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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再赴巴黎發行歐元主權債財政部再赴巴黎發行歐元主權債
彰顯中國更高水平全面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心彰顯中國更高水平全面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心
202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5周年華誕。七十五年同心同德開拓進取，七十五年歷盡

艱辛玉汝於成，中國實現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歷史性跨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
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經國務院批准，中國財政部將於2024年9月23日當周在法國巴黎發行規模
不超過20億歐元的主權債券，此次發行旨在向世界展現中國更高水平全面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
心，進一步深化中國與國際資本市場的相互融通及真誠合作，為中資境外歐元債券發行夯實定
價基準、完善歐元主權債收益率曲線。

發展速度一日千里，
中國綜合國力及國際影響力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中國成為世界
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和穩定力量。2023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約為17%，改革
開放以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居於世界首位。經過七十五年的發展，中國成為全
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
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及商品消費第二大國。

綜合國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同時，中國也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建設者。中
國的 「一帶一路」 倡議成為深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公共產品和多邊合作平台，顯著改善
了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和民生福祉；中國提出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倡議為國際
社會廣泛接納和認可，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中國為實現世界永續和平發展貢獻
了重要力量。

改革開放縱深發展，
中國對外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中國堅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是世界舉足輕重的貿易大國。中國貨物
進出口總額佔國際市場份額從改革開放前的不足1%躍升到2023年的12.4%，絕對規模
在全球各國中位列第一。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 倡議取得光輝成績，目前已與150多
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協議，在拉動全球經濟
增長、重塑國際貿易格局、促進各國民心相通等方面貢獻了重大力量。

中國持續推進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規範化，對國際投資者極具吸引力。
202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一千六百億美元，多年來持續穩步增長。中
國內地資本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深度發展，先後推出港股通、債券通、互
換通等互聯互通機制安排，點心債、明珠債等離岸人民幣計價產品，為國際投資者提
供豐富多樣的 「中國標的」 。

科技引領高質量發展，
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

中國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世界領先的科技大國。
2023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規模位居世界第二，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位居世界第
一。科技成果不斷湧現，載人航天、深海深地探測、超級電腦、量子資訊、衛星導
航、大飛機製造等高科技領域發展進程加速推進。2024年6月， 「嫦娥六號」 任務實現
了人類首次月球背面採樣返回的創舉，成功帶回1,935.3克月球樣品。這是中國航天史
上迄今技術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測任務，充分彰顯了中國科技硬實力。

中國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引擎。人工智能、集成
電路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高速鐵路、數字經濟等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智能家
居、節能環保等創新成果競相湧現，科技與產業融合鑄造經濟社會發展強大動力。
2023年，中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估計超過12萬億元，佔GDP比重10%左右，全
國共擁有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46萬個，科技綜合實力大幅提升。

推進金融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國時隔三年再度發行外幣主權債券

自1987年起，中國財政部開始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境外發行外幣主權債券。根據
《中國財政》資料顯示，1987至2004年間，財政部先後發行美元、歐元、日圓等貨幣
計價的主權債券23筆，金額合計約110億美元等值。2017年，財政部重啟美元主權債

券發行工作，此後又於2019年重啟歐元主權債券發行。2017-2021年財政部連續五年
發行美元主權債券累計210億，2019至2021年連續三年發行歐元主權債券累計120億。

暌違3年，中央人民政府將再次面向國際投資者發行外幣主權債券，標誌着中國在
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的又一重大舉措。發行外幣主權債券一方面有助於進一步完善中國
外幣主權債券收益率曲線，為中資企業在國際市場發行外幣債券提供定價基準，引導
其充分利用境外融資 「走出去」 ；另一方面有利於國際投資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
濟，吸引其持續參與中國經濟發展，從而增進中國與國際資本市場的聯繫，推進金融
高水平對外開放。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這既是里程碑也是新起點，對中法、中歐乃至全世界
都具有重大意義。藉此重要契機，中國財政部將第二次赴法國巴黎發行歐元主權債
券。本次歐元主權債的成功發行將有利於鞏固、加深中法乃至中歐的經貿合作，促進
兩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與深度合作，助力推動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繁榮。

歐元計價的中國主權債券較為稀缺，
具備獨特的投資價值

歐元計價的中國主權債券供應稀缺，存量規模較小，預計本次發行市場需求火
熱。早於2019年發行的中國歐元主權債券均已悉數到期贖回。2019年至2021年間，中
國財政部連續3年每年發行40億歐元主權債，當前存量規模僅有120億歐元，相對世界
主要經濟體，規模相對較小。參考2021年中國財政部發行的40億歐元主權債券，當時
認購倍數達到4.3倍，需求明顯遠大於供應。該筆發行投資者類型多元，包括國際組
織、中央銀行及區域貨幣當局、養老基金、資管公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
司等投資主體，可見中國歐元主權債券有較廣泛的市場基礎，債券成交量及流動性將
獲得相當保障，具備較高的投資價值。

隨着中國經濟運行持續回升向好，預計本次歐元主權債券可實現較高的投資收
益。近年來，中國財政收入穩步增長，政府債務風險較低，截至2023年末，中國政府
法定負債率為56.1%，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的預測，2024年全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將高於美國、歐元區、日本等主要經濟體，
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隨着歐洲央行進入降息周期及中國經濟實力持續
提升，中歐信用利差有望進一步收窄，反映國際投資者視中國政府的信用風險持續下
降，因此本次中國歐元主權債券發行有望為投資者提供較高的投資回報。

（交通銀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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