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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穩增長，財政政策發

力，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

快政府債券發行使用。財政部副部

長許宏才昨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

風會上表示，今年地方專項債發行

進度明顯快於往年，用於項目建設

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額度已全部下

達。同時，今年擴大專項債使用範

圍，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

設施、創新基礎設施在內的新基

建，糧食倉儲物流設施等項目，將

作為專項債券支持重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一主持召開
經濟形勢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負

責人座談會稱，要增強緊迫感，抓緊
落實退稅減稅降費、金融支持實體經
濟專項債發行使用、重點項目開工建
設，上半年要大頭落地，形成更多實
物量。

第二批額度9月底前全部發行
據許宏才昨天在會上介紹，去年12
月，財政部提前下達地方2022年新增
專項債券額度1.46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大部分已發行完畢，截至2022
年3月末，各省份基本都已組織開展
了提前下達額度的發行工作，累計發
行約1.25萬億元，佔提前下達額度的

86%。3月30日，財政部又向各地下
達了剩餘的新增專項債券限額。目
前，各地正抓緊履行預算調整程序，
將新下達限額盡快分解至市縣。財政
部預算司負責人、政府債務研究和評
估中心主任宋其超說，對3月底分配
下達的第二批額度，會盡快啟動發行
並在今年9月底前全部發行完畢。
許宏才說，各地已儲備7.1萬個地
方專項債項目，目前正按照「資金跟
着項目走」的要求，抓緊將新增限額
對應到符合條件的項目上，同時進一
步壓實主管部門和項目單位責任，要
求加快資金使用，強化資金管理，確
保專項債券實際使用形成的投資規模
大幅增加，及早發揮作用。他說，疫

情對發債工作會有一些影響，但會想
盡一切辦法把影響降到最低。

專項債續重點用於九大領域
為了讓地方專項債更好地穩投資，

宋其超在吹風會上表示，今年專項債
券投向領域總體保持穩定，繼續重點
用於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
利、生態環保、社會事業、城鄉冷鏈
等物流基礎設施、市政和產業園區基
礎設施、國家重大戰略項目、保障性
安居工程等九大領域。同時結合經濟
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進行優化調整，
合理擴大了專項債券使用範圍。
宋其超表示，今年專項債加大惠民
生、解民憂等領域投資，地方政府補

報了一批城市管網建設、水利等重點
項目。同時，圍繞新基建等加大支持
力度，財政部研究將具有公益性且有
一定收益的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
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作為專項債支持
重點。

重點支持糧食倉儲物流設施
另外，做好農業農村領域項目儲

備，將糧食倉儲物流設施作為專項債
券支持重點，支持重要農產品特別是
糧食供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宋其超還稱，繼續實施專項債券投
向領域負面清單管理，嚴禁將債券資
金用於樓堂館所、形象工程和政績工
程以及非公益性資本支出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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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昨天兩新股海創藥業
(688302)和唯捷創芯(688153)在科創板掛牌，
但首日即雙雙大幅「破發」。事實上，科創
板新股今年以來表現欠佳，不僅已有多隻新
股首掛破發，上證科創板50成份指數已向下
擊穿1,000點的初始基準點數。有分析人士認
為，定價過高、首次公開募股（IPO）標的
供給增多以及大市頹弱，是科創板成為破發
「重災區」的諸多推手。

兩新股昨首掛跌逾30％
海創藥業昨日開盤價為41元(人民幣，下

同)，之後一路走疲，最終收報30.1元，比
42.92元的發行價下跌30%。
公司在招股說明書中提示，其核心產品仍

處於臨床階段，公司尚未盈利並預期持續虧
損，且仍需持續較大規模的投入在研管線的
研發，並稱無法確保核心產品通過臨床 III期
試驗並取得上市批准，其上市存在不確定
性。公司募資額約為10.6億元。
走勢相似的唯捷創芯，昨以46元開盤，最

低見42元，收報42.6 元，相比66.60元的
IPO發行價跌達36%。唯捷創芯在招股書中
也提示投資者，其營業收入可能有無法持續
高速增長、盈利水平同時受到影響的風險，
並提示其毛利率仍低於境內同行業上市公司
和境外領先廠商。該公司在2021年度仍未實

現盈利，本次IPO募資額為26.7億元。
近日多隻科創新股破發，無獨有偶，通用

電子測量儀器製造商普源精電(688337)，上周
五首掛收盤跌幅達34.7%。據悉該股發行價
格對應市銷率為20.85倍，高於可比公司同期
平均數。

上月新股首掛破發率逾61%
而在今年1月，「阿里系」芯片製造公司
翱捷科技(688220)在科創板首秀即大幅破發，
目前較發行價跌幅深達61%。
截至本周一科創板共有407家上市公司，

總市值4.3萬億元，平均市盈率約為52倍。
消息指部分科創板和創業板股票由於估值過
高等原因，在上市首日出現破發，3月科創板
新股上市首日破發率達到61.54%，今年以來
主板上市新股未發生上市首日破發現象。

業界：打新不再穩賺不賠
華西證券財富管理部的鄭梓淳也稱，打新

不再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了，從長期來
看，A股打新紅利消失將是未來的發展趨
勢。
科創50指數本周一已大跌3.8%，向下擊穿

1,000點的初始基準點數，並已連跌六個交易
日；指數昨小幅反彈0.6%，但年初迄今的跌
幅仍近30%，大幅跑輸同期滬綜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昨日中國資產全線拉升，離岸人民
幣、國債期貨也走勢向好。經周一深度
調整後的A股也一改頹勢，早盤還呈弱
勢震盪，午後突然直線向上，三大指數
迅速翻紅。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213點，漲46

點或1.46%；深成指報11,756點，漲236
點或2.05%；創業板指重返2,500點關
口，報2,523點，漲61點或2.5%。兩市
共成交9,164億元（人民幣，下同）。外
資亦積極加倉，北向資金午後加速進
場，終結連續4日淨賣出態勢，全天淨
買入91億元。
文化和旅遊部印發《關於進一步調整

暫退旅遊服務質量保證金相關政策的通
知》提出，為支持旅行社行業紓困發
展，旅行社可全額暫退保證金或暫緩交
納，補足保證金期限延至2023年3月31
日。旅遊酒店板塊暴漲8%，張家界、西
安旅遊、凱撒旅業、首旅酒店、眾信旅
遊、中國中免等近20股漲停；航空機場
板塊亦跟漲近7%，吉祥航空漲停，上海
機場漲9%，春秋航空、南方航空、中國
國航漲8%。
另外，中證監、國資委和全國工商聯

周一聯合發文稱，增進價值回歸，穩定
投資者預期，支持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
為穩定股價進行回購；同時引導上市公
司正面回應市場熱點和投資者關切，提
振投資者信心。大市出現反彈的動力，
群益證券研究部經理胡嘉銘認為是中證
監等部門喊話進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發
展，同時3月信貸和社融超預期。

外資回流利好 釀酒板塊升6%
因外資重燃熱情，向來受其青睞的大消

費板塊也乘勢崛起。釀酒板塊升6%，商
業百貨板塊漲5%。日前國家新聞出版署
官網公布2022年4月國產網絡遊戲審批名
單，共45款遊戲獲得版號，這是自2021
年8月以來，時隔8個月，今年首批獲得
核發的國產遊戲版號。A股，遊戲板塊昨
日勁升4%，冰川網絡漲20%，天舟文
化、游族網絡等漲10%。此外，教育、證
券、船舶製造、航運港口等板塊也大幅收
漲。滬深兩市僅化肥、房地產等少數板塊
收跌，陽光城、中交地產、信達地產等一
眾地產股，均逆市重挫。

調查：首季A股投資信心回落
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心、上

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
「2022年第一季度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
社會經濟指數系列」調查指出，今年首季
上海市機構投資者信心指數為106.94點，
環比大降15.27點。在分類指數中，機構
投資者滿意指數由樂觀區域轉為悲觀，環
比下降31.53點；機構投資者期望指數為
79.93點，環比下降19.08點。同期，上海
個人投資者信心指數為91.05點，落入中
性值 100 點以下的悲觀區域，環比降
12.83點；個人投資者滿意指數為35.51
點，較上季度大幅下降25.27點。

香港文匯報訊 多個期限的中美名
義利差在近一個月內相繼出現倒掛，
其中標誌性的10年期國債利差為近12
年來首次倒掛。《中國證券報》引述
多家機構稱，中美利差倒掛可能仍會
持續一段時間，但內地貨幣政策「以
我為主」的取向不會發生變化，未來
可能在工具選擇及操作節奏上更加靈
活精準。

人民幣貶值風險可控
對於投資者最關心的是否會引起人
民幣匯率貶值以及跨境資本流出等問
題，《證券時報》頭版評論文章指

出，機構認為，未來人民幣匯率可能
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但出現大幅貶
值的風險可控。主要因為當前貿易順
差仍處高位，未來即便有所回落，絕
對值仍有望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的
外匯流入可對沖跨境證券投資的波
動；另外是，考慮通脹因素後的中美
實際利差仍可觀。

利差下半年料「回正」
報道引述分析人士稱，中美利差倒

掛或將在短時間內持續，下半年有望
「回正」。面臨外部約束，中國貨幣
政策的重心在於寬信用，結構性貨幣

政策工具將挑起大樑；無須過度擔憂
跨境資金波動。
彭博社認為，考慮到兩國通脹水平

的巨大差異，中國國債以實際殖利率
衡量仍然具有吸引力。據彭博數據，
3月31日經CPI調整的中國10年期國
債實際殖利率約為1.29%，同期美國
10 年期綜合抗通脹國債殖利率
為-0.49%，估算中美10年期國債實際
殖利率之差逼近200個基點。如果中
美均使用名義國債殖利率減去當前
CPI來計算，則實際利差超過600個
基點。
彭博引述Amundi Singapore投資主

管Joevin Teo指出，儘管中美利差明
顯收窄，但中國的實際殖利率仍然是
正的，對投資者來說仍具吸引力；並
且中國和其他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的
分化將繼續。

外資料續青睞中國國債
澳新銀行亞洲研究主管Khoon Goh

也認為，考慮通脹因素後中國國債的
實際殖利率仍有吸引力，預計和納入
指數相關的境外資金和有外匯存底多
元化需求的其他外國央行會繼續買入
中國國債，並對人民幣匯率形成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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