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圖為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右）介紹2020年上半年外
匯收支數據。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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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環球經濟受創，加上美

國圍堵中國，唆擺盟友撤

資，市場關注人民幣資產的

吸引力。國家外匯管理局副

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昨

在介紹上半年外匯收支情況

時表示，疫情衝擊沒有改變

外資中長期增持人民幣資產

的格局。今年上半年，境外

資金增持境內債券和股票

729億美元，外資持有境內

債券和股票餘額較去年底分

別上升13%和16%。

外資上半年增持境內股債729億美元
外匯局：疫情無阻 人民幣資產續受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王春英在國新辦記者會介紹上半年外匯收支情
況時表示，上半年跨境資金流動總體穩定，

二季度資金淨流入有所增加。數據顯示，上半年銀
行代客涉外收支小幅順差20億美元，其中，一季
度逆差301億美元，主要是3月受國際金融市場動
盪影響，股票投資項下跨境人民幣流出增多；4月
以來，跨境股票雙向投資均恢復正常水平，二季度
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實現順差322億美元。

外資增持升勢中長期持續
王春英引述數據說，今年以來境外投資者持有境

內股票和債券的餘額總體上升，並將在中長期延續
這一趨勢。一方面，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積極效果
會繼續釋放。另一方面，人民幣資產在全球範圍內
具有非常好的投資價值。
外匯局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資者淨增持
境內債券和股票729億美元，其中，淨增持境內債
券596億美元、股票133億美元。截至6月末，境
外投資者持有境內債券餘額3,691億美元、股票餘
額 3,684 億美元，比 2019 年末分別上升 13%和
16%。此外，一季度末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
佔比升到2.02%的歷史新高，說明境外央行持有人
民幣資產穩步上升。

境外央行續增持人幣資產
至於跨境資金大量進出資本市場可能加劇波動，

王春英認為，目前跨境股票投資的短期波動依然在
可接受的範圍內，外匯市場總體穩定，短期波動後
能很快恢復正常。
王春英進一步指，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盪的3

月，市場情緒特別是避險情緒升高，境外流動性趨
緊，新興市場資金面臨大規模的流出，中國也沒有
例外，境外投資者投資國內股票的資金有流出，同
時還有一部分資金跨境投資去抄底港股，但相關跨
境資本短期波動後很快回歸到平穩狀態，二季度跨
境股票雙向投資重新恢復平穩狀態，境外投資者增
持境內股票232億美元，同時南下投資港股的資金
流出也比一季度下降68%。

保障真實合規利潤匯出
王春英還提到，今年上半年利潤匯出小幅增長，

但僅比上年同期增加了70多億美元，同期外國來
華直接投資存量上升，利潤匯出有所增長，由此外
資企業利潤匯出和資產增幅相匹配。未來外匯局將
保持政策一致性、連續性，為真實合規的利潤匯出
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
對於經常賬戶，王春英指出，一季度，受疫情影

響經常賬戶小幅逆差，但仍處於相對均衡的合理區
間，二季度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政策支持力度
加大，企業生產活動加速恢復常態，初步統計，經
常賬戶恢復順差，進而可能帶動上半年經常賬戶保
持順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新聞發言人王春英昨表示，優先考
慮在粵港澳大灣區進行外匯管理的
先行先試，進一步促進大灣區跨境
貿易投資便利化，取消非投資性外
商投資企業資本金境內股權投資限
制，允許外債註銷登記下放到銀行
辦理，大大減少企業腳底成本。此
外，跨境金融區塊鏈服務平台試點
日前在大灣區落地。

試點境內信貸資產對外轉讓
王春英提到，在金融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方面，外匯局落實多項
政策。除進一步促進跨境貿易投資
便利化外，目前境內信貸資產對外
轉讓試點已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
擴大參與境內信貸資產對外轉讓主
體範圍和轉讓渠道，擴大可對外轉
讓的信貸資產範圍。
同時，大灣區還開展一次性的外

債登記試點和便利化額度試點，允

許符合一定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可
以在不超過等值500萬美元以內自
主借用外債，該政策與海南自由貿
易港一致；並進一步優化外匯管
理，支持涉外業務發展，前期試點
的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推
廣到全國，亦惠及大灣區。

區塊鏈審核真實性灣區先試
王春英還指出，7月16日，外匯

局跨境金融區塊鏈服務平台資本項
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真實性審核應用
場景正式開始試點，廣東是全國5
個試點地區之一。上線首日，中國
銀行廣東自貿區南沙分行利用跨境
金融區塊鏈服務平台為某自貿區企
業辦理了一筆552萬美元的外債結
匯便利化真實性審核業務，標誌着
這項試點在粵港澳大灣區率先落
地。
據介紹，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

化業務是指在確保資金使用真實合
規的前提下，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

在將資本金、外債和境外上市等資
本項目收入用於境內支付時，無須
事前向銀行逐筆提供真實性證明材
料。
該項試點政策2018年在廣東自貿

區試點以來，受到市場主體的廣泛
歡迎，並於2020年3月複製推廣至
粵港澳大灣區。此次借助區塊鏈技
術，確保試點業務真實合規並提高
審核效率。

擬推多措便利瓊自貿港融資
王春英在同一場合提到，正在研

究在海南自由貿易港推出更多便利
跨境融資的新舉措，開展更多先行
先試的試點。
此外，在海南自貿港開展貨物

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試
點、進一步便利合格境外有限合夥
人（QFLP）資金匯出入管理、開
展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QDLP）
試點的相關政策細則正在制定
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 A股在經歷急插水後反
彈，上證綜指收升0.13%，報3,214
點；深證成指漲0.91%，創業板指漲
0.61%。
兩市成交再度萎縮，成交總額

11,161億元人民幣。銀保監會及中證

監昨分別接管多間保險、信託及證
券公司，消息令證券板塊快速跳
水，板塊全天跌3.19%，個股上中泰
證券、太平洋、光大證券跌停，國
海證券、中銀證券、東方證券等均
大幅下跌。
保險板塊表現同樣不佳，板塊全

天跌3.88%，跌幅居首，個股方面西
水股份、越秀金控、南華期貨跌
停，渤海租賃、瑞達期貨跌超9%。

分析：再次啟動概率大
國泰君安認為，市場在大跌後出

現反彈，短期市場下跌動能出現明

顯釋放，中期趨勢依舊向好，市場
資金面寬鬆，疊加無風險利率持續
下行是推動此次股市上漲的核心因
素。
巨豐投顧分析指，昨日北向資金

並沒有停止流入的步伐，意味着經
歷了連續的調整之後，市場總體下
行勢頭萎縮，這裏已經接近調整的
尾聲，兩市成交依舊堅挺下，指數
隨時都有再次啟動的大概率。

早前已預告會供股集資減債的朗廷酒店投資(1270)昨建議，
以供股方式集資最多10.19億元，每持有2個合訂單位供1個單
位，供股價每單位0.95元，較本周四收市折讓13.64%，若悉
數認購，合共發行約10.72億個單位，相當於擴大後已發行單
位的33%，集資淨額約10.09億元。大股東鷹君集團 (0041) 按
比例供股外，更計劃額外供股至法例容許的最高水平。供股完
成後，每手買賣會由500個單位增加至2,000個。

■記者梁悅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中概股來港上市之勢持續，
已在深交所上市的內地生物製藥研發服務提供商泰格醫藥
（300347.SZ）擬赴港二次上市。外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泰
格醫藥獲港交所批准在港第二上市，計劃集資10億美元（77.5
億港元），最早於下周開始估計投資者需求，目前招股規模及
時間表仍未確定。根據初步招股文件顯示，美銀、海通、中信
里昂及中金公司為聯合保薦人。
泰格醫藥是內地最大臨床合同研究組織（CRO），排全球

前十。據初步招股文件披露，公司今年首季未經審核的純利為
2.29億至2.73億元不等，按年增加約58至88%。去年利潤9.74
億元，按年增長48.78%；收入按年上升21.9%至28.03億元；
研發開支1.24億元，按年增加40.92%。
另據內地傳媒引述消息指，內地茶飲品牌「奈雪之茶」新聘
請被揭賬目造假的瑞幸咖啡前技術總監（CTO）何剛加盟，
同樣出任CTO職位，並引述消息指奈雪之茶引入何剛料與部
署上市有關，又指將計劃在香港上市。奈雪之茶回應指，暫無
接到相關訊息。

德合集團首掛 一手賺280元
另外，本港裝修承建商德合集團 (0368) 昨首掛牌，曾高見

0.9元，收報0.7元，較招股價0.63元高11.1%，不計手續費，
每手4,000股現賺280元。德合集團公開發售獲超額認購9.73
倍，1手中籤率10.01%，抽25手穩中1手。

香港文匯報訊 銀保監會及中證
監昨公告分別接管多間保險、信
託及證券公司。其中，銀保監會
昨日起對天安財險、華夏人壽、
天安人壽、易安財險、新時代信
託及新華信託等6家機構實施接
管，接管期限為一年。如接管工
作未達到預期效果，接管期限依
法延長。
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此

次接管，源於這些機構觸發了對
應法律的接管條件。其中天安財
險、華夏人壽、天安人壽、易安
財險四家保險機構存在違反《中
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規定的經

營行為；新時代信託、新華信託
兩家信託機構存在違法違規經營
行為。公告表示，接管不改變6家
機構對外的債權債務關係，其經
營不中斷，可以正常開展業務。
接管後，依舊可以購買天安財險
等六家機構正常在售的金融產
品。銀保監會還表示，保險業和
信託業經營運行總體穩健，風險
完全可控。四家保險和兩家信託
公司被接管，不會影響行業整體
穩健運行的大局。
另外中證監由即日起至2021年7

月16日，對新時代證券、國盛證
券、國盛期貨實行接管。

中證監接管3券商
據新華社報道，鑒於該3家券商

隱瞞實際控制人或持股比例，公
司治理失衡，為保護投資者合法
權益，維護證券市場秩序，中證
監決定自昨日起至明年 7月 16
日，對上述三公司依法實行接
管。接管後三家公司正常經營，
客戶交易不受影響，資金轉入轉
出等均正常進行。
接管組及託管組將採取有效措

施，保持公司穩定經營，依法維
護證券期貨市場投資者等相關方
的合法權益。

續促大灣區跨境投融資便利化

監管出手 券商板塊跳水跌逾3%

涉管治風險 銀保監接管6家機構

傳泰格醫藥來港二次上市

財 經 快 訊

朗廷酒店二供一籌10億

■內地監管機構近日接管9家金融公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財政部昨發公告指，今年將在境外
發行150億元人民幣國債，其中50
億元人民幣國債將於下周四（23
日）在香港招標發行，而是次國債
具體發行安排將在香港金融管理局
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CMU)

公布。

陳茂波：展示中央撐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港府

歡迎財政部連續第12年在港發行人
民幣國債，這充分展示中央政府大
力支持香港進一步鞏固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有助促進香
港債券市場長足發展。
而在低息環境下，財政部在境外
發國債，即備受市場關注，參考財
政部去年中在港發行2年期及5年期
國期，票息分別為 2.95 厘及 3.03
厘。有分析預期，是次財務部境外

再發國債，料中標息率或達2厘或以
上，較同期美債息高逾1厘，相信在
息差優勢下可獲超購。
財政部去年在境外發行了150億元

人民幣國債，其中在香港共發行100
億元人民幣國債，分2次發行，期限
均為2年和5年。

財政部下周在港發行50億人民幣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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