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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局昨日公布，外匯基金
上季虧損201億元，主要受外匯投資所
拖累。全年計，2024年外匯基金投資
收入2190億元，較2023年的2260億元
減少3.1%，卻是有紀錄以來投資收入
第五高的年份。期內債券及股票均有
斬獲，唯外匯投資因美元強勢下蝕356
億元。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全球
金融市場不明朗因素依然存在，利率
政策繼續會是市場焦點，外匯基金將
繼續防禦性部署，維持高流動性、縮
短債券年期及繼續多元化投資。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外匯基金去年錄得2190億元的
投資收入中，債券投資為主要收入
來源，錄得1356億元收入；其次為
其他股票，錄687億元收入；香港股
票收入錄得218億元及其他投資收入
285億元。外匯投資是唯一 「見紅」
的資產，錄356億元虧損。去年外匯
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為5.3%，其中
「投資組合」 回報率為7.2%，而
「支持組合」 為4.1%。至於2009
年開始透過 「長期增長組合」 投資
另類資產，該組合自成立至2024年
9月底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
11.5%。

外匯損手 基金上季蝕201億
雖然外匯基金去年取得不俗的

表現，但單算第四季則錄得201億元
虧損，主要由於香港股票及外匯投
資 「見紅」 ，分別錄得67億元及
274億元虧損。余偉文表示，2024
年環球金融市場表現大致良好，主
要股票市場於2024年升幅顯著，當
中美國股市在經濟和通脹基調大致
向好，以及在人工智能熱潮背景
下，首三季升幅尤其突出。不過第
四季市況因憂慮通脹升溫及債息上
升等而變得波動，並從高位回落，
投資者亦轉趨審慎。

內地和香港股市方面，他指
出，受惠於內地在第三季出台的一
系列刺激經濟和股市的政策措施，

投資者信心有所好轉。然而市場認
為，在實體經濟增長依然不明朗的
情況下，兩地股市於第四季回軟。
儘管主要央行大致確立減息的大方
向，但減息的節奏和幅度在年內出
現多次轉變。

他表示，及至第四季，市場開
始注視美國來年的財政政策，美國
國債收益率季內大幅上升，債價受
壓。

此外，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於
2024年，特別是第四季，因為息口
走勢和美國經濟的相對表現而走
強，使非港元資產出現賬面匯兌損
失。這些因素導致外匯基金整體在
第四季的投資表現錄得輕微的下
調。

貿易與地緣摩擦 影響實體經濟
對於今年外匯基金表現，余偉

文指出，全球金融市場的不明朗因
素依然存在，利率政策繼續會是市
場焦點。若主要經濟體之間出現貿
易摩擦或地緣政治局勢升溫，不單
會影響實體經濟活動，亦可能為金
融市場帶來波動。

面對上述挑戰，他表示，金管
局會繼續堅守 「保本先行、長期增
值」 的原則，並會作出適當的防禦
性部署，並維持高流動性，亦會持
續多元化投資，致力提高外匯基金
的長期投資回報。

2025年1月28日 星期二

責任編輯：譚澤滔 美術編輯：莫家威

【大公報訊】政府統計處昨公布，
上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2%，
升幅優於市場預測，並連升10個月，惟
進口表現由升轉跌。2024全年合計，商
品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8.7%，商品進
口貨值上升6%，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3797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7.7%。

與前年同期比較，上月輸往亞洲的
整體出口貨值上升9.6%，當中對越南的
出口貨值升49%，菲律賓升33.8%，中
國 內 地 升 14.9% 。 輸 往 印 度 （ 跌
33.2%）和泰國（跌16.3%）的整體出
口貨值則錄得跌幅。

除亞洲目的地以外，輸往其他地區
的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

跌幅，尤其是英國（跌28.1%）、荷蘭
（跌23.6%）和美國（跌15.2%）。

政府發言人表示，上月商品出口貨
值按年繼續增長。輸往內地的出口明顯
擴張，輸往歐盟的出口轉升。輸往美國
的出口進一步下跌。同時，輸往其他主
要亞洲市場的出口表現參差。

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外圍的不確定
因素，特別是貿易摩擦，可能會壓抑香
港的出口表現。不過，國家推出多項提
振內地經濟措施應能提供支持。政府會
密切留意情況。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表示，
去年出口上升，主要是由電子產品出口
強勁復甦所帶動。雖然出口前景充斥不
明朗因素，但隨着港商持續開拓新市

場，例如近年經濟快速增長的越南，他
對香港出口仍感樂觀。

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溫
嘉煒表示，本港上月出口增長回升，主
要由於輸往最大外貿地區中國內地的出

口增長加快，抵銷部分地區如美國、印
度及阿聯酋等地的跌幅。出口商在過去
數月或因歐美國家計劃對華加徵關稅而
提前出貨的因素，亦可能已大致消化，
導致輸往美國的出口跌幅擴大。中美貿

易關係前景不確定性增加，預料會
繼續為香港外貿表現帶來挑戰。

溫嘉煒續稱，內地有望推出更
多具體措施刺激內需，或有助帶動
內地需求，加上新興亞洲地區經濟
表現強勁，可望抵銷部分負面因
素。他估計本港今年出口增長或出
現停滯。

港上月出口超預期 實現十連升

余偉文：全球市場未明朗 續採防禦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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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金融市場不
明朗因素依然存在

•美國新一屆政府政策
可能為通脹走勢帶來
變數

•貿易摩擦或地緣政治
局勢升溫可能為金融
市場帶來波動

•金管局會繼續堅守
「保本先行、長期增
值」 原則

•今年外匯基金多作防
禦性部署，維持高流
動性、縮短債券年期
及多元化投資

•外匯基金條例第8條
容許財政司司長調撥
款項

•外圍不明朗下，調撥
款項或引起市場不理
想反彈

六港銀與建築界協商 幫忙紓解財困
【大公報訊】香港銀行公會昨公

布，因應建築業界的近期發展，滙豐、
中銀香港、渣打香港、恒生銀行、東亞
銀行、星展香港這六家成員銀行，同意
先行先試，在公平原則下，共同協商客
戶財務安排，以達至協助客戶解決財政
困難的目標。

銀行公會在聲明中表示，公會鼓
勵客戶面臨突如其來的流動性壓力時，
主動聯絡相關的貸款銀行，保持透明及
互動的溝通，提供有關資料，讓銀行可
以更適時了解企業的實際情況。銀行會
按照個別客戶情況，在可行的空間下，
盡量作彈性處理，以減輕客戶資金流動

性的壓力。

成立專責小組 扶持中小企
公會指銀行業界一直為不同行業

客戶，包括建築業客戶，提供支持措
施，包括延長還款期限，以至還息不還
本等，與各行各業穩步同行，推動香港
的經濟發展。銀行公會及銀行業界將繼
續落實金管局的各項支持中小企措施，
協助中小企應對各種營運挑戰，以及於
數碼和綠色方面的升級轉型和拓展跨境
業務。

銀行公會及業界一直支持中小企
發展，去年與金管局共同成立 「中小企
融資專責小組」 ，加強與不同界別的溝
通，務求更加及時了解中小企的融資及
其他銀行服務的需求。

金管局對六家銀行公布的安排表
示歡迎，同時鼓勵其他 「中小企融資專
責小組」 的參與銀行，採用類似彈性安
排，繼續向不同行業的中小企提供適切
措施，支持實體經濟穩步發展。


恒生九年多收客戶款項 被罰6640萬

【大公報訊】香港證監會昨日譴
責恒生銀行，並處以罰款6640萬元，
原因是恒生於2014年2月至2023年5月
這九年間的多個時段內，在銷售集體投
資計劃和衍生產品方面犯有嚴重的監管
缺失，並向客戶多收款項，及沒有向他
們充分披露金錢收益。

事件中合共有111個客戶賬戶被發
現在關鍵期間內執行了100宗或以上的
集體投資計劃交易。雖然大部分交易都
被聲明為客戶的 「自選」 交易，但實際
上有46名客戶是在其客戶經理作出招

攬或建議行為的影響下而作出交易。
此外，在2014年2月至2018年12

月期間，388名沒有被恒生分類為對衍
生工具的性質和風險具備知識的客戶，
合共有629宗購買衍生工具基金的交
易，其中148宗交易涉及的產品風險水
平，高於這些客戶的風險承受水平。

恒生銀行發言人回應說，非常重
視有關事件。正如公告指出，有關問題
在早年發生，恒生亦已即時採取措施，
予以全面糾正。恒生也積極與證監會及
金管局合作，並接受監管機構的決定。

基金額外撥款庫房 或引負面猜測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連續三年

出現千億財赤，市場關注外匯基金能
否支付更多予財政儲備。金管局總裁
余偉文表示，自2007年開始，外匯基
金根據過往六年的平均年度回報率支
付予財政儲備，有關方法可具預測性
且給予特區政府穩定收入，暫未看到
需要改變。他坦言，外匯基金條例第
8條容許財政司司長調撥款項，但外圍
不明朗，調撥款項或引起市場不理想

反彈。
2024年外匯基金支付予財政儲備

存款與特區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
的息率為3.7%，2024年相關費用分別
為132億元及157億元。外匯基金資產
負債表摘要顯示，外匯基金的總資產
增加659億元，由2023年底的40165
億元，增加至2024年底的40824億
元。於2024年12月底，外匯基金累計
盈餘為7316億元。

余偉文表示，外匯基金條例第8條
列明，凡財政司司長從外匯基金轉撥
款項，要確保外匯基金保護香港金融
及貨幣市場的能力不受影響，現時環
球不明朗，不知未來會有什麼變數，
要有足夠 「子彈」 應對狀況，若動用
外匯基金，撥款予財政儲備，不知會
否影響市場信心。他強調，從外匯基
金轉撥款項一定要詳細考慮，以免引
起市場不理想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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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外匯基金2024全
年錄得投資收益2190億元，是歷來
第五佳，當中近62%收益來自債券投
資。債務資本市場人士指出，美國現
時的國債利率逾4厘，相對過往20年
水平是 「非常高」 ，對外匯基金非常
有利，因外匯基金投資組合內大部分
是債券，基本上 「唔會蝕」 。

他形容外匯基金去年賺2000多
億是 「被動收入高」 ，而不一定是管
理得好，表現實為 「中規中矩」 。展
望2025年，他預期美國國債利率
「好大機會維持在較高水平」 ，意味
外匯基金可繼續享受豐厚的利息收
入，預料整體投資組合可錄得過千億
元收益。

外匯基金的外匯估值在2024年
第4季及全年均錄得不利變動，分別
錄得賬面虧損274億和356億元。銀
行界人士解釋，主要是美元去年走
強，令其他非美元下跌，外匯基金所
持有的非美元資產在換算至美元時，
會產生賬面虧損。以美元指數為例，
去年底報108.5，按年升逾7%。

外匯基金各分類去年投資表現
投資類別

債券
香港股票
其他股票
外匯

其他投資
投資收入/（虧損）

資料來源：金管局

全年（按年變動）

1356億元（-6.29%）

218億元（虧轉盈）

687億元（-6.66%）

（356億元）（虧損擴大）

285億元（+20.25%）

2190億元（-3.1%）

第四季

113億元
（67億元）
27億元

（274億元）
--

（201億元）

第三季

664億元
219億元
182億元
81億元
144億元
1290億元

第二季

328億元
89億元
115億元

（115億元）
61億元
478億元

第一季

251億元
（23億元）
363億元

（48億元）
80億元
623億元

余偉文言論重點

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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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年賺2190億 史上第五高

▲外匯基金去年錄得
2190億元的投資收入
中，債券投資為主要
收入來源。

▶余偉文（中）表示，今年繼續多
元化投資。旁為金管局副總裁阮國
恒（左）、李達志（右）。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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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債息高企
今年可再賺千億

◀本港去年出口升8.7%，進口則升
6%，錄得有形貿易逆差3797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