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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梁悅琴、鄭治祖）為助市民對抗通脹，

政府計劃在半年後推出「通脹掛㢕債券(iBond)」，今次是政府首次發行零

售債券，債券總額介乎50億至100億元，息率與通脹掛㢕，由政府包底，

每半年派一次息，初步料為1萬港元一手，政府期望做到每人一手。本港

各界對於iBond「有讚有彈」，有人認為這項創新有助債市發展，但也指此

舉未能令大眾受惠，政府與其向擁有強積金戶口人士注入6,000元，不如

讓市民每人持有一手抗通脹債券。

據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有關債券最快可於
今年暑期前推出，首批會發行50億元，倘市
場反應好，最多會發行共100億元的相關債
券，預計每人可獲批1手面額1萬元的通脹掛
㢕債券。消息人士指，該批債券的浮動息率
會跟隨通脹率浮動，同時亦會參考同期發行
的3年期債券作為固定息率，兩個息率以高
者為準。港交所則表示，政府初步構思發行
通脹掛㢕債券，該所擬與金管局商討安排將
有關債券在港交所上市的可能性。

只供散戶認購 最快今夏推出　
就債券的發行安排，消息人士指，有關債

券只設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不能購買，
但可於二手債券市場自由買賣；若市場反應
熱烈，為避免有個人投資者大手買入有關債
券，令其他市民無機會購買，當局在有需要
時會設購買上限。消息又指，iBond將由㟱
豐及中銀(2388)任聯席安排行。

政府亦表示，不擔心大幅通脹會影響政府
財政，因為發行債券所得款項將由外匯基金
去投資，外匯基金債券投資回報有約6%，
在低息環境下，相信iBond會受市場歡迎。
iBond是由金管局負責管理，並由政府包
底，以去年通脹3.1%為例，若今天推出債
券，該息率便是3.1%至4%左右。以金管局
近三年的投資回報有逾6%計算，港府並不
需要將債券利息「揹上身」。

通脹若逾6%  政府需額外補貼
若通脹升至逾6%，政府便需要從庫房額

外出資補貼，故此，iBond的發行額不能太
多，也不能讓外國投資者申購。以100億元
的發行額為例，若金管局保持投資回報有
6%，即使通脹升至10%，政府也只是出資4
億元包底。

助旺債市 宜增發行額至250億
浸大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

iBond是較創新的嘗試，實際吸引力及用途
目前仍難以評估，但有助促進債市發展。他
強調，有關債券會否受歡迎取決於回報的計
算辦法，假設債券收益與消費物價指數掛
㢕，則必須要在通脹的基礎上再加上2-3%
的利率，才會有較大吸引力，若純以通脹率
訂為基準回報，可能令市民購買意慾大減。

香港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指，iBond與
美國的「抗通脹債券(TIPS)」類似，有助活
化本港債券市場，但對小市民來說，幫助及
投資價值不大。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也
認為，該債券發行量太少，倘每手2萬元，
亦只有50萬人可購買，建議增加發行量至
250億元，甚至可把有關債券與人民幣掛
㢕。

工聯會：政府1人送1手更惠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則形容，「抗通

脹」債券令「有餘錢的人購買受惠」，惟
「手停口停的人未能因而受惠」。另一名工聯
會議員葉偉明並提出反建議：「如果想全民
受惠，與其注資至強積金，不如全民1人1手
通脹掛㢕債券，實際過畀6,000元強積金。」

香港致力提升金融市場的競

爭力以發展為全球金融中心。

息率與通脹掛㢕 料入場費1萬 望每人一手

新招抗通脹 發百億掛債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政府今次效法歐美國家，推出助市
民抗通脹的「通脹掛㢕債券」，其
派發的票息及償還本金將會經通脹
作調整，令投資者得以在通脹中保
存債券的價值。投資者學會主席譚
紹興表示，有關債券若以單純抗通
脹的角度而論，是「買得過」，因
為除通脹率外，債券本身亦可能有
最低息口，以去年本港通脹3.1%為
例，即該批債券可能有近4%利
息，以港元定息產品計算，的確很
吸引，而且此債券每半年根據通脹
率調整利率一次，以目前情況，息
率將會「節節上升」。不過，若以
投資產品而論，回報就會比人民幣
定存遜色。

譚紹興指出，由於今次政府出面
為債券「包底」，變相以庫房「資
助」市民抗通脹，故對小市民來說
相當「抵買」。

三點影響回報 要準備㞾3年
譚紹興認為，市民要認購此債

券，便要注意三點，第一是銀行的
認購及存倉費用水平如何，如果太
高，可能蠶食利息回報。其次是政
府的通脹計算方法會否改變，目前
政府公布的通脹率為3.1%，但相信
普羅市民也會認為政府「低估」了
通脹率，日後政府若更改通脹計
法，也會影響債券回報。最後是該
些債券理論上債價是不變的，不宜
用來炒賣，二手市場也不會活躍，
市民要有三年「㞾到尾」的準備。

人幣定存可博升值 回報更佳
不過，招商證券香港投資銀行董

事總經理溫天納指出，通脹掛㢕債
券必須有較高的息率，才會有較大
吸引力，否則市民買人債或人民幣
定存，除債息外，更可賺取人民幣
升值的差價，回報可能更佳。

專家：純抗通脹 債券「抵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永青）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財
政預算中建議，將政府對「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的
承擔總額，由目前200億元增至300億元。香港中小企業
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陳國威歡迎政府增加承擔金額，但更
希望政府加大支持中小企進軍內銷市場的力度，更建議
政府可在內地購置物業，以特惠租金讓港商進駐。

盼政府內地買樓讓港商進駐
陳國威向文匯報記者表示，很多內地公司都有意與港商

合作，卻因沒有聯繫而無從入手，故建議由香港政府出資
購入內地一幢物業，讓有意做內銷的港商及相關服務業進
駐，屆時有意與港商合作者自動會找上門。同時，現時內
地積極發展高鐵網絡，他建議香港政府可以與內地相關部
門商討，爭取在高鐵內設立香港產品專門店，協助香港產
品打入內地市場。該會常務顧問吳宏斌亦指出，期望政府
可推出更多實際措施，例如牽頭於珠三角地區，建立常設
銷售平台，以助他們開拓內地市場。

中小企望加大支援進軍內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除透過研發通脹掛㢕債
券活化香港金融市場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在預算案
中提及多項金融政策，比如繼續本港人民幣業務發展，
研究如何方便外企來港作第二上市，並加強與台灣的金
融合作。

去年人民幣業務在港遍地開花，已成為香港金融發展
的重要一員。截至1月底，本港已累積31筆總值約744億
元人民幣的人債發行。除人債外，曾俊華指當局會繼續
優化人民幣結算平台，以吸引更多企業使用結算服務，
並續推動人民幣金融產品和服務多元化。

研吸外企來港第二上市
在鼓勵外企來港上市方面，預算案中指，聯交所正研

究如何吸引海外公司來港作第二上市，並接納更多於不
同海外司法管轄區註冊成立的公司申請來港上市。

而在促進港台兩地經濟發展，港府與台方正就金融監管
合作、更新空運安排、避免雙重徵收航運收入稅項等方
面，積極展開討論，並準備在台北成立綜合性辦事機構。

優化結算平台 推動人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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