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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派糖」零售官債發700億
未來5年每年總發債逾950億 推進「北都區」及基建

香港的債券發行一直在亞洲處

於領先地位，國際債券的發行量

在亞洲區已連續七年排名第一，

其中由特區政府發行的債券更被

市場視為另類「派糖措施」。新

一份財政預算案預告下財政年度

將發債1,200億元，當中700億

元為零售部分，包括500億元銀

債、200億元綠債及基礎建設債

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

政府發債除了有助推動債市發

展，亦可利用市場資金，推動綠

色及可持續發展和基建項目，

提高市民對基建及可持續發

展項目的「參與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緩Call Loan 信貸擔保延長多兩年

財金界：預算案方向清晰 增復甦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就促進金融發展方面，亦有頗多着
墨，多位財金界人士都認為預算案提供清晰
方向，並同時加強復甦動力，有助鞏固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和首選商務中心的長遠競爭
力。特區政府預計下財年赤字480億元，截
至今年3月底止財政儲備為7,332億元，畢馬
威中國稅務合夥人何家輝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現時政府財政狀况暫時尚算穩
健，故更應善用財政儲備，提升香港競爭
力，把握中長期發展機遇。
何家輝指，政府預計下財年赤字 480億
元，當中包含發債1,200億元，相信明年出
現財赤將難以避免，但看好在政府推出多個
措施後，於2025年至2028年期間可以逐步

恢復至盈餘狀態，他相信政府是考慮到經濟
周期的上下行波動後，判斷2024年仍是「投
資期」，尤其「搶人才搶企業」等措施帶來
正面成果需時顯現，料2025年至2028年將
逐步獲得正回報的時候。

積極促經濟多元化
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認為，預算
案提及銳意推動證券及債券市場更深、更
廣、更蓬勃的發展，通過一系列措施吸引環
球家族辦公室和資產擁有人來港，有助提升
香港作為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優勢。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虹提到，深化互

聯互通機制以及提供更多元化離岸人民幣產
品等，將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深化作為全

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優勢。
另外，銀行公會表示，政府推多項前瞻性

措施全方位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銀公支
持政府增加發債規模和成立「基礎建設債券
計劃」，認為有助債市擴容，也為基建項目
融資，將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日落成。

◆財金界相信預算案有助吸資泊港。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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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金融發展部分措施
◆積極推動引入股票大宗交易、將人民幣櫃台納
入港股通、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納入
互聯互通

◆推動在中東上市追蹤香港股票的指數基金(ETF)
◆延長「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資助計劃」3 年

◆優化家族辦公室基金等的優惠稅制
◆繼續推動跨境信貸資料互通的合作框架
◆協助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可持續匯報和分析數據
◆預留增撥1億元推動和促進金融服務持續發展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延長至2027年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
劃」今年上半年推出

◆繼續舉辦主題式金融論壇，如「國際金融領袖
投資峰會」、「裕澤香江」高峰論壇

◆舉辦 「互聯互通十周年座談會」，並在內地展
開路演

◆與迪拜共同在香港舉辦氣候金融會議
資料來源：2024/25年度財政預算案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特區政府預告2024/25財年將發債1,200億元，當中為長者投資者而設的銀色債券
涉500億元。圖為中環一帶。 中新社

新財政年度發債
1200億元

當中700億元

為零售債券

包括500億元

銀色債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中推出多項措施協助中小企，包括將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八成及為九成擔
保產品的申請期延長兩年至2026年3月底，
計劃下的總信貸保證承擔額將額外增加100億
元。政府亦已指示金管局與銀行及工商界保
持溝通，以包容態度協助企業應對資金周
轉，避免因抵押品價值下跌而被追收貸款
（Call Loan）的情況出現。又以預算3億元
建立「數碼企業身份」平台，即企業版「智
方便」，目標2026年年底起逐步推出。

BUD電商易最多資助100萬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建議，向「發展品

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BUD專項基金」）進一步注資5億元，
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和開拓內地及海外
市場，包括在基金下增設「電商易」，令每
家企業可獲資助最多100萬元，用於在內地推
行電商項目。
香港總商會指出，中小企業是香港的經濟命
脈，當局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申請期
延長兩年及額外注資100億元，做法值得歡
迎。增加「BUD專項基金」的累計資助上限，
以及資助餐飲及零售業的中小企應用數碼方
案，應可紓緩人力短缺問題及提升效率。
工總主席莊子雄亦認同政府透過開源、節
流及舉債三途鞏固經濟復甦勢頭，認為今年
的預算案務實、適時，一方面按照基建開支
的效益及優次緩急調整推展安排，同時堅定

推進「北都」的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展示
推動創科的決心。延長及加碼「中小企融資
擔保計劃」、向「BUD專項基金」進一步注
資5億等措施有助中小企固本培元。

助中小企資金周轉升級轉型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中小

企融資擔保計劃」申請期延長及額外增加總信
貸保證承擔額，並會持續優化「BUD專項基
金」及進一步注資，以及優化利得稅等措施，
有效協助中小企資金周轉及升級轉型。貿發
局將全力配合各項措施，支持產業發展。
生產力局指，企業版「智方便」，讓企業

在使用政府電子服務或進行網上交易時更便
捷和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加大發債規模
另類「派糖」外，財政預算案將落實多項措施
吸引更多資金及企業來港。當中，為吸引環球
家族辦公室和資產擁有人來港，特區政府已落
實多項措施，包括為單一家族辦公室的合資格
交易提供稅務寬減，以及精簡適用於高端專業
投資者的評估程序。
羅兵咸永道香港私人客戶和家族企業服務稅
務合夥人王曉彥希望可三方面進一步完善有關
優惠：一是擴大適用於家族辦公室稅務優惠的
指定資產類別，以涵蓋數碼資產、葡萄酒、藝
術品和收藏品等另類資產；其次，放寬利息收
入可符合稅務優惠的限制，以提高香港稅制的
競爭力；另外，考慮給予具資格家族辦公室的
主要負責家族成員及其直系親屬香港居留身
份，以鼓勵其在港作長期投資。

基金公會：措施助促更多基金來港
為推動市場發展，政府會把「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資助計劃」延長三年，
亦將成立專責小組，與業界商討進一步推動資產
及財富管理業發展的措施。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認

為，是次延長將帶動更多公司設立本地註冊基金，鞏固
香港作為產品製造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另外，
該會又希望可以進一步優化「股票通」及「債券通」，
以及放寬「ETF通」及「跨境理財通」的限制。
香港證監會主席雷添良表示，證監會歡迎包括延長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
的資助計劃，以及豁免房地產基金的印花稅等降低成本
的政策及激勵措施，證監會將於稍後公布延長資助計劃
的更多細節。
就財政預算案有關開拓資金及遷冊機制，孖士打律師
行公司及證券顧問律師王慧萍指，吸引中東資本的舉措
是意料之中，但對零售基金領域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特區政府所發行債券向來被市場視為另類
「派糖措施」，加上政府近年推出的零

售通脹掛鈎債券及銀色債券都相當受市民歡
迎，每每錄得超額認購。如特區政府於去年8
月發行的550億元銀債，提供保底息5厘，認
購的人數和銀碼皆破紀錄，共有32.38萬人申
請，涉資約達717億元，超額認購0.3倍。據
悉當局希望繼續為市民提供穩妥的投資工
具，同時提升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加
速壯大本港債市規模、豐富金融交易產品，
下財政年度的發債規模將更大。

集資用於基建及綠色經濟
陳茂波提到，去年預算案建議將「政府綠
色債券計劃」涵蓋的範疇擴大至可持續金融
項目，並成立「基礎建設債券計劃」，為基
建項目融資，讓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日落
成，政府會將這兩項計劃的合共借款上限訂

為5,000億元，以增加額度調配的靈活性，集
資所得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投資於有
利長遠發展的項目，這兩項計劃將逐步取代
現時的「政府債券計劃」。
他又指，由他領導的「大型發展項目融資委
員會」，已審視如何有序及分階段推動「北部
都會區」發展，透露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每
年發債約950億至1,350億元，推動「北部都
會區」及共他基建項目。至於交椅洲人工島項
目，他則指會繼續推展各項相關研究，具體推
展時間將考慮包括公共財政狀況等因素。

讓市民更早分享發展成果
雖然特區政府的整體收入未回升，政府發
債規模還在增加，但陳茂波向市場派定心丸
指，預計在2024/25年度至 2028/29年度期
間，政府債務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將介乎
約9%至13%，遠低於大部分其他先進經濟

體，在這背景下，香港應善用發債的空間，
以支持和加速經濟發展，並創造容量、投資
未來，讓市民更早分享發展成果，又強調發
債所得資金不會用於支付政府經常開支，政
府會嚴守財政紀律。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虹認為，政府增

加發債規模，將可加強香港債券市場的發
展。香港已在區域綠色債券發行，以及代幣
化綠色債券等產品發展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而預算案中支持轉型債券和貸款、訂下實體
經濟轉型路線的措施，更有助香港進一步發
展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心。
老虎國際創始人兼行政總裁巫天華指出，

政府在新的財政年度發行零售債券，回報穩
定的產品對香港投資者而言甚具吸引力。他
表示，該行過去一年全力支持政府發行的綠
色零售債券、機管局發行的零售債券，客戶
的反應踴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