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00

4000

2000

0

-2000

-4000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瑞士央行暗示加息壓通脹

王春英介紹，9月跨境資金流動總體
平穩，境內外匯供求延續基本平衡。當
月受主要國家貨幣及財政政策、宏觀經
濟數據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進一步上
漲，全球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匯率
折算與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疊加影響
下，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環比小幅下降。
市場此前估計9月末外匯儲備規模為
29975億美元，較8月末降574億美元。

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
市場數據顯示，9月末美元指數已站

上111，續創近20年來新高。強勢美元
下，近期各國外匯儲備規模均呈現環比
降勢。除鄰近的日本和韓國外，截至9月

16日，印度外匯儲備為5457億元，較一
年前的6424.5億元減少近千億元或
15%，創2020年10月以來新低。匯率方
面，9月人民幣匯率整體在6.8至7.25區
間內保持 「雙向波動」 之勢。儘管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貶值，但相比其他主
要非美元貨幣而言，人民幣表現依然堅
挺。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提醒
說，今年前8個月，全球主要非美元貨幣
中，日圓貶值約20%、英鎊貶值約
16%、歐元貶值約14%，均高於人民幣
的貶值幅度。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僅下降約1.5%和
1.3%。

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宏觀研究中心
王靜文分析，中國經濟正處 「復甦前
期」 ，而發達經濟體經濟多處於 「衰退
前期」 ；與此同時，當前中國出口仍保
持一定的韌性，國際收支整體也延續順
差態勢，且人行外匯管理工具依然充
足。

王春英表示，當前外部形勢更趨複
雜嚴峻，全球經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
顯增多，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不
過，中國經濟總體延續恢復態勢， 「經
濟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期
向好」 的基本面不會改變，有利於外匯
儲備規模總體穩定。

本周在岸人民幣假期休市，離岸人

民幣兌美元期內基本在7.0至7.1關徘徊。
連平指出，在美聯儲激進加息、美元指
數持續上行、歐洲經濟金融風險增大、
中國經濟修復放緩等因素影響下，本季
人民幣匯率階段性貶值壓力依然不小。
不過，在中國穩增長政策支撐、國際收
支基本平衡，以及完善的匯率調節工具
和充足的民間外匯加持下，人民幣匯率
不具備趨勢性大幅貶值的條件。

人行有充足工具穩定匯率
連平稱，4月中旬以來，人行數次啟

用匯率調節工具，即便本季人民幣在7算
以上波動，但匯率 「雙向波動、彈性增
大」 ，在合理區間內保持基本穩定的可

能性較大， 「一旦形勢改善，人民幣仍
有強勢升值的基礎與條件。」

王靜文坦言，未來美元或續走強，
不排除上衝120的可能性，人民幣匯率短
期恐繼續被動承壓。針對上述情況，他
相信人行會繼續追加穩定匯率的舉措，
包括調升銀行遠期售匯保證金比例和跨
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系數，以及在香港
離岸市場發行人民幣票據等， 「人行的
目的是穩定匯率預期，形成匯率 『雙向
波動』 格局，避免因資金大幅流出對宏
觀經濟或金融市場帶來衝擊。」

此外，香港金管局公布，香港於9月
底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為4192億美元，
較8月環比回落12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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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儲3.02萬億美元 優於預期
外管局：跨境資金流動平穩 外匯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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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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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美元強勁，令全球
央行沽美元托本地貨幣，使各國外匯
儲備大跌。日本公布的最新數字顯
示，因大手干預匯市而令外儲在9月份
跌至1.24萬億美元，單月減少540億美
元（約4212億港元），創有紀錄以來
最大跌幅；而韓國早前亦公布，外儲
為4167億美元，減少197億美元。彭
博社統計指出，今年全球外匯儲備已
減少了1萬億美元，為2003年數字公布
以來最大跌幅。

日本財務省上周公布的數據顯
示，9月份共動用了破紀錄的2.8萬億
日圓干預匯市，因而令其外匯儲備在

當月跌至1.24萬億美元，比起去年同
期大幅減少了540億美元，今次亦是擁
有全球第二大美元儲備的日本，連續
第二個月錄得外儲減少。

日本的外匯儲備包括有在海外銀
行和國際結算銀行中的現金存款、美
國國債、黃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儲備和特別提款權等。

全球外儲年內失萬億美元
全球外匯儲備在今年以來大減，

現已失去了1萬億美元，跌至12萬億美
元，跌幅7.8%，為自從彭博在2003年
開始這項統計以來最大的跌幅。

渣打銀行G-10外匯研究部全球主
管Steven Englander指出，其他外匯
儲備貨幣，包括歐元和日圓兌美元的
價值下跌，因而令多數國家的整體外
匯儲備金額下跌。

韓國外儲減幅14年最多
另外，韓國央行早前亦公布，9月

份外匯儲備大幅減少了197億美元，至
4167億美元，為近14年來，即上次全
球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跌幅，主要原因
是聯儲局大幅加息，令韓圜持續下
跌，韓國央行於是動用大量外匯儲備
干預匯市。

入市托匯 日外儲減4200億破紀錄

瑞信回購237億債 股價低位升三成

秘魯加息至7厘 廿年新高
【大公報訊】新興市場通脹壓力

高企，秘魯加息至7厘創廿年新高，並
為當地央行連續第15個月加息。秘魯
央行的聲明指出，按年通脹預期將會回
落，受到國際食品價格增長放緩、能源
價格回落等影響，通脹率明年下半年可
望回到目標水平。聲明並指，非常留意
有關通脹和其壞影響的消息，包括通脹
預期和經濟活動等，未來將會有進一步
的行動。

南美國家秘魯在周四宣布加息四
分一厘，至7厘，並已連續加息15次，
利率亦已由2021年7月的0.25厘低水
平，大升675個點子，原因是這個安地
斯山脈國家正面對超高通脹，截至9月
份的一年內，年度通脹率已高達
8.53%，遠遠超出當地央行所定下的

1%至3%的目標水平。
秘魯央行行長Julio Velarde曾經

在9月底表示，利率或不會進一步上
升。分析師對利率是否已經見頂意見
不一，雖然經濟增長已經放緩，但由
於供應鏈受阻、貨幣疲弱、俄烏衝突
持續等因素猶在，相信超高通脹壓力
不會太快消失。

另外，另一南美洲國家阿根廷亦
深受通脹困擾，經濟分析師估計，當地
通脹率在12月將會升至100%，有關預
測是由阿根廷央行的月度統計所公布，
是私人經濟學家首次估計該國通脹率將
出現三位數字，勢成為全球各主要經濟
體中，通脹率最高的地區。今次亦將是
阿根廷自從90年代初的金融危機以
來，首次通脹率重上三位數字。

亞洲國家9月外儲變化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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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瑞士央行
暗示將加息壓通脹，瑞士央
行 行 長 喬 丹 （Thomas
Jordan）在蘇黎世的一個活
動上提到，央行無法接受通
脹率超過其0%至2%的目
標，而容忍物價加速上漲，
將會引發更高的通脹。喬丹
指出，瑞士央行對其價格穩
定目標的定義，與歐洲央行
2%的對稱通脹目標不同。儘
管瑞士9月通脹率只錄得
3.3%，低於外界預測的
10%，但對央行而言仍屬偏
高水平。

喬丹認為，通脹率超過
3%已不再是價格穩定。如果
再往上走，將很難準確控制
通脹率。在中期使通脹率回

到2%以下是非常重要。央行
已經採取相對措施，包括調
整利率、允許瑞郎升值等，
當中貨幣升值有助降低能源
和食品成本高昂，引致的進
口物價上漲影響。不過，他
同時提到，如果瑞郎過度升
值，央行將對市場進行干
預，但未有透露入市的界
線。

另外，路透引述瑞士央
行管理委員會成員梅希勒
（Andrea Maechler） 表
示，央行已預備進一步加息
以抗擊通脹，並指很可能要
進一步加息。她續稱，瑞士
通脹在過去三十年消失後回
來，央行將監察通脹預測，
並致力把通脹回復至2%內。

各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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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匯儲備今年以來驟減萬億美元 億美元

全球外儲規模季度變化

【大公報訊】陷入破產危機
的瑞信，宣布回購價值30億瑞郎
（約30.21億美元或約237億港
元）債務，目的是要在公布大規
模重組策略前，減少投資者的憂

慮。措施公布後，瑞信股價一度
升近9%，勢創連續第三日升市。

今次的舉動對瑞信來說，是
要表現出對前景的信心，該行在
聲明中表示，此舉符合該行管理

整體負債組合及優化利息開支
的積極做法，同時亦能利用市
場條件以具有吸引力的價格回
購債務。

受到利好消息刺激，瑞信
股價在昨日最多曾升8.85%，
報4.59瑞郎，並勢創連續第三
天的升幅。截至昨日中段，瑞
信股價已從周一的低位大升三
成。債券價格亦回升，而反映
違約風險的CDS指數，亦已跌
至322個點子。

今次回購的債務，包括有

歐元和英鎊債，價值達10億歐
元，而另外的美國債券，則價值
20億美元，合共30億美元，瑞信
準備以極大的折讓價回購這批債
券，例如只需以0.96歐元，而非
以每單位1歐元，買入總值7.5億
歐元的浮息票據。

傳分拆投行及顧問業務
倫敦Federated Hermes金

融 信 貸 部 主 管 Filippo Maria
Alloatti表示，回購債務是明智之
舉，可令投資者對瑞信資產負債
表的流動性加添信心，並可減低
瑞信的融資成本。在2016年，當
德意志銀行傳出財困的消息後，
亦曾透過回購54億美元的債務計
劃來紓緩投資者的憂慮，不過，

其效用並不持久。
另外，市場早前亦傳出，瑞

信擬分拆投行和顧問業務吸引外
部投資者注入資金，作為該行大
重組計劃的一大重點。知情人士
表示，一旦成功出售這些資產，
便可以得到更多外來資金以充實
資本，和招聘與挽留人才。知情
人士又稱，瑞信同時計劃分拆美
國部門，並恢復其第一波士頓的
稱號，以吸引更多美國方面的營
業額。至於其他計劃和議案，亦
在積極研究中。

周四，瑞信股價收報4.22瑞
郎，年內暴跌逾50%。去年
Archegos爆倉事件令瑞信損失近
50億瑞郎，隨後瑞信暫停回購並
削減股息。

（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