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三金融部門今亮相 公布穩定市場新措施

港外匯基金季賺672億今年加強防禦
金管局：縮短美債年期 擴大非美元資產投資

受惠債券、港股及外匯投資大賺，香港外匯基金今年首季投資收入672億元，按年增7.8%，扭轉去

年第四季203億元的虧損。今年第二季起，美國挑起的關稅戰重燃市場對通脹及環球經濟衰退的憂

慮，資金逃離美元資產，投資環境變得更為複雜。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日表示，近年已陸續將外匯基

金投資組合分散至非美元資產，包括人民幣、歐元、日圓和英鎊等，投資類別也分散至私募投資等，

基金內「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的美元資產已經由90%以上，降至約79%，同時亦將美債的投資

年期縮短，加強防禦性部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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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港匯近日頻繁觸及
7.75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自上周六至昨日的4日時間
內4度入市，累計注資1,294.02億港元。金管局總裁余
偉文昨日解釋，近期推動港元需求有三大主要因素，分
別為近期港股表現理想，以及市場憧憬香港即將迎來大
型新股上市，兩者也增加對港元需求，第三是有大量亞
洲貨幣短倉平倉。他預期港元短期仍走強，而港元市場
交易暢順有序，未見不尋常情況出現。

北水流入等多項因素推升港匯
金管局昨日內兩度出手承接美元沽盤，分別向市場沽
出605.43億港元及127.88億港元，合共約733.31億港
元，至周四（8日）本港銀行體系結餘增至1,741億元。
金管局自上周六至昨日已經 4度入市，累計涉及約
1,293.9億港元。
對上一次港元觸及7.75強方兌換保證而導致金管局入

市，是2020年4月至10月期間，其間金管局合共85次
入市，累計向市場注入逾3,600億港元。

對於近日港元強勢，余偉文解釋稱，推動近日港元需
求有三大主要因素，主要為近期港股表現理想，大量
「港股通」南向資金流入股市，增加對港元需求；再
者，市場近期憧憬香港將迎來大型新股上市，加上港股
未來兩至三個月即將進入香港派息期，市場對港元需求
持續增加；第三是大量亞洲貨幣短倉平倉，特別在4月
初美國公布「對等關稅」消息後更為明顯，所以不只是
港元，其他亞洲貨幣例如是新台幣、韓圜、泰銖等，過
去數天匯價均有上升。

銀行水浸 港元拆息全線下跌
熱錢泊港，港元拆息全線下跌，當中與樓按相關的1個

月拆息下跌32.86點子至3.65506厘。其他拆息方面，隔夜
息報3.41393厘，跌88.61點子，1星期拆息報3.51786
厘，跌58.21點子，2星期拆息報3.61107厘，跌46.19點
子。至於中、長線拆息方面，3個月拆息報3.74119厘，跌
27.28點子，6個月拆息報3.81911厘，跌23.09點子，12
個月拆息最新報3.85488厘，跌21.6點子。

金管局4日4度入市 1294億熱錢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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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中美貿易戰
火重燃，燃起市場對美國資產的憂慮情緒，全
球資金正悄悄撤出美元區。美元指數再度失守
100大關，市場對沖美元貶值需求大增下，亞
洲貨幣普遍走強，反映國際投資者正在重新部
署資產配置。人民幣中間價連升六天，見1個
月高位，官方昨日開出人民幣中間價報7.2008
算，較上個交易日上調 6點子。 有分析認
為，為反映關稅影響和貨幣政策寬鬆前景，料
中國人民銀行傾向人民幣維持區間波動或適度
貶值。

人民幣在岸結匯購匯活躍
「五一」長假結束後首日，在岸人民幣高開

高走，且隨美元從盤中高位回落，離岸人民幣
早段交易時間曾收復7.2關口，至高見7.1993。
截至昨晚7時，離岸人民幣及在岸人民幣分別
報7.2133及7.2174，美元指數報99.71。綜合多
位交易員表示，在岸市場客盤日內結匯、購匯
雙向活躍，整體以結匯偏多，且銀行自營也以
賣出美元為主，推動人民幣走升。他們又指，
看到中資大行於日內不時買入美元，平滑匯率
波動。
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靜表示，市場猜測美
國的貿易夥伴在貿易談判前推動貨幣升值，亞
太區貨幣兌美元急升，美元指數繼續在99至
100區間波動，預料美匯支撐位在98.9、97.9
點（今年低位）。短期內，市場關注中美貿易

對話及貿易協議進展，或有助改善市場風險情
緒，她認為在此背景下，或支持周期性貨幣反
彈，及支撐歐元、英鎊等G3主要貨幣。

星展：人民幣或啟適度貶值
星展香港環球市場策略師李若凡表示，受惠
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向下移動、中美關稅戰緩
和的希望、中國出口商的美元拋售及人民幣空
頭回補，這一系列利好人民幣因素，共同推動
離岸人民幣向上。她又提到假期流動性稀薄，
加快人民幣升勢，令其一度收復7.2算關口。
然而，她提醒即使中美雙方達成貿易協議，也
不意味關稅戰會結束。為反映關稅影響和貨幣
政策寬鬆的前景，她預期人行可能傾向人民幣
維持區間波動或適度貶值，並將在岸人民幣中
間價維持在7.2算。

美匯失守100大關
人民幣中間價六連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特區政府在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構建國際黃金交易中
心及推動建設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相關計劃
在近日有眉目。彭博社昨日引述消息指出，上
海黃金交易所計劃將倉庫網絡擴展至香港，以
提升包括貴金屬在內的人民幣計價產品在境外
的影響力。
消息說，新金庫將由中國銀行的一家子公司
負責營運，惟未有具體時間表；新增的香港金
庫將納入國際客戶用於黃金交易與儲存的物流
網絡中。目前上海黃金交易所在上海設有兩個
金庫，另有一個設在深圳。

推動滬金品種交割國際化
彭博的報道又提到，貿易戰刺激市場對避險資

產的需求，令金價屢創歷史新高。作為全球最大
黃金消費國之一的中國，亦在散戶大量買入的推
動下，令上海期貨交易所的交易量創新高。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國家外匯管
理局及上海市政府4月21日發布《上海國際金
融中心進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務便利化行動方

案》，首次提出「探索上海黃金交易所特定品
種交割國際化，設置境外交收庫」。

港提升大宗商品市場地位
市場人士認為，上海黃金交易所在香港設立
境外倉庫，可以吸引國際投資者。這一布局也
與香港致力於提升其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地位
的目標相符。今年1月，交易銅、鋁等基本金
屬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已將香港納入
許可交付地點。
特區政府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本港要構建國
際黃金交易中心和推動建設大宗商品交易生態
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亦提到，政府計劃
先在香港增加黃金倉儲設施，並加速擴大相關
配套業務，之後擴充衍生交易，逐步搭建完整
生態圈。去年底已成立工作小組，在交易、監
管及推廣制訂方案。
成立於2002年的上海黃金交易所是中國實
物黃金交易的主要平台。該所於2014年通過
設立國際板，推出人民幣計價的離岸黃金交
易，並隨後發布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基準價格。

上海金交所傳來港設倉庫
助港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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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昨日兩度出手壓抑港滙升勢，共向市場注資逾733億港
元。 中新社

●有業界人士認為，短期內，市場關注中美貿
易對話及貿易協議進展，或支持周期性貨幣反
彈。 路透社

外匯基金今年第一季表現，香港股票按年轉虧為
盈，錄得164億元收入；債券收入錄得406億元，

按年升61.7%；外匯收入則為130億元，按年由虧轉
盈；其他股票虧損28億元，按年由盈轉虧。金管局於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簡報會文件指出，今年第一季
投資環境變得更為複雜，利率方面由於美聯儲維持利率
不變，其他央行則逐步降息。投資者對風險較低的資產
需求增加，美國國債收益率普遍下跌，其中10年期國
債收益率第一季下跌36個基點至4.21%。

美元資產由佔90%降至79%
金管局續稱，全球股市表現不一，標普500指數繼2月創

下6,144點的歷史新高後，受通脹擔憂加劇和地緣政治緊張
拖累，於3月跌入回調區域，整季下跌4.6%。相反，歐洲
市場受惠於企業盈利向好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等因素，股市
上揚。在中國促進國內消費和人工智能的政策提升投資者
情緒，亦帶動香港股市反彈。匯率方面，受關稅政策不確
定性引發經濟增長憂慮，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普遍轉弱。
余偉文提到，外匯基金內美元資產已降至約79%，現

時已不斷縮短持有的美國國債年期以作防禦性部署。然
而，外匯基金部分投資需要用作支持貨幣基礎，所以仍
需要持有流動性高的美元資產。他又稱，目前美債仍是
流通性最高的資產，而且各央行儲備亦有近七成是美元
計價，要做到分散投資也需要時間，所以他預計未來一
段時間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儲備資產。

4月投資環境急劇轉差
第一季香港股票按年轉虧為盈，錄得164億元收入。

余偉文解釋，港股第一季受惠人工智能熱潮及內地推出
的支援措施，吸引資金流入從而帶動港股累升約15%，
是環球最好表現的市場之一，惟後續的表現要視乎關
稅、內地政策、新股市場表現等因素。
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則表示，全球宏觀經濟環境受到

美國貿易和外交政策不確定，影響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擔
憂加劇，導致4月投資環境急劇轉差。他續指，如果貿
易戰持續會對全球貿易造成重大損害，或會推高全球通
脹，從而影響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加上貿易衝突有可
能導致地緣政治局勢升級，令到市場波動加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為應對美國關稅政
策帶來的影響，內地擬再推出新一輪穩定市場措施。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預告，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
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監會三大監管機構，將於今
日（7日）上午9時舉行新聞發布會，負責人介紹有
關「一攬子金融政策支持穩市場穩預期」情況。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或登場
內地去年下半年起，國家多個部委亦曾多次聯合召
開記者會及聯手發布穩定市場措施，近期人行等部門
亦多次提及適時「降準降息」。此前的4月中央政治
局會議中提及「創設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設立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表述，市場預期這些政策有
望在今日的發布會上亮相。

東吳證券上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發布研報指
出，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一般指央行創設再貸款工
具，以「報銷機制」定向扶持重點領域和行業，預計
人行將創設支持科技創新、穩定外貿等領域的新型再
貸款，以及政治局會議明確設立「服務消費與養老再
貸款」。根據人行官網顯示，截至今年首季末，結構
性貨幣政策工具共存續10項，餘額合計5.9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人行早前披露，截至去年第三季
末數據，各類再貸款的利率維持在1.75%。

再貸款利率或將適度下調
東吳證券亦預計，人行將拓寬再貸款額度和使用

規模，同時再貸款利率或適度下調；以當前6萬億
元再貸款餘額計算，利率下調25個基點，也將為商

業銀行節省150億元利息，「實現結構性降息也是
降息的政策效果」。對於「設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
具」這一表述，市場普遍則認為，「政策性金融工
具」意指2022年中旬約7,400億元支持重大項目建設
的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從其誕生之初即發揮着
「準財政」工具職能。該行認為，這意味將繼續由國
開行、農發行和進出口行主導，創設定向支持外貿、
科創和消費等領域的「準財政」工具，同時人行通過
PSL（抵押補充貸款）等常設結構性工具為其提供資
金支持。
在4月下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將創設新

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設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支持科技創新、擴大消費、穩定外貿等；並盡快清理
消費領域限制性措施，設立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

●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
證監會三大監管機構將於今日（7日）上午9時舉
行新聞發布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