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頭條商報

港府提交國安專款報告
鄧炳強：研優化社團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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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漸復蘇租金回升
中環甲廈呎租重返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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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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未來5年發1755億綠債
正評估建立區域碳交易中心可行性

國家 「十四五」規劃提出，爭取在2030年前碳排放
達至頂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陳茂波表示，《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提出支持打造香港作為
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特區政府將把握這個機遇，與
金融監管機構和業界一齊努力、多管齊下推動綠色可
持續的金融發展，為減碳事業作出貢獻。

財爺：冀建立灣區統一碳市場
陳茂波提到，特區政府本月初公布《香港氣候行動

藍圖2050》，希望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共同為2035年
碳排量減半，2050年或之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奮鬥。
在此過程中，政府及社會各界都要投放大量資源。

他重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有條件發展成為區內首要
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將繼續努力推動更多機
構，利用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平台，作綠色可持續
投資及認證。

陳茂波感謝深圳市政府上星期在香港發行了50億元

人民幣地方債券。他提到，將繼續提供有助發展綠色
金融的市場基建和動力，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區
內綠色可持續金融樞紐，並且成為海內外綠色企業和
綠色項目首選的融資平台。

港府早前發行30年期綠色債券，這在亞洲區內政府
發行綠色債券中年期最長。陳茂波稱，這批債券認購
非常踴躍，香港能夠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由安排銀
行、法律顧問及外部評審機構等金融和專業服務機構

所組成的一個完整生態鏈，是發行綠色產品的首選平
台。

部分綠債以零售方式發行
對於未來發行綠色債券，陳茂波認為，可採取不同

的貨幣和年期，從而為市場釐定孳息曲線。他續說，
發行綠色債券所得，不一定要用於工務工程，還可投
放在其他綠色項目之中，將於未來5年按市場需要發

行1755億元的綠色債券，部分綠色債券相信將以零售
方式發行，讓市民共同參與、共同得益。

上市公司ESG(環境、社會與企業管治)匯報框架方
面，陳茂波表示，為推動上市公司就氣候變化披露，
港交所正編寫全新實用指南，預計本季度之內發布。
另外，為了改善ESG資訊發布的及時性，讓ESG報告
時限與年報刊發的時間一致，港交所正就此進行諮
詢。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
道：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於 ESG
機遇論壇表示，近年將環境、社
會及管治(ESG)納入外匯基金投資
管理之中，主要投資於與 ESG 相
關的股票資產，因為近年市場基
建改善，有較多相關指數推出。
局方正逐步研究加大 ESG 於外匯
基金的投資份額，若兩項產品的
回報差不多，將優先選擇有 ESG
成分的產品。

余偉文續說，對於港府發行的
綠色債券，金管局正參與研究發
行美元以外幣種，例如歐元或人
民幣等，亦會研究綠債發行的種
類、模式和渠道等。此外，金管
局同時研究明年初會否發行零售
綠色債券，以豐富香港綠色金融
生態，並讓一般市民參與綠色經
濟投資，以吸引更多大灣區企業來港發債。

金管局增發400億外匯基金票據
金管局昨宣布，將分8次增發合共 400 億元外匯基

金票據，透過適量增加發行量，應付銀行在銀行體
系流動資金充裕環境下，對有關票據的持續需求。
每次增發的外匯基金票據為50億港元及91日期，如
8 次計劃增發量全部執行，票據發行量將會增加共
400億港元。

8次定期投標計劃分別於2021年11月2日、9日、16
日、23 日及 30 日，以及 12 月 7 日、14 日及 21 日舉
行。金管局會繼續留意市場情況，並保留調整或不全
部執行上述8次增發的可能性。

金管局表示，是次增加外匯基金票據供應的安排符合
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作原則，增發只是貨幣基礎的組成
部分之間的轉移，即由銀行體系總結餘轉移至外匯基金
票據及債券，總結餘將因應外匯基金票據的增發量相應
減少，貨幣基礎仍然由外匯儲備提供十足支持。

【香港商報訊】昨日，國家財政部在港成功定
價發行40億美元主權債，其中3年期10億美元，
發行收益率 T+6 個基點，票息 0.75%；5 年期 15
億美元，發行收益率T+12個基點，票息1.25%；
10年期10億美元，發行收益率T+23個基點，票
息1.75%；30年期5億美元，發行收益率T+53個
基點，票息2.50%，成功實現美元主權債發行歷
史上最低利差。

連續第5年境外發美元債
這是財政部自 2017 年重啟美元主權債券發行

後，連續第5年境外美元債發行。本次發行峰值
訂單達到3年期80億美元、5年期111億美元、10
年期52億美元、30年期27億美元，各年期分別
實現8倍、7倍、5倍、5倍認購。這次發行延續
2020 年採用的 144A 和 Reg S 雙規則發行模式，
引入了包括美國境內合格投資者在內的全球機構
投資者參與。

交通銀行表示，本次發行成為向國際金融市場
展示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良好窗口，為國際資本
市場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和避險工具，提振了國際
投資人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完善中資企業美元債
定價基準的同時，展現了中國堅定推動金融市場
高水平雙向開放的決心。

工銀國際表示，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本次

美元債券成功發行，彰顯國際資本對中國主權信
用的信心。本次發行也向國際資本市場傳遞了中
國更高水平全面對外開放的信心，向全球投資者
展現了中國在有效防控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整
體復工復產有序推進、社會經濟穩步復蘇的比較
優勢。此外，國家常態化的發行將有助完善境外
美元主權債收益率曲線，為中資企業海外融資提
供更好的定價參考，並提供高質量的投資選擇以
滿足國際投資者配置中國資產的需求。

發行60億人幣國債獲超購
此外，財政部昨還在港成功招標發行60億元人

民幣國債。2年期和7年期的增發量，分別為45
億元人民幣和15億元人民幣。本次招標中標價格
分別為99.82和105.10，對應收益率約為2.506%及
2.758%。市場對此反應熱烈，認購倍數分別為發
行規模的2.2倍及2.15倍。

中銀香港指，市場反應充分體現人民幣資產受
到全球投資機構的青睞。香港是全球離岸人民幣
資金池中心，人民幣存款今年總體保持平穩上升
趨勢。目前，全球央行低息潮持續，人民幣資產
的較高收益率在全球凸顯。本次7年期國債增發
進一步完善了離岸人民幣國債收益率曲線，二級
市場交易日漸活躍，有利於企業利用境外人民幣
市場融資，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
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於本港出
席一個ESG相關論壇時表示，香港
金融監管機構所組成的 「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正評
估香港可否發展成為區域碳交易中
心，並基於廣東現有的碳交易試
點，建立 「粵港澳大灣區」 統一碳
市場。他又透露，香港未來5年將繼
續定期發行政府綠色債券，額度等
值於1755億港元，部分綠債以零售
方式發行，令市民可共同參與。

財政部在港發40億美元主權債余偉文：研增加外匯基金於ESG投資

陳茂波表示，未來5年將
發行1755億港元政府綠色
債券。

余偉文表示，未來計劃加大外匯基金對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方面的投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
香港將在未來5年發行1755億
港元綠色債券，並在評估港成

區域碳交易中心可能，研建粵港澳大灣區統一碳市
場。近年，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相關議題廣受社
會關注，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全球共識，帶動綠色
及可持續發展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新主流，加上國
家決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未來綠色金融的需求
只會有增無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充分把
握全球碳市場和綠色金融市場機遇，發揮自身優
勢，加速打造成為灣區綠色金融樞紐，以己所長，
助力國家實現向綠色經濟轉型的目標，同時亦進一
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當前，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已演化成

市場的投資及融資主題，全球在低碳轉型過程中對
資金的需求正不斷加大。國家提出在2030年碳排放
量達峰，並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根據測
算，到2060年，內地每年需要至少3萬億至4萬億
元人民幣的綠色投資，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人
民幣以上，相當部分可以體現為綠色債券市場的需
求，顯示綠色金融有極大發展空間。

面對巨大的綠色投融資需求，香港在推動內地綠
色債券發行一事上，可發揮更多作用。一方面，香
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擁有全球領先
的資本市場基礎，是亞洲最大的國際債券安排發行
中心，及全球領先的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特別是
中央支持香港打造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建設
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經過近幾年的快速

發展，本港已逐步形成完備的綠色金融生態系統。
另方面，香港歷來是內地與世界各地連接的橋

樑，可充分發揮連接內地發行人和國際投資者之間
的作用，鼓勵更多的內地機構來港發行綠色債券，
為吸引國際投資者綠色資金提供理想的平台。資料
顯示，2020年在港安排及發行的綠色債券貸款總額
達 120 億美元，截至 2020 年年底累計金額達 380 億
美元；三分之一綠色債券的發行人都是首次在香港
發債。早前，深圳市政府來港發行地方債，當中就
包括綠色債券，正是 「香港所長」 貢獻 「國家所
需」 的體現，往後本港當可繼續發揮優勢，持續創
新綠色金融產品，完善綠色金融機制，助力國家
「碳達峰、碳中和」 目標的實現，同時有序推動香

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為推動達至碳中和目標，內地啟
動全球最大規模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排放量
將超過40億噸，預計將帶來千億級交易市場規模。
巨大的市場需求，將產生一系列交易、投資、支援
類金融活動，為碳金融服務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目前，內地已陸續在北京、上海、湖北、廣東、深
圳等多地開展碳交易試點，但交易的方式較為單
一，缺少期貨交易和各種金融產品的創新。香港可
以聯合廣東，建立大灣區碳交易市場，加強內地碳
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互聯互通，包括資訊披露，標準
制訂，供國際投資者進行交易等，促進國家碳交易
市場的產品完善，進一步豐富本港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的生態，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綠色金融樞紐。

將香港打造成灣區綠色金融樞紐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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