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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倡設「家辦通」允人民幣兌換投資

●劉明揚（左一）表示，內地和香港的互聯互通機
制愈來愈成熟，建議研究設立「家辦通」。圖右二
為關志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業俊 攝

●特區政府昨公布發行新一批銀色債券。圖左起：馮耀文、陳維民、許正宇、黃子卓、周國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德勤民營企業與私
人客戶服務和萬方家族辦公室昨聯合發布《家族辦公
室洞察系列–亞太區》的研究報告指出，發現地緣政
治及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無阻家族辦公室保持樂觀。
德勤民營企業與私人客戶服務香港主管合夥人劉明揚
建議，內地和香港的互聯互通機制愈來愈成熟，特區
政府可以研究設立「家辦通」，有限量地允許內地高
淨值人士將人民幣轉換成港元或美元，再經香港的家
辦投資。「家辦通」可在初期設立匯兌額度並閉環管
理，投資資產類別則只限低風險資產。

逾八成家辦料今年家族財富增
德勤民營企業與私人客戶服務全球洞察負責人Re-
becca Gooch表示，有84%受訪家辦預期今年家族財
富會增加，另有77%預期其資產管理規模 (AUM) 會
錄得增長。與全球同行相比，亞太區家辦更傾向進行
擴張，有48%亞太區家辦計劃增加使用外判服務，

較全球平均34%高；另有43%受訪家辦計劃於年內
聘用更多專業及非家族成員，大幅高於全球平均的
29%，反映亞太區正引領家辦專業化趨勢。

港億萬富豪最密集 顯港最受歡迎
萬方家族辦公室集團首席執行官關志敏表示，雖

然家辦在香港仍屬較新的行業，但香港擁有過萬名
億萬富豪，每100萬位港人就有1,364名是億萬富
豪，屬世界上億萬富豪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大
中華區是億萬富豪增長最快的地區，每星期有2至
2.5個億萬富豪誕生，反映香港是非常受富豪歡迎的
地方。反觀人口是香港100倍的東南亞，當地擁有
約7億人，惟億萬富豪只有4,500個。他指出，特區
政府和業界都非常關注家辦行業，未來10至30年大
中華區將有價值98萬億元人民幣的家族資產需要交
棒予下一代。
對於近日美國更新對香港的營商指示會否影響家

辦的資產配置，關志敏指出，家辦的資產配置及營
運中心都分散全球，並不會因為單一地區的地緣政
治事件而作出太大改變，暫時未見家辦因此出現明
顯變動。

新投資移民計劃對富豪吸引大
劉明揚指出，截至 2023 年底，香港已擁有逾

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香港特區政府去年推出8
大措施吸引家辦來港，截至今年5月投資推廣署已
協助89間單一家辦在港成立，另有130間家辦正準
備來港。他特別提到，「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對富豪有很大吸引力，截至今年7月初已接獲346個
申請，若全部獲批將為香港注入100億元資金。自8
大措施推出後，德勤留意到有很多家族有興趣來港
成立單一家辦，自去年5月稅務寬減條例生效後，
該行已簽定50份設立家族辦公室的業務約定書，為
家辦取得稅務轄免，數字比今年3月再增20份，當

中大部分來自中國內地，亦有來自東南亞的客戶。

需增歐洲中東推廣 利建家辦樞紐
劉明揚又認為，現時落戶香港的高淨值人士大部

分來自內地，認為特區政府需加強在歐洲和中東市
場推廣，吸引當地高淨值人士來港，把香港發展成
國際家族辦公室樞紐。

最新第九批銀債目標發行額500億元，最
多加碼至550億元，每手債券的面額及

申請價皆為1萬元，債券年期為3年，每6個
月派息，息率與本地通脹掛鈎，提供保底息
4厘，每人最多只可獲發100手債券，同時不
設二手市場。新銀債將於9月 30日接受認
購，至10月 14日結束，並於10月 23日發
行。值得留意的是，以往發行的8批銀債，
都是政府債券計劃下發行，並由金管局管理
在計劃下籌集款項的投資，而今次銀債是首
次改按基建債計劃下發行。

更好管理大型基建現金流需要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日解釋，是次銀債通
過基建債計劃下發行，政府可更好管理大型
基建的現金流需要，讓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
早日落成，以改善市民生活環境，推動經濟
發展，提升整體長遠競爭力。他又指，基建
債計劃將遵從《基礎建設債券框架》運作，
為合資格的基建項目融資或再融資，他強調
以政府角度出發，有時要考慮的因素「不單
只以錢銀角度，而是從更大範圍的社會經濟
角度，去考慮一個項目的落實或推行」，而
政府希望做到的是維持財政穩健之餘，亦可
務實地尋找到新的收入來源，以發展及落實
一些對社會民生都有利的項目。

銀債收入或投放長遠基建工程
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民補充，以往銀債是按

政府債券計劃下發行，故當時由銀債發行所
得資金收入，都會放在債券基金由金管局進
行投資，而新批銀債改按基建債計劃下發
行，將是一個新的「嘗試」，令銀債所得收
入可有機會投放在一些長遠的基建工程。而
政府會每年發表《基建債券報告》，該報告
亦會由相關督導委員會審核。提到未來發債
規模，許正宇指政府每年發債規模，都按照

五年滾動式發債計劃所規劃，並在每年財政
預算案中作出公布。
政府於2023 / 24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成立

基建債計劃， 而在2024 / 25年度財政預算
案則提到， 將基建債計劃及政府綠債計劃的
合共借款上限訂為5,000億元，以增加額度調
配的靈活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特
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債，為年長市民提供
安全可靠、低風險，且具穩定回報的投資選
項，並帶動業界開發潛力龐大的銀髮市場，
同時今批銀債是在基建債計劃下發行，以支
持惠及經濟民生的基建項目，讓市民對推動
香港長遠發展的基建項目有更大的參與感和
獲得感。

按計劃框架作9大方面基建投資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項目推展及策
略）馮耀文昨補充，發債所得資金將撥入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按計劃框架作基建項目投
資，包括9大方面：港口及機場發展、建築
物、渠務、土木工程、公路、新市鎮及市區
發展、以非經常資助形式撥款進行的基建項
目、水務、房屋，並會每年公布募得資金的
分配情況。他又透露，初步甄選了數個與市
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合資格項目例子供市民參
考，包括中九龍幹線——主體工程；洪水
橋 / 厦村新發展區——第二期發展；和黃大
仙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香港特區的基建債計劃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成立，專門為60歲長者而

設的銀色債券，成為計劃下「頭炮」項目。新一批銀債本月底接受認購，發行

額最多加碼至550億元，是批銀債焦點為改按基建債計劃下發行，以提高市民

對基建及可持續發展項目的參與感，發債所得資金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符合合資格類別的基建項目作融資或再融資，可用於9

類合資格基建項目，包括港口及機場發展、建築物、渠務、公路、水務和房屋

等。金管局將負責是次發債安排，而在基建債計劃下，將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

督導委員會負責評估和遴選項目，並會監察基建債計劃的其他執行工作，包括

資金分配和管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推動經濟發展 提升長遠競爭力 增市民參與感

新銀債成基建債「頭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政府新一批
銀債，提供保底息4厘，低於去年保底息5
厘。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昨回應表示，政府每
年發債規模視乎市況而定，經綜合考慮各方
因素及市場情況，新一批銀債提供穩定及保
證回報，他有信心對投資者具吸引力。銀債
聯席牽頭行滙豐及中銀都表示，市場預期今
年持續減息，新一批銀債具吸引力，料銀債
認購人數或破紀錄，建議長者試抽20手。

滙豐料美息下半年或減1厘
滙豐大中華市場外匯固定收益交易部主管
黃子卓表示，該行預期美聯儲本月將減息
0.25厘，市場預測至今年底，美國將減息3
至4次，減最多共1厘，未來6至9個月利率

持續下降將無懸念，債券相對其他資產是好
選擇。他又指現時美債孳息率曲線倒掛，即
短期債息高於長期債息，投資者已預測未來
會持續減息，因此銀債提供保底息4厘仍屬
吸引水平，相比同樣3年期的外匯基金債券
或政府債券收益率只有約 2.5 厘。他亦提
到，雖然去年發行銀債提供保底息5厘，惟
當時3個月港元拆息達4.7厘以上，而現時
降至4.11厘，但銀債仍提供保底息4厘，相
信對投資者仍吸引。

定存息回落更顯銀債息吸引
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
昌亦認為，市場對減息預期有共識，料隨着
拆息慢慢回落，港銀定存息亦會相應下調，

現時市場上定存息已回落至4厘以下，而美
元定存息最好利率則為4.5厘，普遍則為4厘
多，因此他認為銀債保底息4厘仍是相當吸
引，並可鎖住3年的保底4厘回報，故看好
新批銀債獲超額認購機會相當高，同時認購
人數亦有望破紀錄，而參考對上一批銀債認
購人數，他建議有興趣的長者可認購約20
手，而手頭上「銀彈」充裕的長者則可認購
25手至30手。
翻查資料，政府去年發行550億元銀債，

提供5厘保底息下，吸引32.4萬老友記認
購，認購額達717億元，超額認購0.3倍，
無論認購金額及人數均創新高，當時申請人
最多可獲發23手，是歷來最多，而認購22
手或以下的申請，全數獲得分配。

中銀：認購或破紀錄 建議至少抽20手

第9批銀色債券發售詳情
保底息

發行規模

債券年期
入場門檻
配發上限

認購資格

申購日期

公布分配
結果
發行日期
註：不設二手市場及不會在任何證券交易

所上市

4厘
500億元，可提高至最多
550億元
3年

一手1萬元

100手或100萬元
1965年或之前出生並持有
有效身份證的市民
9月30日上午 9時至10月
14日下午2時

10月21日

10月23日

基建債券框架
募集資金
用途

項目評估
與遴選

募集資金
管理

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只會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
政府基本工程計劃的「合資
格項目」融資或再融資

基建債券計劃及政府可持續
債券計劃督導委員會，負責
監察基建債券計劃的執行工
作

基建債所募集資金在未分配
予合資格項目前，會記入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

有待分配的募集資金會存在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作為財
儲中營運及資本儲備的一部
分

財庫局每年發表《基建債券
報告》，說明基建債券募集
資金的分配情況，並交由督
導委員會審查及核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特區政府發行新一
批銀債，首次放在基建債計劃下發行，發債所得收入
有機會投放於長遠基建工程，並有別於以往，不再由
金管局負責由銀債所得的投資。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
房屋研究主管梁躍昊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是次改動屬於新思維上改變，將發債所得投入香港，
推動香港本身經濟發展，而有關基建「睇得到，摸得
着」，市民有機會直接參與基建工程的投資，屬於一
個好的利民政策。他認為，是次透過發行銀債去募集
基建發展資金，更反映政府正拓展多元化融資渠道，
有助分散風險，對政府而言屬於「好的轉變」。

市民資金增出路 推動港零售債市
銀債向來都被視為變相「派糖措施」，梁躍昊認
為，是次政府發銀債提供保底息4厘，及改按在基建
債計劃下發行，除了為市民提供「甜頭」及增加市民
對基建項目的參與感外，亦有助政府紓緩現金流，因
為通常基建牽涉投資龐大，而且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
收回成本，是次舉動反映政府正採取多元化融資方
法，因為透過發債可以在短時間內募集資金，有助政
府資金流轉，而市民資金亦可以有更多出路，以及最
重要的是可推動本港零售債券市場，他認為可稱得上
是「益街坊」的利民政策，是真正幫助香港經濟的長
遠發展。
對於近年政府賣地收入未如理想，市場或多或少擔
心庫房收入有壓力下，有意見認為政府基建項目融資
大可透過面向機構投資者發債，以爭取資金成本更低
的融資，甚至可低於現時銀債提供保底息的4厘。梁
躍昊則認為，政府是次發行銀債屬利民政策，而提供
吸引的4厘保底息，相信亦是給予長者的「甜頭」，
以回饋他們過往為社會作出貢獻，多於擔心認購反
應。他亦特別提到，特區政府現時負債比率比起外國
政府為低，因此市民無需太過擔心是次發債會增加特
區政府的債務負擔。

港負債比率仍低 借貸空間續可觀
政府最新財政預算案提到，將於2024至2025年度發
債1,200億元，立法會秘書處《研究簡報》在今年4月
時指出，去年本港負債比率為6.1%，在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評估的190個地方中排名第五低，香港仍有相當

可觀的借貸空間。而大型基建透過發債募資亦不罕見，以香港
為例，因應機場三跑道相關建設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機管
局在今年初發行了50億港元零售債券，集資所得將用作資本開
支，包括三跑項目及一般企業用途，當時有關債券發行年期2.5
年，限定香港居民參與，每手1萬元，每3個月派息1次，每年
定息4.25厘，最終吸引逾17萬人認購，超額認購2.1倍。
市建局上月亦公布，成功發行三筆共120億港元的債券，分
別為40億元3年期、50億元5年期及30億元10年期，票面息
率分別為3.35%、3.45%、3.55%，所得資金將用於市區重建項
目及一般營運用途。是次發行屬歷來最大規模的港元債券交易
之一，亦是本港歷來最大筆5年期及10年期債券，發行收益率
則為過去兩年半以來，港元公開債券市場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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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發550億保底息4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