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德霖：人幣FDI年底前成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理想，人民幣

跨境結算量亦節節上升。北來的人民幣資金於本港沉澱，令本港人

民幣存款屢創新高，惟在人民幣回流機制欠奉下，目前人民幣資金

仍出現流入本港多過流出。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表示，境外機構

持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即FDI的回流機制)感樂觀，預料有關細則

可望於今年內出台，屆時將有助企業將人民幣回流內地投

資。

金管局
研提高銀行撥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子豪、余美玉）

雖然本地銀行放貸增
速於4月份略見放緩，
金管局仍未放鬆對銀
行的風險監管，繼要
求 銀 行 提 交 貸 款 計
劃、進行熱錢流走測
試，以及新近的進一
步收緊樓按後，有消
息指金管局再要求銀
行提高前瞻性撥備，而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
昨表示，金管局有就此與銀行商討， 生銀行

（0011）則表示，會跟從當局的指引。
坊間有報道指，金管局對本地銀行的前瞻性撥

備要求，將會因行而異，前瞻性撥備佔總貸款額
比率將介乎1%至1.5%之間，財務比率較高的大
行之要求比率或會更低。

洪丕正：不會引發集資潮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昨出席一項活動後透

露，金管局已與該行就此展開商討，但暫未有具
體細節及時間表。他又指將於2013年起實施的巴
塞爾資本協定三亦有相關要求，銀行須作進行部
分逆周期撥備。根據協定要求，除規定銀行界須
滿足額外最多2.5%的資本緩衝要求，而逆周期資
本緩衝的具體安排則仍在商討中，初步提出的範
疇介乎0%至2.5%。

被問新舉措會否影響港銀資金情況，洪丕正指
港銀一直比較保守穩健，而整體達16%的資本充
足率，於國際間屬十分充足，但坦言對業務難免
有些影響，惟料不會影響銀行派息，亦不會引發
集資潮。

生：收緊樓按令成交減
另外， 生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見

圖)出席公益金活動後稱，對於金管局任何指
引，該行都會跟從。而上周金管局進一步收緊樓
按，她指於過去幾日已見成交量回落，相信市場
正消化消息。

至於措施會否令銀行按揭風險減少，從而有減
息的可能，梁高美懿認為，按息不會因而下降，
因按息跟借貸金額並非絕對掛 ，最重要是視乎
資金成本，至於樓價會否因新招而漸趨平穩，則
有待觀察。洪丕正則表示，銀行界一直有為非本
地收入的貸款人調低借貸比率，但此類申請人佔
整體貸款不多，相信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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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據外電報道，中國財政部計
劃第3度來香港發行的100億元人民幣國債，將分兩次發
行，每次各50億元。報道指，今次發債可能只透過金管局
提供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進行招標，向機構投
資者銷售。預計債券分為3個年期，分別是3年、5年及10
年，本月中展開招標。

市場人士認為，本港人民幣市場發展迅速，離岸人民幣
的投資需求漸增，加上本港人民幣投資產品較少，相對
資金較充裕，令發債成本比內地便宜，故現時中央來港
發行國債是理想時機，也有助推動本港的債券市場。金

管局數據顯示，截至4月份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為5,110億
元人民幣，按月增13%，是內地以外的全球最大人民幣
資金池。

豐富港人幣產品 推動債市
財政部於09年及10年兩度來港發行人民幣國債，故第三

批人民幣國債被視為常規動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
家強早前認為，財政部未必會定期來港發行國債，但希望
次數較密，若能定期發行國債可以增加市場流通量，對本
港資本市場發展有幫助。

財政部百億國債擬分兩次發 中興通訊母
減持1.69%A股
香港文匯報訊 中興通訊(0763)披露，其

控股股東深圳市中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
司，昨日通過深交所減持其4850萬股股
份，佔總股本1.69%，減持均價為每股
25.88元人民幣，較昨日A股收市價溢價
0.7%。減持後，中興新通訊設備仍持有中
興通訊8.82億股，佔總股本30.76%。中興
通訊昨日在港收報26.85元，跌1.1%。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是目前運作較暢
順的回流機制，但始終在人民幣升值預
期下，人民幣流出與回流仍未對等，海
外企業始終較願意收取人民幣，而非用
來支付回內地，故此香港的人民幣存款
越積越多。金管局的數據顯示，4月份香
港的人民幣存款為5,110億元人民幣，較
前一個月增長13%。

4月份港存人民幣5110億
不過，一旦內地推出FDI政策，則有

助這些人民幣回流內地，同時也會進一
步刺激外資企業來港籌集人民幣資金投
資內地市場，活躍本港「點心債券」市
場，推動點心債券殖利率上升。據瑞穗
證券亞洲公司的估計，隨 全球投資者
押注人民幣升值幅度將超過巴西、印度
和俄羅斯貨幣，今年點心債券發行額可
能會從去年的37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
2,000億元人民幣。今年迄今為止，點心

債券發行金額已經達到了680億元。
中國商務部上月公佈，今年前4個月，

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26%，總額達
到388億美元。

內地人幣貿易86%經港結算
陳德霖昨日在一論壇上表示，現在人

民幣外商直接投資需要以個案方式申請
監管當局批准，對FDI細則今年內出台
感到樂觀，一旦新規定推出，在香港或
者其他市場擁有人民幣資金的投資者投
資內地將更加確定及便利。他指出，今
年內地有7%的貿易是以人民幣作結算，
較去年下半年增三個百分點；其中86%
的人民幣貿易是經由香港結算，較去年
全年的73%有所增加，反映香港作為人
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穩固。

截至今年4月份，本港人民幣存款為
5,110億元人民幣。陳德霖指，其中以企
業存款佔大多數，約三分之二，而海外

企業存款則佔上整體之16%，反映海外
市場存在不少對人民幣結算的需求，料
香港未來能夠繼續成為領先的人民幣離
岸中心。而至於人民幣小QFII的投資辦
法，出席同一場合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則表示仍未有時間表。

首5月港發人債總值280億
另外，匯豐工商金融服務部門全球主

管Alan Keir昨於上海表示，所有與中國
做生意的企業都在談論人民幣交易，認
為人民幣交易將成未來業務的重要組成
部分，故紛來要理解人民幣貿易結算，
該行亦從中看到各企業的實質需求，而
匯豐今年4月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金

額，則較3月增44%。
除了跨境貿易結算，人債亦成本港人

民幣業務的重要一環。陳德霖表示，今
年首5個月港發行人民幣債總值達280億
元人民幣，共有28個發債體；而去年全
年則有共16個發債體，共發行總值達360
億元的債券，他有信心今年全年發債規
模可較去年有顯著上升。

對於新加坡亦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中
心，陳家強坦言，香港沒有離岸人民幣
中心的獨家專利，但他續指香港具有先
行優勢，加上擁有逾5,000億元的人民幣
存款資金池，相信企業在考慮發行人債
或人民幣股票時，仍會以香港作為首
選。

■ 陳 德 霖 表
示，今年內地
有7%的貿易
是以人民幣作
結算，較去年
下半年增三個
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偉民 攝

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沌口街農民人均收入從
1995年的1900元，增加到2010年的11000元，年均增
長12.4%。開發區的城鄉二元結構不斷改善，實現了
農村變社區、農民變市民、村民變股民的巨大轉變。
軍山街全街固定資產投資從2006年6月的4000萬元，提
高到2010年的10億元，人均收入由2006年的4150元上升
到2010年的83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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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20年發展紀實

20年前，在沌水入江處的沌口、沌陽，武漢人在

阡陌縱橫的鄉村上建設「汽車城」，開始在一張白

紙上描繪武漢新城。

20年後，「汽車城」長成「中國車都」。去年，

武漢開發區實現工業產值1508億元（人民幣，下

同），財政收入182億元，它用武漢市2.27%的國土

面積，創造了全市23.47%的工業總產值和12.9%的

財政收入。近3年來，武漢開發區發展與效率指標

已穩居國家級開發區前十名（在省市獨佔鰲頭），

綜合經濟實力穩居中西部22個國家級開發區之首。

日出東方，朝霞絢爛。沌水之濱崛起汽車城。以
東風公司為龍頭的國內外汽車企業集聚於此，平均
每五分鐘就有六輛汽車下線，駛向全國各地。武漢
開發區因車而建，因車而興，神龍、東風本田和東
風乘用車三個整車廠產能達到100萬輛，如三足鼎
立，支撐起汽車工業架構。去年，武漢開發區汽車
產業成為武漢市唯一的一個千億元產業。同時，開
發區還形成電子電器、食品飲料、造紙印刷、新材
料等五大產業，成為加速發展的重要支撐。

一組數據見證區域內企業的創新激情與動力：
高新技術產業近六年來保持年均25%以上的快速

增長；
2010年高新技術產值達到734.6億元，佔工業總產值

的比重達到48.69%；全區R&D支出佔GDP比重達到
2.96%的歷史新高，每萬人發明專利授權數1.5件。

東風商用車技術中心、康明斯東亞研發中心、東
風電動汽車產業化示範基地等一批重點研發中心落
戶武漢開發區。東風乘用車自主品牌揚帆起航，實
現了東風公司幾代人打造中國品牌轎車的夢想。

給予充分的陽光、水分和營養，一棵樹苗能長成
參天大樹。武漢開發區管委會充分利用各項資金和
政策，扶持促進各類科技型企業發展。從2002年開
始，武漢開發區每年由財政列支3000多萬元，專門
獎勵企業自主創新和研發。開發區科技創新以企業
為主體，政府與企業的科技投入同步發力，使項目
的研發目標與企業的發展緊密結合，加快科技成果
轉化的速度，促進了企業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綜

觀今日之武漢開發區，一批傳統產業在自主創新的
號角聲中加速轉型提升；一批創新成果成為推進先
進製造業發展、搶佔行業制高點的利器。

開發區興建20年來，累計綠化總投資額5.1億元，
截止2010年底，全區綠地總面積1118萬平方米，綠
化覆蓋率32.39%，人均公園綠地面積18.02平方米，
在同類城區中排名第一。

為了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武漢開發區不斷
提高生態保護和環境建設的標準和質量。2002年武
漢開發區在中西部22個國家級開發區中率先獲得
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並作為一個整體區域
率先在湖北省取得了與國際接軌的綠色通行證；此
後，開發區又於2007年獲得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認
證，2007年，武漢開發區在全國國家級開發區中率
先設立了環境保護獎。2009年，開發區又提出「中
英節能環保示範園區」和「國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
兩園同建，今年4月，開發區在湖北省率先通過國家
生態工業示範園區建設規劃認證。為打造環境優美
宜居的幸福之城，武漢開發區還先後投資100多億
元，用於建設包括集中處理污水和垃圾的基礎設
施。

快節奏、高起點地發展第三產業，是武漢開發
區近年來為實現二、三產業協調發展作出的重要
決策。在管委會扶持現代服務業政策的鼓勵下，
後官湖半島酒店、華中電子商務園、武漢經開萬
達廣場、萬科金域藍灣、萬達五星級酒店等一批
現代服務業項目正在加快建設。20年來，開發區

轉型升級
新型工業化道路書寫精彩答卷

和諧發展
「武漢．中國車都」建幸福之城

招商引資重點產業

美好願景
科學發展助推大武漢打造國家中心城市

■緊張忙碌的神龍公司生產線

■方興未艾的武漢開發區第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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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水軍山驚巨變 科學發展譜新篇沌水軍山驚巨變 科學發展譜新篇

汽車及零部件製造業：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電
機、電控、動力電池)、汽車電子和車載視聽、導
航、信息產品研發製造。

電子電器產業：TFT－LCD、模組、計算機及網
絡產品、數碼家電和智能家電產品研發製造。

新材料、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包括新材料、
太陽能、環保、節能設備。

裝備製造業：汽車裝備製造業、工程機械、模
具、數控機床。

現代服務業：現代商業地產、服務外包、文化創
意、技術諮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等。

歷史似詩，回味雋永；未來如畫，妙筆繪成。
二十載艱苦奮鬥，二十載砥礪前行，武漢開發區已

躋身全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一方陣，經濟社會
事業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跨越。一個高起點、寬視
野、深謀劃的武漢開發區「十二五」發展宏圖已經徐
徐開啟——

「十二五」期間，開發區將明確四大戰略定位，即
建設成為武漢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基地、中國的汽車之
都、中部地區的集約經濟和低碳經濟示範區、興業宜
居的城市新區。

潮平岸闊催人進，風起揚帆正當時。武漢市「十二五」
規劃提出，努力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武漢開發區將為大
武漢實現「十二五」跨越式發展、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作
出應有的貢獻。告別二十年歷程，站在新的起跑線上，
武漢開發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羅長剛表示，開發區
將堅持走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道路，堅持以人為
本、堅持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堅持人才興區和從嚴治
區，繼續當好武漢「兩型社會」建設的示範區和中西部
地區國家級開發區科學發展的排頭兵，為武漢在中部地
區率先崛起發揮重要支撐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