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奇改口：港煥發新生全因具中國特色
從「香港玩完」到刮目相看 中美衝突下港「危轉機」

「中美衝突帶來的機遇多於威脅，與我最初設想相反」，曾被稱為「中

國大好友」的羅奇（Stephen Roach），去年曾妄言香港「已經玩完」，

不過事隔一年多隨即改口唱好香港。他坦言香港近期表現令其「大跌眼

鏡」，尤其對今年以來港股表現感到震驚，承認在中美角力升級下，香港

非但未受拖累，反而憑藉其聯通中國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獨特優勢，甚至因

具有中國特色而「煥發新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周霽主任與李家超行政長官合影。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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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路透
引述其看到的發行文件顯示，香港特區
政府正在計劃一項多幣種基礎建設和綠
色債券交易。有關文件顯示，香港特區
政府擬發行多幣種的債券，包括離岸人
民幣、港元、歐元和美元。

預算案稱發債上限5000億
財政司司長於2023-24年度財政預算
案建議成立基礎建設債券計劃（基建債
計劃）， 以更好管理大型基建的現金
流需要， 亦讓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
日落成。 其後， 2024-25年度財政預
算案提到， 將基建債計劃及政府綠色
債券計劃（綠債計劃）的合共借款上限
訂為5,000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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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查資料，去年12月，特區政府首
度發行基建零售債，年期為3年，入場
每手一萬元，保底息為3.5厘。政府原
訂目標發行200億元，惟最終只錄得近
178億元認購，認購金額不及目標。對
於認購不足，當時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書
面答覆議員提問時指，投資市場相對活
躍，投資選擇眾多，或會對市民投資決
定有所影響。
至於特區政府發行綠色零售債券，則
旨在讓市民可透過參與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市場，直接為綠化香港作出貢獻和分
享香港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成果。
特區政府在2023年發行第二批綠色
零售債券，年期為3年，入場每手一萬
元，保底息為4.75厘，最終發行額為
200 億元，高於 150 億元的目標發行
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翠媚）致力推廣本港作為
雙向環球投資及商業樞紐
的貿發局，新任主席馬時
亨於6月1日履新，昨早與
管理層會晤。馬時亨昨表
示，香港經濟轉型關鍵
期，將主動開拓新興市
場，面對地緣政治挑戰
下，香港將繼續發揮「超
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
人」的角色。
馬時亨解釋，藉此香港經濟轉型的關
鍵時刻，接任貿發局主席一職，既感榮
幸亦覺責任重大，在參與推動香港深度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餘，面對包括地緣
政治在內、各種各樣前所未有的挑戰，
他強調必定全力以赴，為充分發揮香港

「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獨
特角色而努力。

將主動出擊 開拓新興市場
馬時亨深信在貿發局努力下，定能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等
傳統領域的核心優勢，做到內聯外通，

同時將主動出擊，積極開拓新興
市場，全力推動企業創新、可持
續發展與數碼轉型，讓香港在國
際貿易舞台上持續煥發活力。
特區政府在2月公布，由馬時

亨接替林建岳出任貿發局主席，
任期由今年 6 月至 2027 年 5 月
底，為期兩年。商經局局長丘應
樺形容，馬時亨具備極之豐富的
公共服務和營商經驗，有信心對
方將帶領貿發局，全力協助企業
應對多變環球貿易格局帶來的挑

戰，積極拓展新市場和商機，進一步推
進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發展。
貿發局主要負責促進、協助和發展香

港貿易，並通過舉辦國際展覽會、會議
及商貿考察團，為中小企等開拓內地和
環球市場的機遇。

傳特區政府發行多幣種基建債綠債馬時亨接掌貿發局 力推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馬時亨（中間右方）與貿發局總裁方舜文（中間左方）及主
要管理層會面。 貿發局圖片

羅奇震驚港股復活 國家支持掀金融逆襲

本港首4個月資本巿場表現暢旺*

項目

證券市場總市值

日均成交額

衍生權證日均成交額

牛熊證日均成交額

交易所買賣基金日均
成交額

槓桿及反向產品日均
成交額

新上市公司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金
額

總集資金額

註：*數據為截至4月底

資料來源：港交所 整理：記者 馬翠媚

表現

38.8萬億元

2,504億元

77億元

99億元

373億元

9億元

19家

213億元

1,710億元

按年變幅

+21%

+144%

+64%

+90%

+236%

+96%

+27%

+170%

+335%

這位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去年
2月於英國《金融時報》撰文，以

《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
（很痛心香港已玩完）》為題發表文
章，認為香港受累三大因素終將走向衰
亡，包括香港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下，
憂慮內地經濟放緩或拖累香港前景；中
美局勢日益緊張下，香港或被捲入中美
博弈的夾縫中；憂慮所謂內地對香港干
預增加下，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因而直
言 「 香 港 已 經 玩 完 （Hong Kong is
over）」。

中美衝突 香港機遇多於威脅
事隔一年多，羅奇昨日接受《彭博》
訪問時直言，這段期間雖然中美衝突進
一步惡化，然而「在中美博弈中，香港
非但未如預期和撰文所預測般遭受重
創，反而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窗
口，獨特地位令其從中受益」，令他對
有關形勢變化感到震驚，主因是中美衝
突帶來的機遇多於威脅，與他最初設想
完全相反，承認「現在說香港已經玩完
為時尚早」（ Now Says It's Too Early to
Declare Hong Kong Over）。
近年本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及「超
級增值人」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隨着中
美科技博弈不斷升級，內地企業正爭相
來港籌集資金，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混亂
施政也使國際資金「逃離美國資產」，
推動今年外資大量湧入港股。今年以
來，恒指累升16%，升幅超越標普500指
數。截至5月，本港新股集資額達770億
元，為2021年以來最高水平，其中中國
新能源汽車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上月在
港掛牌，集資逾400億元，為今年以來全
球最大規模的IPO。
除了龍頭A股來港上市、中概股回流
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
毅上周來港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訪問，其
間出席了《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

約》簽署儀式。事實證明，與中國內地
更緊密的聯繫帶來了出人意料的積極效
果，這也促使羅奇改變了看法。
羅奇認為「香港的金融成功與否，可
能更多取決於其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因
美國施壓所造成的中美金融體系幾近脫
鈎的深遠影響，香港恰恰能從中獲
益」，他又指「如果重寫這篇文章，我
的觀點會是：香港或許正因為其中國特
色而煥發新生，而非受制於這些特
色。」

資金人才轉而流向香港
本港優勢亦不僅限於金融領域，特朗
普取消中國留學生簽證、抨擊哈佛等精
英學府的政策，美國此舉可能反而將人
才引向香港。而最諷刺的是，曾制裁香
港特區政府部分官員、並取消香港不同
於中國內地特殊待遇的特朗普，如今卻
陰差陽錯助力香港復甦。羅奇直言：
「我們的損失正是你們的收穫。」
在大摩工作了30年的羅奇，本身是重
量級經濟學家，過去20多年，一直對中
國經濟持樂觀態度，是鼓吹投資中國的
華爾街代言人之一，因而曾被稱為「中
國大好友」。羅奇亦曾透露，他熱愛香
港這個城市，喜歡這個城市的精神、新
舊交替的生活方式，並且在港結交了不
少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網訊，6月2日上午，中聯辦主
任周霽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周霽表示，中聯辦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
港的第一責任人，我將依法履責，全力支持服務香港實現更好發展。

李家超：全力以赴為港抓住機遇
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他昨早到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大樓回訪周霽主任。他表示，兩天前，周霽主任在剛到港履職的第一個
早上到訪禮賓府。「我和周主任會面，並就香港機遇和挑戰愉快交流意
見。」
李家超說，正如周霽主任日前落區調研時所提及，建設美好香港，是

中央的殷切囑託，也是市民的共同心願。周主任表示，將和同事心無旁
騖，全身心服務「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這與我心意一致，我和特區
政府會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全力以赴，為市民更好的生活、為香港
更好的發展不懈努力，抓住機遇、不畏困難、克服挑戰，積極推動香
港『由治及興』。」

周霽會見李家超：將依法履責全力支持服務香港實現更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去年
2月曾發表「香港已經玩完」的摩根士
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終於轉口看
好香港。在外資不斷流入、本港經濟
及政局平穩、港股港匯重新走強的情
況下，羅奇承認中美衝突反而讓香港
獲得了機遇，這是他始料未及的。特
別是香港乃中國通往國際金融的最重
要「窗口」，地位獨特，支持了香港
的復甦，令他相當震驚。事實上，隨着
中美競賽的激烈程度不斷升級，內地企
業競相爭奪資本，大批資金湧入港股，
使恒指今年上漲16%，大幅跑贏幾乎無
變化的標普500指數。

新股上市集資4年最高
此外，在國策支持下，大量A股獲放
行來港集資，加上美國有意逼令中概
股退市，也使得企業更願意選擇到港
股上市集資，港交所日前就表示，有
150隻新股正排隊來港上市。截至 5
月，不計配股等融資活動，單是新股
上市的集資總額就達到770億元，是
2021年以來最高，相當於去年全年的
九成，當中包括今年全球最大型招股、

寧德時代(3750)的逾400億元招股。
事實上，羅奇在去年2月中於英國
《金融時報》撰文表示「香港已經玩
完」後，不少本港及內地的官員，以
及包括麥樸思（Mark Mobius）等財金
界人士都對此表示反對意見。及後，
中證監在去年3月推出「惠港5條」，
大力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積極穩妥地拓展與境外市場
合作，逐步推動本港資本市場展開反
彈之旅，恒指由去年2月曾跌穿15,000
點水平，在短短3個月已大幅反彈並
升穿19,000點。

港股重拾升軌 今年累升16%
到了去年9月底，人行、國家金融
監管總局、中證監三大部委聯手推出
「政策組合拳」，更一舉將港股推升
至接近23,000點水平。此後，港股確
認重新回穩，尤其是踏入今年，深度
求索(DeepSeek)於1月20日發布的人工
智能(AI)大模型，向全球證明了中國科
技股的含金量，各地投資者對中資科
技股進行估值重估，確認了相關產業
的潛力。在大量外資湧港「撈底」

下，恒指今年首 5 個月便累升約
16%，即使美國推出其關稅掠奪政
策，也無礙港股的積極發展。
羅奇昨日更提到，香港的未來優勢
可能不只限於金融領域，因為特朗普
的政策，包括取消中國留學生簽證、
打擊哈佛等精英大學等，都可能促使
人才流向香港，直言美國的損失正是
香港的收穫。

資金流入 恒指收市跌幅收窄
至於昨日港股方面，6月份首個交易
日開局偏弱，在美國加強對中國科技
封鎖下，恒指曾跌過621點，23,000點
及50天線(22,736點)一度失守，但大市
市底不俗，資金在盤中流入，令午後
跌幅顯著收窄。大市全日收報23,157
點，僅跌131點，在A股休市缺乏「北
水」下，港股成交額減至1,453億元。
科指6月份首日跌0.7%報5,134點，
藍籌股普遍下挫，ATMJX五大重磅科
技股中，阿里巴巴(9988)跌 0.6%，美
團(3690)跌1.7%，京東(9618)跌0.2%，
騰訊(0700)微升 0.04%，小米(1810)升
1.3%表現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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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奇接受《彭博》訪問時直言，「在中美博弈中，香港非但未如預期
和撰文所預測般遭受重創，反而香港的獨特地位令其從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