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管局與國家發改委
重點合作領域

◆支持中資企業在港發債：拓寬中企融
資渠道，為中企在港發債提供政策便
利和支持。

◆聯合舉辦推廣活動：舉辦和參與推廣
活動，鼓勵其利用香港平台參與中資
跨境融資。

◆推動香港債券市場多元化發展：促進
中企利用香港平台進行綠色和可持續
融資活動；擴大點心債規模；鼓勵發
行人發行創新債券。

金管局與絲路基金
共建「一帶一路」投資平台
◆共同成立「一帶一路」投資平台，雙
方將分階段向平台共同出資不超過
15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其他貨幣。

◆雙方首階段將成立總額不超過10億美
元或等值人民幣的「絲路香港旗艦影
響力基金」，重點投資能源轉型和基
礎設施等領域的項目，並拓展環境、
社會和治理相關主題的投資機會。

◆發揮各自在資金、資訊、技術與管理
上的優勢，共同尋求境內外投資合作
機會，並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
融支持。

基建辦合作夥伴近100家
促「一帶一路」項目投融資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北京簽訂兩項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備忘錄。

金管局昨日（19日）與絲路基金簽訂共建「一帶一路」投資平台合

作框架協議，將共同成立「一帶一路」投資平台，雙方分階段向平

台共同出資不超過15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其他貨幣。而前日（18

日），金管局與國家發改委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舉行期間，簽訂關於支持中資企業跨境融資，以及推動香港債券

市場發展的諒解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中馬果商合作 拓更廣闊銷售市場工行：續深化金融合作助力中非經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今年是共建「一帶一

路」倡議提出10周年，其中高水準建構國際多邊金融合作
平台，是服務共建「一帶一路」資金融通的題中之意，同
時也為內地及香港的金融機構帶來巨大商機，同時也深化
了與共建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
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行期間，中
國工商銀行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該行在21個共建「一
帶一路」國家設立125家分支機構，與143個國家和地區
的1,443家外資銀行建立了業務關係。而在進行申設併購
的同時，該行也透過參股南非標準銀行間接涵蓋非洲20個
國家。今年該行與南非標準銀行互利共贏的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已走過15個年頭，推動對非洲近30個國家超過200億
美元投資，成為中外金融合作的典範，未來雙方也將持續
強化策略協同，為全面深化中非經貿合作貢獻力量。

發BRBR綠債已籌逾140億美元
在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該

行在中國人民銀行指導下，主導成立了「一帶一路」銀行間
合作機制（BRBR）。BRBR機制致力於推動各成員及觀察
員機構在專案融資、綠色金融、金融科技、普惠金融、風險
管理、資本市場、人員培訓等方面進行務實合作，深化經驗
交流與資訊分享，實現互利共贏。6年多來，BRBR機制成員
及觀察員由最初28個國家和地區的45家機構發展到71個國
家和地區的164家機構，涵蓋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多邊
開發機構、保險機構、證券公司 、金融基礎建設、研究機

構等多元主體，合作「朋友圈」不斷擴容。 截至目前，該
行已成功發行7筆BRBR綠色債券，募集資金超140億美
元，其中參與承銷機構60%以上為BRBR機制成員。

跨境支付結算服務擴至「一帶一路」
作為全球第一大人民幣業務銀行，該行近年來推動「外

匯業務首選銀行」策略，積極推動銀行間市場開放及業務
創新，持續豐富外匯交易幣種，支持辦理近30個「一帶一
路」共建國家幣種結售匯、 外匯買賣業務，服務「走出
去」中資企業貨幣兌換及避險需求。 此外，依託自身通達
全球的支付清算網絡，該行更推出「工銀全球付」，為全
球客戶提供一站式跨境支付結算服務。 該產品有效破解了
跨清算、跨監管、跨時區、跨語言、跨幣種等支付清算難
題，目前已推廣至「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和地區，服
務全球超1萬家企業客戶。
同時，該行堅持以創新賦能業務發展，不斷為資金融通
注入新活力，例如依託自由貿易賬戶為跨國企業提供跨國
投融資、全功能型跨國資金池等產品服務，打造「在岸—
跨國—離岸」新型跨國金融服務體系；作為首批託管清算
試點銀行，積極參與債券「南向通」業務，為投資者提供
跨境託管、資金清結算、貨幣兌換等全面服務；創新開拓
「數貿e聯通」「智慧貿金平台」、「清關雲管家」等產
品，推動與跨境電商的跨境支付業務合作；在阿聯酋、泰
國等地積極參與多邊央行數位貨幣橋計劃試點，協助人民
幣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帶來商貿互聯互
通。東南亞沿線國家的熱帶水果廣受
內地居民歡迎，在內地從事水果銷售
和加工的天韵國際（6836）宣布，與馬
來西亞熱帶水果生產商「Tuah Tacu-
nan Sdn Bhd 私人有限公司」達成戰
略合作協議，雙方同意於熱帶水果銷
售及水果加工方面建立全面戰略合作
關係，建立強大的新鮮熱帶水果及上
下游供應鏈系統，延伸集團產業鏈。
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楊自遠表示，
「一帶一路」倡議已提出10年，充分
感受到「一帶一路」給集團帶來更多
的便利，同時還受惠於2022年3月18
日起，對馬來西亞生效實施的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的關稅優惠，雙方的合作在市場中將
更具競爭力。
根據協議，Tuah Tacunan 種植的包
括貓山王榴蓮、椰子、紅毛丹、菠蘿
等一系列熱帶水果拓展至更廣闊的銷
售市場，集團亦將協助Tuah Tachu-
nan 管理位於沙巴州超過3,400英畝的
農田發展熱帶特色水果種植，建立水

果加工產品生產基地，並將其部分新
鮮水果引入至集團現有水果加工產品
體系當中。
楊自遠稱，目前集團集中於進口經
加工的熱帶水果成品，亦正就熱帶新
鮮水果進口進行研究及市場調研。是
次與馬來西亞公司成功簽訂戰略合作
協議，正正為日後進口熱帶新鮮水果
做好全面準備。

商貿條件便利助業務發展
他指出，集團有多年進出口加工水
果製品的經驗，接下來即將開展的新
鮮水果進出口工作已奠下良好基礎，
「一帶一路」亦為集團創造越來越便
利的商貿條件，相信未來鮮果進出口
業務會越來越便捷、快速。
此外，雙方也會在產品研發方面建
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包括新鮮水果的
品種開發、水果加工產品的研發等，
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更新鮮的熱帶
水果及加工產品。雙方亦將在技術、
管理、品牌等多方面加強合作，強強
聯手產生協同效應，以進一步提升雙
方的市場地位。

◆金管局與絲路基
金昨在北京簽訂共
建「一帶一路」投
資平台合作框架
協議。人民銀行行
長 潘 功 勝 （ 左
三）、陳茂波（右
三）及余偉文（右
二）一同出席儀
式。

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先聚焦能源轉型基礎設施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金管
局昨與絲路基金簽訂共建「一帶一路」
投資平台合作框架協議，其實金管局多
年來透過不同方面去參與「一帶一路」
發展，如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FFO）在2016年中成立平台，匯聚
主要參與者共同促進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投融資，目前合作夥伴已接近100家。
就本港未來可以如何把握「一帶一
路」機遇，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上月出席
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時就表
示，10年來「一帶一路」在實現促進
亞非歐互聯互通、投資和長期發展的目
標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惟現時仍面臨
許多挑戰，如氣候變遷，因此永續投資
正在成為主流，而香港作為亞洲領先的
國際金融中心和綠色金融中心，完全有
能力將所需的投資引導至亞洲及「一帶
一路」國家的永續計劃。

續組團訪中東 推動綠色領域合作
他又指本港正採取措施透過監管和財
政激勵措施，並在外匯基金投資方面以
身作則，支持永續金融生態系統的進一
步發展。余偉文當時亦預告今年剩餘時
間將計劃舉辦更多活動，同時亦組團訪
問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推動對話與合作，特別是在
綠色和永續發展領域。
翻查資料，外匯基金於2009年開始
透過「長期增長組合」投資私募股權和

房地產，令外匯基金資產更多元化，分
散傳統資產的投資風險，提高外匯基金
的長線回報。而「長期增長組合」自
2009年開展投資至2022年 9月底的內
部回報率年率為13%。

外匯基金「長期增長組合」回報佳
對於外匯基金會否在「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投資，金管局在2018年《匯
思》亦曾提及，回應外界關注會否與
國企合作，當時局方指「一帶一路」
沿線80多個國家地區，當中包括已發
展地區和新興市場，也是對基建設施
需求殷切的地區，不少更是國際投資
者看好的地區，故此有機會投資於這
些地區是很正常的事，不過外匯基金
當時尚未與任何國企合作投資基建項
目，但它們有不少是在海外基建項目
擁有成功投資、建設和營運經驗的企
業，也是很多國際投資者希望夥拍的
對象，自然是外匯基金的潛在合作夥
伴。
金管局強調，外匯基金「長期增長組

合」投資的着眼點在於個別項目商業上
是否可行、投資回報是否合理、風險是
否可控。每個潛在項目，不論位於何
地、合作企業是何性質，都必須通過嚴
格、專業、客觀的盡職審查和風險管理
機制和程序，因此固然要審慎選項、嚴
格把關，但也不宜不必要地自我設限，
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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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早在北京出席並見證金管局

與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絲路基
金）簽訂共建「一帶一路」投資平台
合作框架協議儀式。在合作框架協議
下，金管局與絲路基金將共同成立
「一帶一路」投資平台，雙方將分階
段向平台共同出資不超過150億元人
民幣或等值其他貨幣。
金管局與絲路基金將發揮各自在資
金、資訊、技術與管理上的優勢，共
同尋求境內外投資合作機會，並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支持。
在首階段，雙方將成立總額不超過
10億美元或等值人民幣的「絲路香
港旗艦影響力基金」，重點投資於能
源轉型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項目，並
拓展環境、社會和治理相關主題的投
資機會。

陳茂波余偉文拜會人行潘功勝
在出席簽訂儀式前，陳茂波在金管
局總裁余偉文的陪同下拜會了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就宏觀經濟情
況、金融管理和發展等議題交換意
見。
數據顯示，從 2017 到 2022 年，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港設立的地
區總部數量，從83家增長一倍到168
家，年均增長逾15%。香港對共建國
家的直接投資，也從700億美元增長
70%，到2021年的1,200億美元，年
均增長亦接近15%。跨境貿易結算的
人民幣匯款總額，亦從3.9萬億元人
民幣，增長超過一倍，達到9.3萬億
元人民幣。連串數據反映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的巨大增長潛力，香港與
絲路基金共同成立「一帶一路」投資
平台，將會進一步推動本港的相關投
資活動。

發改委與金管局簽諒解備忘錄
此外，金管局與國家發改委前日亦

就支持中資企業跨境融資、推動香港
債市發展簽訂備忘錄。諒解備忘錄由
發改委副主任叢亮與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簽署。根據諒解備忘錄，發改委與
金管局同意加強交流與合作，充分發
揮香港獨特的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
助力中資企業跨境融資。

支持中企在港發債 拓融資渠道
余偉文表示，香港一直是內地企業
首選的離岸融資平台，這次諒解備忘
錄的簽訂，有助於香港更積極發揮國
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助力內地企
業拓寬跨境融資渠道，他說，「我們
感謝發改委支持和推動香港債券市場
多元化發展，並期待與發改委緊密合
作，更好支持內地企業跨境融資活
動。」
根據備忘錄，金管局與發改委的重
點合作領域包括：一，支持中資企業
在港發債，為拓寬中資企業融資渠
道，在符合相關金融市場規範及金融
領域監管的基礎上，為符合條件的中
企在港發債，提供政策便利和支持。

合辦推廣活動 促港債市多元化
二，聯合舉辦推廣活動：雙方將聯
合舉辦和參與推廣活動，如研討會、
宣講會、高層論壇等，以增進市場參
與者對中資境外債相關政策規定的了
解，鼓勵其利用香港平台參與中資跨
境融資。
三，推動香港債券市場多元化發
展：發改委與金管局將聯合推動香港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市場，以及點心債
市場的發展。雙方將促進中企利用香
港平台進行綠色和可持續融資活動，
並利用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的優勢，擴大點心債規模、提高點心
債流動性，豐富相關人民幣業務範
疇。雙方亦將聯合推動香港債市創
新，鼓勵發行人發行創新債券，豐富
產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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