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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投資市場吹冷風，香港上半
年新股集資額大跌超過90%，約177億
元；惟市場人士普遍預期，下半年新股
集資活動將可回暖。羅兵咸永道早前估
計，今年總集資額有望達到1800億至
2000億元。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
主管合夥人黃煒邦昨日表示，回顧過去
25年，內地與香港市場聯繫日益緊
密，香港在內地多層次資本市場發揮積
極重要的作用，在香港上市的中概股數
量和佔比大幅提升。中資企業與香港形
成雙贏的局面。

黃煒邦稱，南下的中資企業為香

港資本市場增添活力；作為亞洲最佳的
融資平台，港交所自2009年起，至今
有7年高踞全球IPO集資金額榜首；預
期在內地多項有利經濟增長的政策出台
下，及港交所修訂包括允許非創新產業
的大中華企業在港第二上市，將有利進
一步吸納優質中概股在港上市。

香港是全球首選上市地
羅兵咸永道香港資本市場合夥人

黃金錢指出，香港一直是全球成功的首
選上市募資平台之一，不少企業選擇香
港進行雙重上市或第二上市，可見投資

者對香港市場充滿信心。2021年首次
上市公司集資金額較1997年上升三
倍，上市公司總市值在2021年底達到
42萬億元，反映香港市場定位合適，
為企業上市融資提供可靠和高效的平
台。

黃金錢相信，憑着穩健和國際化
資本市場的優勢，香港資本市場將保持
活躍。中概股回歸，新經濟企業將繼續
成為上市活動的主要推動力。另方面，
跨境理財通的推出是另一個重要里程
碑，該計劃未來發展有巨大潛力，相信
跨境理財通第二階段的優化措施即將推

出，期望會有更大靈活性，及更多多元
化的金融產品，為投資環境創造動力，
並推動資本市場發展。

畢馬威︰會計業迎灣區商機
此外，畢馬威亞太區及中國主席

陶匡淳認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的獨有優勢巨大。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
模非常龐大，可媲美世界上的一流城市
灣區，配合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形成
一個獨特而具有經濟活力的生態圈。區
內經濟當中，不乏各行業的創業、高增
長及龍頭企業，對赴港上市、稅務規

劃、數碼化轉型諮詢等服務具有大量的
需求，為香港的會計行業帶來巨大的商
機。

安永會計師行日前指出，香港新
股市場下半年或轉趨活躍，估計有100
家公司來港上市，全年集資約2200億
元，重返全球IPO市場前五位。利好因
素包括，內地疫情轉好；中概股赴美上
市計劃受阻；等待IPO企業數量維持高
位等等。港交所資料顯示，截至今年5
月底止，已接受94家公司申請主板上
市，單單5月份就有12家公司獲接受主
板上市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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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通潛力大 優化措施或快出台
羅兵咸永道︰投資者對港充滿信心

【大公報訊】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香港
回歸祖國25年來，經歷幾次大考驗
和挑戰，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有
別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最獨
特最核心的競爭力在於 「背靠國
家、接軌全球」 ，隨着互聯互通進
一步拓展和深化，為香港金融業創
造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得天獨厚的
優勢讓香港始終穩居首屈一指的國
際金融中心之列。在國家推進金融
改革和市場開放中，基於兩地由來
已久且緊密的金融合作，以及監管
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不論在離岸
人民幣業務、CEPA、QFII、RQFII，
以至互聯互通機制，香港在國家推
進金融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過
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經過多年平穩運作，互聯互通
機制已成為內地及國際投資者跨境
資產配置的主要渠道。以股票通和
債券通為例，目前國際投資者持有
的A股有超過三分之二是通過股票通
投資，買賣內地在岸債券的也有超
過一半通過債券通進行，足見這些
安排在內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也說明香港作為橋

樑的重要地位。股票通 「北向通」
和 「南向通」 在2021年的日均成交
金額分別達1200億元人民幣和347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32%和
60%。債券通 「北向通」 日均成交
金額約260億元人民幣，較2020年
增長約34%。

對於近期港元匯價明顯走弱，
金管局多次出手以維持港元匯率穩
定，余偉文稱，雖然環球地緣政治
及通脹等因素，加上美國收緊貨幣
政策，令到環球金融市場波動。但
綜合最新數據，以及金融市場情
況，香港貨幣和金融體系仍然十分

穩健，港元市場交易繼續保持暢順
有序，市場流動性充裕，未察覺資
金流動出現異常情況，亦無跡象顯
示有大規模沽空或衝擊港元。

人幣國際化帶來大機遇
余偉文又稱，回顧過去，有三

大因素支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蓬勃發展：第一是完備的生態系
統，包括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和司法
制度，及豐富人才庫，是香港金融
業發展的重要元素。第二是市場韌
性，香港金融體系具備高度的抗震
能力，例如實施近40年的聯繫匯率
制度一直保持有效運作，成功抵禦
各種危機和風浪。同時，香港擁有
逾4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貨幣
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後盾。

第三是機遇，近年內地開放金
融市場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
中，為香港的金融機構和市場參與
者帶來不同機遇。結合目前綠色金
融和金融科技的浪潮，香港作為連
接內地和全球的橋樑，可以發揮獨
特的作用。2021年在香港安排及發
行的綠色債務融資總額再創新高，
達570億美元，較2020年增加4倍。

余偉文：互聯互通深化 港金融前景更廣闊

內地製造業PMI復擴張 一年新高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

財新周五發布的6月內地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較前值提升3.6個百分點報
51.7，錄去年6月以來1年新高。分析稱，
6月製造業生產秩序逐步恢復正常，供給
大幅走強的同時，市場需求亦有所好轉，
相信內地經濟最弱時點已經過去。

財新數據顯示，6月內地製造業產出
自3月以來首度重回擴張區，且擴張率創
2020年12月以來新高。隨着生產安排恢
復正常，企業積壓業務量重新回落。當
月，製造業新訂單總量亦恢復增長，惟增
速尚低，新出口訂單同樣錄得小幅增長。
同時，得益於新訂單的擴張，6月製造商
採購量小幅增長，不過採購庫存僅略有上
升，成品庫存則輕微下降。不過，儘管製
造業生產活動開始回升，但企業對用工規
模仍持相對謹慎的態度。6月製造業用工
連續第3個月收縮，收縮率輕微。

許多企業表示，隨着疫情的紓緩，生
產線得以重開，生產秩序恢復正常。不

過，疫情的衝擊並未完全消散，目前市況
相對低迷，進而影響新訂單的增長。此
外，在原材料成本和運輸費用上漲背景
下，6月製造業投入成本進一步攀升，但
因市場競爭加劇，企業為刺激銷售連續第
2個月調降產品售價。

中金︰經濟最弱時點已過
中金公司首席宏觀分析師張文朗指

出，截至上周 「中金經濟活動指數CEAI」

已顯示，內地經濟復甦進度已接近疫情前
正常水平的近九成， 「宏觀經濟最弱的時
點可能已經過去」 。但他也提醒， 「隨着
供給衝擊的大幅紓緩，未來應將關注點從
供給轉向需求」 。

華泰證券宏觀分析師劉雯琪、易峘認
為，鑒於 「疫後復甦」 的斜率或逐步放
緩，未來應重點觀察消費增長的後勁、地
產周期的趨勢，以及穩增長政策的可持續
性， 「下半年通脹水平或明顯上升，並可
能對貨幣寬鬆形成制約」 。

財新的調查顯示，6月製造業界對未
來1年生產前景和經營預期的樂觀度升見4
個月來新高，企業普遍預期，產量、客戶
需求將隨着疫情的消退而進一步增長改
善。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評論說，
後疫情時期， 「修復」 仍是目前經濟運行
的主線，鑒於就業市場的疲弱對居民收入
和預期構成影響，建議幫扶紓困政策應更
多聚焦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員工、靈活就業
人員，以及低收入群體。

債券通服務費降25%
7月11日生效

【大公報訊】為推動中國債券
市場高質量對外開放，優化境外機
構投資環境，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簡稱交易中心）公布，為降低境
外投資者的投資成本，交易中心與
港交所合資的債券通公司將於7月
11日下調服務費，交易標的剩餘期
限小於或等於一年的，服務費用由
票 面 總 額 的 0.002% 下 調 為
0.0015%；交易標的剩餘期限大
於一年的，服務費用由票面總額的
0.004%下調為0.003%，降費幅
度達到25%。

交易中心表示，從提升投資便
利、優化服務內容、降低投資成本
等不同維度，推動內地與香港金融
市場協同發展，持續推出面向境外
機構的創新便利服務舉措。為便利
境外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

下周一（4日）交易中心將與債券
通公司合作推出面向境外投資者和
境內承銷商的銀行間債券跨境認購
業務。

為支持中國國債納入國際債券
指數，更好滿足境外被動型投資者
交易需求，交易中心於去年11月
推出收盤價交易機制後，擬於7
月初將收盤價交易的成交單更新
時間提前至下午17：30左右，並
於8月將收盤價交易機制擴展到國
際付費模式。收盤價交易機制支
持境外機構投資者在日間與境內
報價商基於CFETS收盤估值收益
率加減點開展交易，交易系統在當
日日間交易時段後根據收盤估值
具體數值計算並自動更新成交信
息，幫助境外機構更好開展指數
跟蹤投資。

六月報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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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看香港金融市場25年發展
項目

銀行體系資產

銀行存款

外匯儲備

港股市值

債券市場

綠色債務
融資總額
滬深股通
「北向通」
港股通
「南向通」

大公報記者整理

初期數字

8.7萬億港元
（1997年7月）
1.6萬億港元

（1997年7月）
800多億美元

（1997年7月）
4.6萬億港元

（1997年7月）
發行額少於200億美元

（1997全年）

2021年發行達570億美元

2021年日均成交額1200億元人民幣

2021年日均成交額347億元人民幣

最新數字

27萬億港元
（2022年4月）
7.5萬億港元

（2022年4月）
超過4600億美元
（2022年5月）
38萬億港元

（2022年5月）
發行額約4000億美元

（2021全年）

增幅

+2.1倍

+3.7倍

+4.7倍

+7倍

+19倍

按年
+4倍
按年
+32%
按年
+60%

余偉文言論重點
•香港最獨特最核心的競爭力在於 「背
靠國家、接軌全球」 ，隨着互聯互通
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為香港金融業創
造更大發展空間

•三大因素支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蓬勃發展：一是完備的生態系統，包
括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和司法制度，以
及豐富人才庫；二是市場韌性，香港
金融體系具備高度的抗震能力；三是
機遇，近年內地開放金融市場和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為香港的金融
機構和市場參與者帶來不同機遇

•在國家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
局的過程中，香港會繼續發揮連接內
地和國際市場的橋樑角色

•香港的貨幣和金融體系十分穩健，無
跡象顯示有大規模沽空或衝擊港元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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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看好港金融未來發展
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夥人黃煒邦

•過去25年，內地與香港聯繫日益緊密，預
期在多項有利經濟增長的政策出台支持下，
以及港交所修訂包括允許非創新產業的大中
華企業在港第二上市，有利吸納優質中概股
在港上市

畢馬威亞太區及中國主席陶匡淳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有優勢巨大，
在內地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中擔當重要的
雙重角色

安永會計師行

•主流市場看好下半年內地與香港經濟走勢，
下半年中概股回歸規模有望提升

中國太保

•回歸祖國25年來，香港一步步加深與內地
的融合發展，在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
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大公報記者整理▲回歸25年，內地與香港的聯繫日益緊密，香港在內地多層次資本市場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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