
14日為首發，其餘為續發

30年期（12次）
發行安排：5月和11月各發行
一次，6月至10月各發行兩
次。其中5月17日、7月24日
和9月24日為首發，其餘為續
發

50年期（3次）
發行安排：6月14日為首發，
8月和10月各續發一次

大公報記者海巖整理

超長期特別國債
一般指發行期限在

10年以上的，具有特定目標和明確用
途的國債。

中國在1998年首次發行超長期特
別國債。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
為系統解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程
中一些重大項目建設的資金問題，並

計劃從今年開始擬連續幾年發行超長
期特別國債，專項用於國家重大戰略
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今年
的發行規模為1萬億元人民幣，期限分
別為20年、30年、50年。專家分析
指，超長期特別國債將有助提振市場
信心和預期，釋放出積極的財政政策
將更好支持經濟發展的信號。

話你知

何謂超長期特別國債？

光大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 張旭
•不少投資者認為，由於市場中還有大量待
配置資金，所以收益率也就不會真的上
行。此時投資者更需關注債券類資產的價
格波動風險，守護好 「錢袋子」

大公報記者海巖整理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羅志恒
•超長期特別國債主要投向科技創新、美麗中國和人口高質量
發展等領域，會帶動擴大總需求、提振市場信心，有利於夯
實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同時，今年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發行
期限包括20年期、30年期和50年期，有助於優化中國債券期
限品種結構，滿足不同投資者對投資期限和投資收益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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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無力加息
兌港元再穿5算

【大公報訊】日本央行議息後宣
布維持利率不變，符合市場預期；並
同時表示，將會開始減少其大規模買
債的行動，以逐步減低現已達5萬億美
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雖然暫時會維
持每月購買約6萬億日圓債券的計劃，
但在未來1至2年內將逐步減少買債規
模，詳情將於7月份的會議上公布。

經濟下滑 央行縮減買債
雖然減少買債的決定已是市場預

期之內，但由於未有即時公布詳情，
令部分投資者視為日本央行對經濟存
在隱憂，因而未敢開始全面收水，也
不敢在短期內加息。消息令日圓兌美
元曾跌至158.26，創6周以來最低水
平，兌港元也再度跌穿5算，最低見
4.935。

新力金融集團高級經濟師宮島隆
之（Takayuki Miyajima）認為，日本
央行在減少買債的金額方面十分審
慎，亦即是說，其在加息方面亦會同
樣審慎，所以很不可能在7月份出手。

株式會社伊藤忠總研（ITOCHU
Research Institute Inc）的總經濟師
Atsushi Takeda亦相信，日本央行認
為現在不應令孳息上升，而其對經濟
的憂慮將會令日圓繼續下跌。

事實上，日本經濟正急速下滑，
4月份工業生產指數經最後修訂後，按
年跌0.9%，差於上次公布的增長
4.4%。

首五月新貸11萬億 融資需求穩步增
人民銀行數據

顯示，今年首5個
月，人民幣新增信貸11.14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首5個月社融規模增量
14.8萬億元，按年減少2.52萬億元或
14.5%。分析稱，今年首季信貸 「開門
紅」 或對二季度信貸需求構成一定透
支，5月信貸數據弱於季節性；但考慮
到中國經濟仍處恢復階段，且宏觀政策
正持續加碼，隨着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
穩中有降，未來融資需求有望實現平穩
增長。

人行沒有披露5月單月的金
融數據，但按今年首4個月的信
貸及社融增量規模看，5月單新
增信貸為9500億元；當月社融
增量為2.07萬億元。去年同期
的新增人民幣信貸和社融增量
則分別為1.36萬億元和1.56萬
億元。

分析料降準增流動性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

研究員周茂華表示，受周期
性、結構性及政策等方面影
響，5月新增信貸規模仍弱於季
節性。5月新增社融同比多增且

強於季節性，是得益於政府債券融資規
模反彈，抵銷了銀行信貸增幅放緩帶來
的利淡影響。表明實體經濟整體融資需
求平穩增長、經濟擴張動能得到增強。

周茂華指出，考慮到管理層積極引
導金融機構圍繞 「五篇大文章」 ，加大
對實體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新興領域的
信貸融資支持，未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
有望實現平穩增長。他並指，從新增社
融需求平穩增長看，中國經濟仍具擴張
動能，目前貨幣與信貸環境保持適度寬

鬆，繼續為經濟提供有力支持，預計人
行將優先通過結構工具、挖掘利率改革
潛力等，引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下
降，未來不排除再次降準的可能性。

申萬宏源高級宏觀分析師屠強指
出，金融數據短期偏弱，部分或與貨幣
信貸數據 「擠水分」 有關，由於該因素
對金融數據影響的持續時間存在不確定
性，未來應更多關注實體經濟數據所反
映的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方向性指引。
屠強並預計政府債券供給放量的時點可

能漸行漸近。

人行發放首筆科技創新貸款
此外，人行昨日披露，人行聯

合科技部等部門設立5000億元科
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其中
1000億元額度專門用於支持初創
期、成長期科技型中小企業首次貸
款，激勵金融機構更大力度投早、
投小、投硬科技。首筆科技創新貸
款近日已發放，後續其他貸款將陸
續投放。人行與科技部正在組織開
展第二批32萬餘家科技型企業創新
積分評價，遴選企業名單推送給銀
行。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中國最新金融數據（單位：萬億元人民幣）

指標

5月底
M2餘額

M1餘額

M0餘額

人民幣貸款餘額

人民幣存款餘額

首5個月
新增人民幣貸款

新增人民幣存款

社融規模增量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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