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陳少文

2024年10月23日 星期三A 13 經濟

外資追捧人民幣資產 持債4.5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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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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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債市僅4% 外匯局：收益吸引料比例續升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就今年首三季外匯收支數據情況舉行發布會。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李紅燕表示，2024年以來，跨境資金流動趨向
均衡，外匯市場呈現較強韌性，市場預期和交易總體理性有序。人民
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近一段時期，外資配置人民
幣資產總體呈現良好勢頭。目前，外資在中國股市、債市的佔比在3%
至4%左右，受多重有利因素支撐，還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李紅燕介紹說，2024年以來，全球經濟金融形勢複雜多變，地緣
政治風險上升。中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
度，國民經濟總體平穩、穩中有進，跨境資金流動趨向均衡，外
匯市場呈現了較強韌性，市場預期和交易總體理性有序。
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李紅燕還表示，今年首三季，中國外匯收支
狀況主要呈現五方面特點：一、跨境資金恢復淨
流入；二、結售匯趨向基本平衡；三、近期結
匯率有序回升、售匯率穩中有降，企業結售匯意願保持理
性；四、外匯市場交易比較活躍；五、外匯儲備規模保持
基本穩定。

「下一步，國家外匯局將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
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 李紅燕強調，國家外
匯局將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扎實高效做好
外匯領域促改革和防風險各項工作，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
濟的支持力度，促進經濟持續回升向好。

A股向好 外資增配股票
今年以來，外資持續淨增持境內債券，近期境內股市

上漲也帶動了外資配置境內股票增多。談及對於未來外資
配置人民幣資產的展望，李紅燕表示，近一段時期，外資
配置人民幣資產總體呈現良好勢頭，今年人民幣債券的綜
合收益率保持良好，吸引境外投資者增配人民幣債券。

官方數據顯示，外資持有境內人民幣債券的總量超過
6400億美元（約4.55萬億元人民幣），處於歷史高位。從
存量結構來看，境外央行、商業銀行等穩健型投資者是主
要持有機構，並且投資國債、政策性金融債等中長期債券
的比例比較高，投資穩定性比較強。此外，受境內股市上
漲帶動，9月下旬以來，外資淨購入境內股票總體增加，外
資配置人民幣資產的意願進一步增強。

李紅燕強調，目前，境外投資者投資境內的資本市場
總體處於起步階段，持有人民幣資產的規模和比重不算
高，外資在中國股市、債市的佔比在3%至4%左右，受多
重有利因素支撐，還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人民幣國際影響力增強
她指出，今年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序推進，近期一

攬子增量政策相繼落地，經濟長期向好的發展態勢將繼續
鞏固。另外，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穩步推進，為外資提
供一系列投資渠道，境內資本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有望繼
續增強。最後，人民幣資產具有非常好地分散風險的多元
配置效果，提供良好投資價值，人民幣在全球跨境交易使
用中的佔比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逐步增強，是全球投資
者多元化資產配置的重要選擇。

總體看，李紅燕指出，外資配置人民幣資產有助於豐
富境內市場參與主體、提高市場的流動性，促進境內資本
市場更加活躍和國際化發展。外匯局將不斷提高投資便利
化，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積
極支援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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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增配人民幣資產
三大利好因素

•中國經濟基本面穩中向好，提供良好的
宏觀環境

•中國完善高水平開放，提供了良好的政
策環境

•人民幣資產具有非常好地分散風險的多
元配置效果，提供了良好投資價值

大公報製表

【大公報訊】經過早前急升後，港股近期
處於整固。恒指昨日反覆升20點，收報20498
點，但10天線跌穿20天線。資金入市積極性繼
續轉弱，主板成交額1548億元，較上日減少
407億元或20.8%。內地資金同樣出現退潮現
象，港股通買入額330.34億元，較上日減少
174.24億元，淨買入59.06億元，較上日減少
65.24億元。

華贏東方證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指出，港
股已回調早段升浪的50%，現階段處於 「打

底」 狀況，完成整固後將會再展一段升浪。她
強調，目前港股處於牛市一期，只是後市未必
會複製上月急升狀況。值得留意的是，美國總
統大選將於11月上旬舉行，在大選得出結果
前，資金入市態度不會過於進取。

汽車股跑贏 吉利飆7.1%
另外，瑞銀就中國經濟及美國大選設定四

個可能情景。情景一，內地推出大規模財政刺
激政策，經濟轉好，消費者信心恢復，樓價觸

底；哈里斯勝出，維持中美貿易政策。屆時濠
賭股、互聯網股、內需股將跑贏大市。情景
二，內地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經濟轉
好，消費者信心恢復，樓價觸底；但特朗普勝
出，向中國貨品加徵進口稅。屆時互聯網股、
部分消費股將跑贏大市。

情景三，內地新措施未包含向低收入人
士、消費者提供補貼；哈里斯勝出。屆時香港
電訊、香港公用、香港運輸股將跑贏大市。情
景四，內地新措施未包含向低收入人士、消費
者提供補貼；特朗普勝出。屆時電訊、公用等
防守性股份將跑贏大市。

個股方面。汽車股跑贏大市，吉利汽車
（00175）股價升7.1%，報13.64元，是表現
最佳藍籌股。理想汽車（02015）上周銷售達
1.21萬輛，連續26周成為中國市場新勢力品牌
銷量第一，昨日股價升5%，報101元。乘聯會
數據顯示，10月份首13日，乘用車市場零售
82.3萬輛，按年增加20%，按月增加17%。其
間新能源市場零售40.8萬輛，按年增加64%，
按月增加8%。

港股好淡爭持 分析料整固後再上

【大公報訊】新股市場逐漸回暖。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目前港交所
（00388）正處理約100間公司的上市申請，早
前有關優化新上市申請審批流程時間表的聲
明，能為發行人及中介提供更加清晰的規劃，
相信監管部門的時間確定，有助發行人把握合

適的上市時機，強調吸引不同公司來港上市的
工作從未停止。

投資移民累收600宗申請
至於今年3月啟動的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 ，許正宇指出，推出至今已處理約600宗申

請，若全部通過將為本港帶來200億元資金。
施政報告優化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 ，容許投資住宅物業。許正宇表示，相
關決策有考慮到市場影響和需求，也能與
吸引家族辦公室來港的安排形成更加良
好的互動。

許正宇：優化IPO審批 有助吸引公司上市

經濟穩定增長 新興產業具競爭力
對於今年首三季

中國外匯收支 「成績
單」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後研究
員郭寒冰對《大公報》表示，外匯數
據展現了波動下的穩定收支，彰顯中
國經濟的韌性及活力。

外資配置人民幣資產趨勢良好。
郭寒冰指出，中國金融市場與全球市
場持續融合是機遇與挑戰並存，中國
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是吸引外資的關鍵
因素。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興產
業領域，中國企業展現強大的競爭
力，吸引跨國機構對相應產業鏈直接

投資。挑戰方面，外資的大量流入，
可能導致資產價格波動加劇。

推創新金融產品 選擇更廣
對於外資在中國股市和債市佔比

上升空間的話題，郭寒冰認為，未來
外資在中國市場佔比上升空間巨大。
在機制方面，隨着中國資本市場註冊
制的全面推行，吸引更多外資長期投
資。產品方面，中國不斷創新金融產
品，如綠色債券、科技創新債券等，
為外資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擇。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汽車股昨日造好

股份

吉利汽車（00175）
理想汽車（02015）
長城汽車（02333）
小鵬汽車（09868）
廣汽集團（02238）
蔚來 （09866）

昨收
（元）

13.64
101.00
13.66
42.35
2.76
40.60

變幅
（%）

▲7.1
▲5.0
▲3.2
▲2.8
▲1.8
▲1.6

【大公報訊】A股昨日表現反覆，早盤
低開後反彈，午後再下探，尾盤拉升。滬綜
指、深成指分別升0.54%及0.85%，收報
3285點及10559點，兩者同樣連升3個交易
日。滬深兩市昨日合計成交額1.91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

盤面上，傳媒板塊、農業板塊、食品飲
料、醫藥股活躍，多隻股份漲停。券商板塊
午後異動，天風證券漲停，錦龍股份等走
高；稀土板塊崛起，中科磁業漲超10%。此
外，跨境支付、軟件、中船系、光伏等板塊
跌幅居前。另外，據Choice數據統計，A股
昨日主力資金淨流出541.93億元；行業方
面，文化傳媒淨流入居首，為32.35億元，食
品飲料淨流入13.2億元，農林牧漁淨流入
7.81億元；淨流出金額最多的是信息技術，
為263.82億元，電子設備淨流出164.94億
元，金融淨流出36.22億元。

華安證券表示，市場成交量仍然維持在
較高狀態，且場外資金也較為充裕，市場不
存在大跌風險，配置機會上繼續沿着結構性
積極把握。短期內增量政策出台概率較低且
基本面邊際變化不大，預計A股繼續在新中
樞上延續震盪。配置重視業績超預期、景氣
支撐或政策潛在催化方向，重點關注成長板
塊如電子、通信、電新、軍工，景氣支撐或
政策潛在催化部分消費品如家電、汽車、醫
藥、農牧。

匯金今年發債2070億創新高
此外，外電引述知情人士稱，中央匯金

日前分別增發150億元24匯金MTN007、90
億元的24匯金MTN006的中期票據。上述中
期票據完成發行後，匯金今年累計發行債券
達2070億元，創年度紀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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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全球支付佔比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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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
副局長李紅燕表示，

今年首三季，中國結售匯總體呈現逆
差，主要是第二季逆差擴大；第三季
重新回到均衡水平，其中9月份恢復順
差，結匯上升、售匯基本穩定。中國
結售匯趨向基本平衡。

國家外匯局數據顯示，今年首三
季度，銀行累計結售匯逆差8646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結匯11.91
萬億元，售匯12.78萬億元。9月份，
銀行結售匯錄順差3412億元。其中，
結匯1.68萬億元，售匯1.34萬億
元。李紅燕指出，近期結匯率有序回
升、售匯率穩中有降，企業結售匯意
願保持理性。

外債餘額半年增4%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

賈寧分析中國外債時表示，截至6月末
外債餘額2.54萬億美元，較2023年末
增加971億美元，增幅4%。他稱，外
資穩步配置人民幣債券，上半年淨增
持規模處於歷史高位，帶動債券類外
債增加近900億美元，是外債回升的
主要推動因素。另一方面，隨着美聯
儲減息預期上升，境內企業和銀行等
主體償還外債節奏趨緩，存貸款、貿
易信貸等融資型外債止跌回升，上半
年增加80多億美元。從初步統計數據
看，第三季外債規模總體穩定。

李紅燕同時強調，將持續監測評
估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和主要發達經濟
體的貨幣政策動向，不斷地積累和總
結應對經驗，豐富政策工具箱，適時
開展逆周期宏觀審慎調節，切實維護
外匯市場穩定運行。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結售匯趨平衡 上月恢復順差
重回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