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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是次發行的 「粵港澳大灣區」主
題債券募集資金，將用於包括港珠澳大橋
在內的基建工程；公共交通設施、廣場等
民生工程；民企投資項目以及企業跨境融
資項目的融資或再融資，輻射地區包括香
港、澳門、深圳、珠海、江門在內的五座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人民幣債料佔最多
是次發行亦將充分發揮中國銀行 「跨

境、跨業、跨界」的經營優勢以及靈活運
用境內外市場資源的資金融通優勢，利用
港澳融資平台，加大資源投入，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的優質企業和重點項目，促成區
域內更加開放、包容的合作關係。 「粵港
澳大灣區」主題債券的發行將涵蓋四個大
灣區內主流的貨幣種類，並且澳門幣是首
次公開發行，再次彰顯了中行在跨地域、
跨幣種方面的資金融通實力，以及其全球
化水平居中國銀行業之首的領先地位。

光銀國際投資董事總經理兼研究部主
管林樵基表示，在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
下，相關主題債券有發展空間，料受投資
者歡迎，相信未來陸續會有機構發行大灣
區主題債券。雖然中行未有透過發行金額
及四個幣種的比例，但他估計，應以人民
幣債券的發行佔大多數，最少為澳門幣債
。至於息率水平，則要看中行將投資於什
麼項目，及未來大灣區會否再有詳細措施

出台。

提供跨境金融服務便民
中行表示，是次發行恰逢港珠澳大橋

剛剛通車，一橋飛架三地，大灣區一小時
交通圈正式形成。中國銀行作為港珠澳大
橋主橋項目唯一貸款牽頭行和代理行，為
大橋項目建成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和服
務。中行推進大灣區的互聯互通不僅體現
在通過支持基建實現地理意義上的互通，
也體現在通過民生服務和跨境金融實現宜
居宜業的互通。

是次發行人民幣段聯席全球協調人、
聯席帳簿管理人及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國銀
行、花旗、東方匯理銀行、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渣打銀行及北歐斯安銀行；港幣段
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帳簿管理人及聯席
主承銷商為中國銀行、法國巴黎銀行、滙
豐銀行、摩根大通及瑞銀。

澳門幣段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帳簿
管理人及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國銀行、大豐
銀行、澳門國際銀行、澳門華人銀行及大
西洋銀行；美元段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
帳簿管理人及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國銀行、
星展銀行、三菱日聯及富國證券，聯席
帳簿管理人為交通銀行、光大銀行香港
分行、澳洲聯邦銀行、工銀國際、工銀
亞洲、凱基證券、瑞穗證券以及加拿大
豐業銀行。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中國銀行（03988）宣布，計劃在境外發行 「粵港澳大灣區」
主題多幣種債券，募集資金將用於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信貸項目。
此次發行將包括人民幣、港幣、澳門幣及美元，發行主體為香港分
行和澳門分行。債券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是中行首次發
行 「粵港澳大灣區」 主題債券，亦突顯香港作為大灣區融資角色的
地位。

中行發多幣種債助力大灣區
用於基建項目信貸 分析料受投資者歡迎

【大公報訊】對於中國銀行（03988）
計劃在境外發行 「粵港澳大灣區」主題多
幣種債券，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給予 「A（
EXP）」評級，而中行本身評級為A，穩
定。該行指，這些票據將根據中行400億美
元的中期票據（MTN）計劃發行，最終評
級取決於最終銷售文件而定。

惠譽於2013年12月9日首次評選中行的
中期票據計劃評級為'A'/'F1'，並於2018年5

月16日再次肯定其評級。該計劃的規模從
2018年4月的300億美元增加到400億美元，
以滿足銀行的資金需求。

中行未有透露發債規模、年期及息率
等資料，僅透露募集資金將用於粵港澳大
灣區相關的信貸項目。而此次發行將包括
人民幣、港幣、澳門幣及美元，發行主體
為香港分行和澳門分行，債券並將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

債券將在港掛牌 惠譽予Ａ級

粵金融高新區冀成港企北闖橋頭堡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港資開發商亦加
速布局。新世界中國地產董事兼副行政總
裁黃少媚表示，大灣區 「9+2」不同城市
均有別樣魅力，新世界未來仍會重點深耕
大灣區，其中在深圳正投資400多億元（
人民幣，下同）推進4個重點項目，包括
文錦渡口岸經濟帶戰略合作、前海中心的
金融及商業綜合體等，其中後者將作為周
大福企業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的中國區總部。

新世界中國在廣州發布新品牌口號 「
予城新蘊」，新世界中國董事兼行政總裁
蘇仲強闡釋了該新品牌價值：唯人為貴，
匠心築城以及洞見未來。發布會上，新世
界中國公布了內地布局計劃，包括富增長
潛力的一二線城市，以大灣區、華南、京
津冀及長江三角洲為重的區域；此外，還
要增加高增值及具策略性布局的城市投資
。談及銷售目標，蘇仲強表示以後發展還
是要保持穩重和積極的態度，年銷售目標
定在200億元。至於目前銷售業績情況，
黃少媚透露，對於公司原定160億的年銷
售目標，目前已經超額完成。

黃少媚表示，隨着廣深港高鐵、港珠
澳大橋相繼全線通車，形成 「一小時生活
圈」，新世界中國將加強在 「交通樞紐中
心」布局綜合體等項目。其中，增城綜合
發展項目，便處於連接廣州市綜合交通網
絡的重要節點。據了解，該在建項目投資

額約50億元，將建最高高度不低於240米
的標桿式雙子塔樓，是繼廣州東塔之後又
一城市地標。黃少媚補充，目前正積極面
向內地市場拿地，將在大灣區重點布局廣
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地，也考慮將目
光投向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

在深圳，新世界中國便正在推進4個
重點項目，投資額達400多億元。其中，
今年已與羅湖區政府簽署《文錦渡口岸經
濟帶戰略合作協議》，在 「口岸經濟帶」
建設、 「一河六圈」等商業片區改造、綜
合運營及招商引資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
將傳統關口駐轉化為宜居城市。

與此同時，深圳前海中心金融商務區
桂灣片區商業地塊已經正式啟動，打造國
際化金融及商業綜合體，該項目將作為周
大福企業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的中國區總部。

新世界：未來深耕大灣區
【大公報訊】記者邵淑芬報道：由廣

東金融高新技術服務區和廣東省粵港澳合
作促進會金融專業委員會共同主辦的 「
2018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與創新研討會
」昨日於香港舉行。佛山市南海區副區長
兼廣東金融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喬吉飛表
示，廣東金融高新區正着力打造千燈湖創
投小鎮，通過集聚一批私募股權基金、私
募證券基金等金融業態，與珠三角製造業
實現全方位合作。

喬吉飛指，廣東金融高新區與香港的
合作由來已久。2007年，廣東金融高新區
由廣東省政府授牌成立，順應國際金融後
台業務與核心業務相對分離的趨勢，定位
金融後台服務基地，承接廣州、香港乃至
亞太地區的金融服務後台和服務外包機構
。截至目前為止，金融高新區已成功吸引
430多家金融機構及知名企業落戶，包括滙
豐、東亞、恒生、大新等港資銀行，以及
友邦保險亞太區後援中心、畢馬威共享服
務中心、滙豐環球營運中心等港資金融後
台及服務外包機構。

喬吉飛指，廣東金融高新區願意成為
港澳高端服務業走向中國腹地 「橋頭堡」
，為港澳金融、中介服務、信息服務、文
化創業等產業拓展大灣區市場提供一個 「
落腳點」。他續稱，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
設過程中，廣東金融高新區期待能在資本
、金融科技、服務外包行業等方面與港澳
取得合作，共同探索金融、科技、產業的
創新融合的新路徑，成為港澳高端服務業
發展內地業務的強大後台。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常務副會長

兼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孟建波表示，粵港
澳三地制度不同，可望互補合作，實現共
贏。珠三角將作為國際上最有競爭力的區
域，發展潛力巨大。國際寶峰金融集團董
事長吳連峰認為，大灣區各地可望分工合
作，而香港可發揮其國際化的功能，加上
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可望帶動大灣區法律
制度亦逐步完善。工銀亞洲資訊技術部總
經理唐斌指，銀行於大灣區的金融科技發
展機遇及挑戰並存，除面對第三方支付公
司的衝擊外，愈趨嚴格的監管要求及持續
增加的外部欺詐風險，均為銀行帶來挑戰。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近年來，珠三角創新創業掀起熱潮，港澳
創業團隊北上也增多。數據顯示，相比
2014年前入駐深圳前海的港企僅約500家，
目前已突破8000家。而且，越多越多的創
業團隊更加年輕活力，對辦公環境的國際
化與商務氛圍的需求更高，對此，各類創
意社區、孵化基地及新型辦公空間在珠三
角紛紛冒起。也有港澳企業瞄準這一商機
，打造多元且創新的聯合辦公空間，加速
在大灣區城市布局。

據統計，目前珠海橫琴創業谷已累計
孵化275家企業，其中港澳創業團隊佔比達
60%。為吸引粵港澳大灣區更多青年人創
新創業，由三地資金、人才合作開發位於
橫琴的粵澳雙創中心。據合作方蜜蜂科技
Bee+透露，該中心項目空間布局將涵蓋聯
合辦公、人才公寓、文化創意、世界華人

商會、企業傢具樂部、會展中心，以及餐
飲、咖啡、便利店等配套設施，規劃約4.2
萬平方米，打造成為服務於粵港澳青年人
創新創業的高端人才產業基地。

同時，由港青參與合作打造的Bee+深
圳財富大廈空間日前揭幕。Bee+創始人兼
CEO賈凡表示，該創新辦公空間配備了雙
層社交大堂、升級版午休艙、可提供24小
時自助餐的超級廚房等創新設計元素；而
且可滿足企業的定製化需求，配備了企業
形象展示牆、獨立會議室等專屬空間，革
新了行業標準。

據了解，如今各類創意辦公空間在大
灣區備受企業追捧，除了初創企業、快速
成長的互聯網公司之外，還有大型企業的
分部和世界五百強的分部。賈凡說，目前
Bee+在珠海、廣州的成熟空間都是90%以
上入駐率。

港企內地拓創意辦公空間

【大公報訊】記者邵淑芬報道：中銀
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
樑表示，香港與內地融合由廣東與香港開
始，預期未來內地與香港將朝市場一體化
及實現金融融合邁進。他續稱，香港下一
個機會便是大灣區發展，香港鞏固自己特
色及優勢之餘，亦需針對國家需要發展。

謝國樑指，自 「沙士」之後，本港銀
行透過CEPA進入內地市場，內地相關貸
款佔比亦不斷上升，若無內地業務，香港
銀行業發展一定沒有這麼快。他表示，香

港融資功能非常強大，每年為內地企業融
資的金額高達兩萬億港元，加上貨幣可自
由兌換，灣區企業可透過香港融資，而香
港下一步正好發揮自身的融資優勢。

他認為，穗港澳金融可相輔相成，錯
位發展，合力把大灣區打造成為一個服務
國家、服務世界的亞太時區的全球性金融
樞紐。

他續稱，穗港澳金融要抓住大灣區建
設機遇，金融科技及金融便利化為合作重
點，支持實體經濟和創新科技發展。

謝國樑：穗港澳邁向金融一體化

與會嘉賓主要言論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常
務副會長兼金融專業委員會
主任孟建波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及
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

工銀亞洲資訊技術部
總經理唐斌

國際寶峰金融集團
董事長吳連峰

佛山市南海區
副區長喬吉飛

粵港澳三地制度不同，可望互補合作，實現共贏。
珠三角將作為國際上最有競爭力的區域，發展潛力
巨大。

未來內地與香港將朝市場一體化及實現金融融合邁
進，而現時本港銀行於內地貸款比重不斷上升，若
無內地業務，香港銀行業發展一定沒有這麼快。

銀行於大灣區的金融科技發展是機遇及挑戰並存，
除面對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衝擊外，愈趨嚴格的監管
要求及持續增加的外部欺詐風險，均為銀行帶來挑
戰。

大灣區各地可望分工合作，而香港可發揮其國際化
的功能，加上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可望帶動大灣區
法律制度亦逐步完善。

廣東金融高新區正着力打造千燈湖創投小鎮，通過
集聚一批私募股權基金、私募證券基金等金融業態
，與珠三角製造業實現全方位合作。

中行粵港澳大灣區主題多幣種債券詳情
發行主體

掛牌

發債主題

發行幣種

資金用途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和澳門分行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

「粵港澳大灣區」
人民幣、港幣、澳門幣及美元

包括港珠澳大橋在內的基建工程；公共交通設施、廣場等民生工程；民
企投資項目以及企業跨境融資項目的融資或再融資

▲新世界中國管理層在廣州接受採訪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孟建波表示，粵港澳三地合作，將成
為國際上最有競爭力的區域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謝國樑表示，香港下一個機會便是大
灣區發展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 ▼中國銀行在境外發行的多幣種債券
，將用於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信貸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