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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脹升溫利好認購氣氛
陳茂波在其最新網誌指，在年初編製財政預算案之

時，環球通脹及息率仍然偏低，而股票市場則很熾
熱，無論是iBond抑或Silver Bond的吸引力也許並不
突出。然而，剛好在過去數周iBond接受認購申請之
際，美國通脹呈升溫趨勢，迅即令通脹掛產品吸引
力格外突出，有利於認購氣氛。對未來抱有期盼、對
趨勢作出研判，從而部署現在，這種 「從未來看現

在」的思維，往往可以發揮一石二鳥之利。借助發展
政府債券，以推動本港債券市場的發展，既現在受
益，更有利未來。

他又提到，希望電子消費券計劃同樣達到 「一箭雙
雕」的效果，既刺激消費、帶旺經濟，亦可推動電子
支付的廣泛應用。新冠肺炎疫情令電子支付及網上銷
售更廣泛被接受和使用，相繼有調查指出，電子交易
模式將是未來全球市場的主流趨勢及增長所在。當周
邊城市在這方面迅速發展之際，如果香港停滯不前，

未來勢必削弱本地企業和小商戶的經營空間，亦不利
數碼經濟在香港的整體發展。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金融服務發展蓬勃，但在消費層面的電子支付及
網上銷售卻仍有很大的提升及增長空間，今年首4個
月本港網上商品零售總額逾81億元，比去年同期多
53%，遠高於整體零售銷售8.3%的增幅。然而，這個
正高速增長的網上銷售部分僅佔本港總零售額的
7%，比率遠低於內地的逾20%，意味本港仍有頗大的
提升空間。

電子消費券下月起登記
陳茂波認為，電子消費券計劃讓市民能有額外金額

消費的同時，也可匯聚各人的力量，一起推動電子消
費的更廣泛應用，幫助小商戶可更大程度參與電子平
台，有機會做多些生意、帶來更多收入。本港商戶若
能有更多跨行業的促銷空間，將能為經濟及市場增添
更多新意和活力。

他續指，隨防疫控疫工作漸見成效及接種疫苗
的人數持續增加，過去一年半受疫情打擊的本港經
濟，也正逐漸重拾動力，生產總值回復增長的同
時，就業市場亦見改善。例如，失業率在今年初上
升至7.2%的近17年高位後逐步回落，按近月的改善
速度，稍後公布的失業率很快可以回落到近一年前
的水平，但與疫情前幾近全民就業的狀況相比，還
是有很大距離。要讓經濟最大程度恢復，始終離不
開有效防疫控疫，並恢復與內地以至外地的人員往
返。這時候，配合電子消費券的推出，將有助營造
良好的消費氣氛、讓市民能開心消費、讓商戶能多
做生意，同時推動本地的電子支付及應用，電子消
費券計劃的籌備已在最後階段，稍後港府將公布計
劃詳情，包括登記手續及發放安排，並預計下個月
開始接受登記。

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 曉辰 張芃芃 美編 張俊奇

頭條商報

湖北十堰燃氣爆炸已致12人遇難
習近平指示全面排查各類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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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無新確診連6天本地清零
街症病人獲接種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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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陳茂波：逾71萬人認購iBond破紀錄

港惠民金融熱潮迭起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

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以 「惠
民金融」 為題發表網誌表示，最
新一批的iBond認購期已結束，
反應熱烈，超過71萬人申請，比
去年發行的一批債券大幅增加
55%；初步認購總額超過545億
港元，比去年多40%，兩者都創
出了2011年發行以來的新紀錄。
基於認購反應理想，港府會將這
次發行額由原來的150億元調高
至200億港元，並將緊接在本月
底公布新一批Silver Bond的發
行詳情，這批債券的發行額將不
少於240億港元，合資格認購年
齡亦會由65歲降低至60歲，以
便為更多長者提供一個穩定可靠
的投資選擇。

惠民金融
iBond
超71萬人申請，較去年發行債券增55%。

初步認購總額超545億港元，比去年多40%。

發行額由150億港元調高至200億港元。

Silver Bond

發行額將不少於240億港元，認購年齡降至60
歲。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
兩制」主題論壇日前在港成功舉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於
論壇主旨演講中陳述了中國共產黨對 「一國兩制」事業的
偉大貢獻。昨日，本港政商界人士繼續熱議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

張建宗：國家是香港的底氣所在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於網誌表示，中國共產黨是憲法規

定的領導者，是 「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維護者。香港順
利回歸祖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偉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中國，這是不爭的歷史事

實。」他稱，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劈波斬浪，走過波瀾壯
闊的百年征程。內地已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去年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已接近美國的規模； 「十四五」期間，內
地更會致力於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持續釋放消費潛
力。此外，內地2020年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外來直
接投資目的地，凸顯中國對全球投資者的巨大吸引力。國
家取得如此驕人成就，令所有中國人自豪。

「國家是香港的底氣所在，也是香港的最強大後盾。」
張建宗指，在 「十四五」規劃下，中央政府一如既往支持
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明確肯定和支持香港四個 「傳統
中心」，即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
心，以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但更重要
的是中央首次提及支持香港發展的四個 「新中心」定位，

包括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
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張建宗強調，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
戰，在黨的領導下，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及時
讓香港由亂向治，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
港」。只要我們不忘 「一國兩制」的初心，只要我們以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共同目標，善用得來不易的穩定理性局
面，全力解決民生問題，把握 「十四五」規劃及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經濟機遇，香港必定會重新起飛，為
國家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袁武：團結港人積極融入灣區建設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昨表示，駱主任主旨演講讓香

港同胞更加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共產黨對香港同胞
的關懷愛護。他說，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已80年光陰。今
年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也是香港首次盛大慶祝中國
共產黨的成立慶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三座大山被推
倒了，中華民族站起來了，建立了新中國。我們從一窮二
白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作為長期生活在港英管治
下的香港同胞，中華兒女倍感驕傲，倍感自豪。

袁武指出，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實
現了香港順利回歸。國安法實施，選舉制度完善，香港實
現了由亂轉治，牢牢確立了 「愛國者治港」。全面落實中
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可以更精確地貫徹 「一國兩

制」。在黨的領導下，全體香港同胞團結起來，發揮香港
所長、國家所需，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
建設，香港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明天一定會更
好。

老少聰:「一國兩制」是港發展基石
香港工業總會總裁老少聰表示， 「一國兩制」是香港賴

以成功及發展的基石。駱主任演講明確道出 「一國兩制」
是新中國首創的模式，是中國共產黨惠國惠民的具體展
現；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遵從基本法和 「一
國兩制」，香港必定可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新的騰
飛。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秘書長龍漢標指，駱主任講話從百年
恥辱講到共產黨成立，講到以 「一國兩制」構想解決香港
歷史遺留問題，講到以正確實施 「一國兩制」保障香港繁
榮穩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深入的回顧與期望，可
謂 「字字珠璣、語重心長」。

稻苗學會主席徐汶緯亦表示，中國共產黨帶領新中國由
一窮二白發展至平視世界，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經得起考
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經得起考驗。 「一國兩制」經
歷20多年，尤其是2003年沙士考驗、2007年金融風暴，
2019年修例風波、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戰，證明它經得起風
浪；未來，我們要遵守和發揚 「一國兩制」，讓香港在國
家大力支持下重新出發。

政商界熱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披露，
最 新 一 批 的 通 脹 掛  債 券
（iBond）結束認購，反應十

分熱烈，超過71萬人申請，比去年發行的一批債券
大幅增加55%；初步認購總額超過545億港元，比去
年多40%，兩者都創出2011年發行以來的新紀錄。
基於認購反應理想，政府會將這次發行額由原來的
150億元調高至200億港元。

新一批iBond的最低息率保證維持兩厘，實際上
是穩賺不賠的投資產品。若通脹率低，投資者可賺
取息差，即使將來通脹升溫，回報也能抵銷財富被
通脹侵蝕的損失，讓市民立在不敗之地。現處低利
息、低通脹環境，而未來通脹有機會重臨，此際
iBond受熱捧實在意料之中。

政府創新利用金融市場發展服務經濟和社會，讓
更多市民獲益，值得肯定。本港首季GDP按年實質
增長7.8%，高於市場預期，成績主要受惠於金融行
業表現穩健及貿易帶動，而直接關係到本地大量僱
員的餐飲、酒店、零售和旅遊等行業，受疫情影響
仍處於低迷狀態，復蘇並不平衡，基層市民還在捱
苦。政府積極做事，包括推出惠民金融，讓市民能
感受到、參與到和受惠到金融市場發展的好處，有
利於更好分享經濟復蘇的成果。

面對 iBond 認購踴躍，政府除了適時加推發行
額，滿足市場需求，還設法進一步擴大受益人群。
陳茂波表示，會緊接在本月底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
（Silver Bond）的發行詳情。這批銀色債券的發行
額將不少於240億港元，而合資格認購年齡亦會由

65歲降低至60歲，為更多長者提供有不錯回報又穩
定可靠的投資選擇。這對投資渠道有限、習慣將錢
存入銀行收息的長者而言，相信會受到歡迎，可以
滿足養老保本的需求。

在目前低息環境下，加上面對疫情未除、經濟復
蘇乏力、市場波動大等因素，更需要不斷創新，設
計推出更多的惠民金融產品。例如多鼓勵業界研發
低風險、能跑贏通脹、中長線有穩定回報，或能在
提取階段提供穩定分派的合適投資產品，並在政策
上作出配合和支持，可以 「食住上」 、 「翻尋
味」 ，提供配套措施，讓市民有更多對抗通脹的選
擇，以滿足保值增值需求。亦可探討是否有空間擴
大現有發債計劃的範圍及規模，更多惠及民生。

與此同時，政府利用低息環境發行債券，成本低

而效益高，還可彌補自身在債市發展上的短板，拓
闊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陳茂波指，過去數周iBond接受認購申請之
際，美國通脹呈升溫趨勢，迅即令通脹掛產品吸
引力格外突出，有利於認購氣氛，借助發展政府債
券，以推動本港債券市場的發展，既現在受益，更
有利未來。

iBond、銀色債券等惠民金融產品，市場已經存在
且規模龐大，具開發潛力，政府積極引導債券市場
發展，促使業界投入創新開發，有利本地債券市場
更多樣化，增加流動性，進一步提升債券市場的競
爭力。創新豐富惠民金融產品，既滿足市民投資抗
通脹和保值的需求，又有助擴大本港債市規模和產
品選擇，正是多贏之舉。

惠民金融創新多贏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最新一批iBond認購人數與認購總額創發行以來紀錄。 記者 蔡啟文攝

2021 年 6 月 15 日

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