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在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和基礎建設債券
計劃下成功定價約270億港元等值的綠
色債券（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
（基建債券），涵蓋港元、人民幣、美
元及歐元，吸引了來自亞洲、歐洲、中
東和美洲，超過30多個市場的環球投
資者廣泛參與，錄得總認購金額約
2,370億港元等值，為發行額約3.3倍至
12.5倍，即是超購2.3倍至11.5倍。

逾30機構參與 最高超購11.5倍
在周一（2日）舉行網上路演後，上
述綠色債券和基建債券在周二（3日）
定價。收益率為：15億港元的30年期
基建債券為3.85%；40億人民幣的20
年期綠色債券為2.60%；40億人民幣的
30年期基建債券為2.70%；10億美元的
5年期綠色債券為4.151%；及10億歐
元的8年期綠色債券為3.155%。
其中，30年期港元債券為特區政府
首次發行，也是政府至今發行最長年期
的港元債券。去年首次推出的20年期
和30年期人民幣債券也獲投資者踴躍

認購，發行規模是去年的兩倍。

引導市場資金支持綠色項目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特區政府
發行綠色債券，旨在吸引和引導市場資
金支持綠色項目，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而發行基建債券，有助加快北部都
會區等建設的推進，讓惠及經濟民生的
項目早日落成。環球機構投資者這次的
認購反應熱烈，充分反映他們對香港財
政穩健和長遠發展的信心。他認為，政
府這次首次發行30年期港元債券，有
助延長港元基準收益率曲線，進一步推

動本地債券市場發展。
這批綠色債券和基建債券預計在下周

二（10日）交收，並於港交所和倫敦
證券交易所上市。綠色債券和基建債券
獲標普全球AA+以及惠譽AA-評級。香
港金管局代表特區政府發行此批綠色債
券和基建債券。
綠色債券和基建債券分別跟據特區政

府的《綠色債券框架》和《基礎建設債
券框架》發行。募得資金將撥入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並根據相關框架為合資格
的綠色項目和基建項目提供融資或再融
資。

港發270億綠債基建債 加快北都區開發

中美關稅「休戰」協議利好香港營商環境，港企外銷訂單跌勢減慢， 同時4

個月以來首次增聘人手。標普全球昨日發布調查，經季節調整後，5 月香港採

購經理指數（PMI）升至 49，環比上升 0.7，高於 4 月的48.3。儘管PMI連續

4 個月處於 50 以下的收縮區間，但營商環境收縮程度卻是 3 個月以來最為溫

和。分析指出，5 月數據好轉主要歸因於短期關稅豁免或延期，企業趕在期內

完成訂單，銷情好轉，惟美國關稅政策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企業仍需大力開

拓美國以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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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香港採購經理指數（PMI）近年來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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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稅協議利好出口 企業4個月來首增人手

港營商環境改善港營商環境改善
上上月月PMIPMI升升至至4949

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投資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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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美國政府的關稅措施持續
影響全球製造業經營環境。根據標普全球5月的PMI調查數
據，全球製造業經營環境連續第二個月惡化，各地區受影
響程度有所不同。數據顯示，加拿大和墨西哥最受美關稅
措施干擾，產出跌幅最為嚴重；亞洲整體生產活動也出現
下滑，中國內地、韓國、日本等地數據也明顯顯示產出減
少。相對而言，香港的產出和新增訂單只錄得輕微縮減，
情況相對不算差。

亞洲生產活動陷萎縮區間
亞洲整體生產活動在5月出現萎縮，且跌幅為自2022年
11月以來最大，陷入萎縮的主要原因是內地生產下滑，5月
產出為自2023年10月以來首次下跌，同樣跌幅為自2022年
11月以來最大，顯示美國關稅的影響正在加劇。
此外， Jibun 銀行公布的日本 5月製造業 PMI 終值為
49.4，連續第11個月低於50；標普全球發布的韓國製造業
PMI數據也顯示，數值從4月的47.5微升至5月的47.7，自
2月以來該指數一直低於50。5月德國HCOB製造業PMI終
值為48.3，這已是該指數連續第35個月低於50分界線。

在中美關稅「休戰」協議和積壓訂單的雙重影響下，5月
香港企業來自內地的銷售大致穩定，香港企業趁休戰期
「搶出口」，出口訂單跌勢有所減慢。標普全球的分析也
指出，部分地區的產出增長可能與美國企業大量累積庫存
有關。在5月生產增長最快的11個經濟體中，有7個屬於歐
元區成員國。

美未受惠關稅 製造業PMI跌
就目前而言，美國本土製造商也仍未從關稅戰中收益。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數據顯示，5月製造業PMI從4月的48.7
降至48.5，是六個月的新低。路透調查的經濟學家此前曾預
測PMI將升至49.3，但最新情況是「進口關稅反反覆覆，
使得企業難以提前規劃」，分析人士指出，在關稅影響
下，供應商需要更長時間才能交付，這可能預示着在美
國，一些商品即將出現短缺。
標普的數據也顯示，5月美國製造商的產品售價上升幅度

為所有受調查經濟體中最大；按國際標準衡量，美國的供
應延誤狀況亦處於較高水平，反映美國的關稅政策損人又
不利己。

數據顯示，企業在5月連續第二個月縮減經營活動，但
減產幅度與4月持平，未有大起大落。綜觀四大行業

領域均緊縮生產，當中又以製造業的跌幅最為顯著。新增
訂單的跌幅按月顯著回落，整體輕微。外銷訂單跌勢減
慢，但來自內地的訂單量則大致穩定。受訪業者提出，美
國暫停加徵關稅有助個別企業銷情。

製造業建造業增聘人手
值得留意的是，5月香港私營企業增聘人手，不但是4個
月以來首次就業增長，表現還是去年5月以來最顯著，而職
位增幅主要來自製造業和建造業。另外，企業在5月進一步
減購投入品。最新調查資料顯示，採購數量的減幅屬於中
等，加上採購庫存的跌幅按月顯著，反映出業者的庫存策
略更趨審慎。
對於未來一年業務前景，業者在5月維持看淡態度，但相
較4月已經有所淡化。從歷史數據來看，則依然偏高。受訪
業者表示，美國貿易政策的前景圍繞着不確定因素，加上
本土需求走弱，因此對未來一年的業務前景並不樂觀。

銷情好轉內地訂單見穩定
標普全球市場財智經濟學家Usamah Bhatti評價，5月香
港PMI指數連續4個月跌入緊縮區間，惟新訂單跌幅不大，
而經營活動也只略為緊縮，意味下行幅度較小。令人鼓舞
的是，美國關稅政策暫緩，惠及企業的銷情好轉，繼而帶
動就業增長。月內來自內地的訂單額已大致穩定，有別於
先前兩月的急速跌勢。
不過，Bhatti指對於未來一年的業務生產，香港私營企業
維持悲觀。不利因素往往與前景低迷有關，包括全球經濟

和貿易的不確定性加劇，而業者對本地經濟何時才能恢復
表示擔憂。
香港上月PMI轉好，經濟學者李兆波認為有賴中美關稅

90日的「休戰期」，很多企業希望趕在期內完成訂單，形
成短暫利好，企業對此需有清醒認識及充分準備。他認
為，本港經濟仍有諸多挑戰，需要特區政府及企業「諗計
克服」。他說，從零售數據看，市民北上及前往外國消費
持續，樓市表現也較為疲弱，本地市道仍是偏差的，且外
部風險或將持續影響本地經濟表現，相信未來數月PMI大
概率仍會於收縮區間反覆。

學者：挑戰仍多需政府「諗計」
對於企業數月以來首次增聘人手，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

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認為，短期就業市場反彈，表明企業
需要更多人手應付突如其來的需求，但短期未能見到企業
新增投資的意願，對就業市場看法並非很樂觀。此外，李
兆波也指，恒大事件餘波未盡，部分會計專業人士仍將面
臨被裁風險。
就港企應對美國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滙豐前日發表的

2025年Global Trade Pulse貿易調查，顯示港企正積極調整供
應鏈，並重新評估營運方式和地點。有74%的港企對未來兩年
繼續拓展國際貿易仍抱有信心，最多受訪企業準備與內地市場
深化貿易關係佔50%、南亞佔25%，以及歐洲佔23%。
滙豐工商金融總經理兼香港及澳門主管方嘯表示，香港的
出口表現仍然保持向好，今年首季商品出口貨量按年增長逾
10%，除了由於貿易環境急速轉變，部分經貿往來受阻，促
使企業提前出貨，香港企業亦正靈活應對挑戰，透過重新制
定價格策略，及積極開拓新市場，以保持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
股在貿易戰陰霾下依然堅挺，有助強
積金表現。強積金顧問GUM表示，
強積金 5月回報為 3.6%，人均可賺
10,128元；而今年首5個月累計回報
則為5.8%，累計賺15,746元，是2020
年以來最高的首5個月人均回報。

股票基金回報逾5%領跑
5月股票基金的回報尤為突出，回
報率達5.1%，其中美國、環球、日本
和大中華股票基金均錄得逾 6%回
報。首5個月則以追蹤港股指數的基
金表現最好，累計回報高達17.5%。
GUM常務董事陳銳隆指出，美國
與中國簽署為期90天的關稅暫緩協
議，加上特朗普關稅政策被美國法院
叫停，推動全球股市持續反彈。另
外，美國20年期國債拍賣需求疲弱，
市場憂慮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將
加劇財政赤字負擔，進一步提升美元
以外資產的吸引力。港股與歐股自年

初以來持續領漲，預計這一趨勢將延
續一段時間。此外，有基金經理表
示，投資者憂慮《大而美法案》隱藏
着一個899條款，可能導致貿易戰升
級為資本戰，導致外國投資者大規模
撤離美國資產。

港股二連升再彈逾百點
資金繼續流向美國以外的市場，港股

連升兩日，昨日再彈逾141點，收報
23,654點，成交額維持活躍，錄得逾
2,126億元。科指升近0.6%，收報5,219
點，國指升近0.7%，收報8,576點。
強勢股繼續有支持，老鋪黃金

（6181）昨日股價再升 3.1%，收報
994元，較上市價累升近24倍，料短
期內將晉身「金牛股」。另外，多隻
熱炒股亦齊破頂，布魯可（0325）與
蜜雪集團（2097）齊升約5%、古茗
（1364）升逾 8%，毛戈平（1318）
升逾11.2%，泡泡瑪特（9992）則再
升半成，市值增至3,300億元。

強積金上月人均賺1萬
股票基金最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曉旭）
香港中華總商會（下稱「中總」）
昨日舉辦大灣區系列活動專題分享
會，探索環球政經新形勢下的大灣
區營商潛能和機遇。畢馬威中國華
南區稅務部主管合夥人楊彬昨日發
言時表示，穗深港澳形成協同效
應，而前海、橫琴、南沙、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四大平台更成為
政策創新的試驗田，吸引香港資
金、技術和人才落地。

四大科創區作政策試驗田
楊彬在專題演講發言時表示，大
灣區常住人口超八千萬，面積達
5.6萬平方公里，經濟總量龐大。
若將其視為一個單獨的經濟體，其
GDP在全球國家中可排到前十位，
展現出巨大的市場潛力。他特別強
調，穗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通過
「三個連結」（香港—深圳、廣
州—佛山、澳門—珠海）形成協同
效應。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發
展的核心引擎，深圳前海、珠海橫
琴、廣州南沙、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四大平台更成為政策創新的
試驗田，正藉着差異化定位，積極
推進協同創新發展。
楊彬提到，這些區域的企業所得
稅優惠政策，如工商技術類企業可
享受15%的優惠稅率，但需符合產
業目錄要求（如科技研發、金融服
務業等），並且需要滿足「實質性
運營」條件，包括在當地設立辦公
場所、派駐人員及配置資產。他指
出，大灣區的產業發展呈現多元化
態勢，科技創新成為引領潮流的核
心動力。四大特殊區域均將科技研
發作為重點發展方向，並根據自身
特點形成不同的產業優勢。
他舉例指出，南沙依託港口優

勢，聚焦智能製造（如新能源汽
車、機械人）；前海以金融和數字
經濟為主，未來或擴容納入高端製
造；橫琴緊鄰澳門，金融服務業和
中醫藥產業成為其特色；河套聚焦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集中吸引香
港研發資源等。他建議企業根據自
身業務匹配區域定位，同時利用香
港國際化平台「走出去」，尤其看
好醫療、教育等對外資開放領域。

香港可成企業出海首選地
楊彬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
易和航運中心，具有高度的自由化
和國際化特點，為企業出海提供了
便利的平台。他提到，越來越多的
中資企業選擇通過香港走向國際市
場，利用香港的金融、法律和專業
服務優勢，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和
風險。他認為，香港的制度銜接、
人才資源和稅制簡易等優勢，使其
成為企業出海的首選之地。他認
為，隨着大灣區的不斷發展和政策
的持續優化，大灣區將成為全球最
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之一。
另外，中總副會長曾智明昨日致
辭時表示，在當前環球政經格局
下，香港企業家如何應對政經新形
勢下的挑戰，融合大灣區開拓新格
局尤為重要，冀望企業把握在新形
勢之下大灣區的發展潛能，攜手探
索灣區業務發展新商機。今年是香
港中華總商會成立125周年，為此
將舉辦一系列活動，其中走進大灣
區活動意義重大。今年也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過去
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躍居
全球灣區的前列，去年經濟總量突
破14萬億元人民幣，大灣區的經濟
體量巨大，市場潛力優厚，為港商
企業提供龐大的發展動力。

美關稅禍延 全球PMI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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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舉辦大灣區系列活動專題分享會，探索環球政經新形勢下的大
灣區營商潛能和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