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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光明的經濟前景和強勁的收益機會，亞洲的資
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對該地區的固定收益市場日益樂
觀。沛富基金（PAIF）委託的一項行業調查表明，固定
收益配置不斷上升，部分原因是區內多元化經濟體
帶來的支持。

其他原因包括穩定性、具吸引力的收益率及本地投
資者群體的類型和規模日益多元化。推動市場自由
化和加強區內金融基礎設施的措施正在提升環球投
資者的投資興趣。儘管存在某些顧慮，但該地區長期
前景看好，使其成為固定收益投資的理想選擇。

前言

黃慶祥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債券投
資管理亞太區主管及道富
環球投資管理新加坡公司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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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太債券市場的樂觀情
緒日益增長

由於光明的經濟前景及強勁的多元化和收益機會，亞洲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對區內固
定收益市場的興趣日益增長。最近一輪的加息週期恢復了債券產生收益的關鍵作用。在
美國聯邦儲備局於2022年3月加息之前，優質債券的收益率已經在歷史低位徘徊超過十
年。金融界目前普遍預計，隨著通脹逐漸得到控制，環球利率可能下調，表明多個亞洲債
券市場有望繼續跑贏大市。

「 投資者對這些收益率非常青睞， 在我於亞洲市場工作的20年裡，優質的投資級
國有企業借款人提供這種收益率水平的期間非常短暫。 歷史而言，這些收益率
的維持時間通常不長。 大型投資者群體已經轉戰固定收益。」
— 德意志銀行亞太區信貸分析主管OwenGallimore表示

這種樂觀情緒也體現於沛富基金委託的調查中，該調查採訪了600位來自亞太區的資產
管理人和持有人。調查發現，這些機構預計在未來12個月內將其資產的近46%配置至固
定收益，而目前的這個比例為42%，12個月前為37%。

圖1 
亞太區的資產管理人和持
有人正在尋求多元化和
收益，但是擔憂通脹和經
濟衰退

37%  
12個月
前

26%  
12個月
前

42%  
目前

27%  
目前

46%  
未來12
個月

28%  
未來12
個月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債券市場配置 亞洲固定收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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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人正在尋求收益
和多元化

調查顯示，亞洲在固定收益資產配置方面對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具有多重吸引力。該地
區涵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多個司法管轄區，從高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例如菲律賓和
印尼）直至信用評級較高的成熟市場（例如新加坡和香港）。

沛富基金調查表明，41%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投資於債券以產生收益，而31%是為了實
現多元化，30%則受到與永續發展相關的目標驅動。在亞洲（不包括日本）債券投資中，三
分之一的資產持有人和管理人表示主要吸引力是「多元化」，緊隨其後的是收益和經濟狀
況改善，兩者的比例均為32%。

圖2 
收益是投資債券的 
首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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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增加不同類型的投資）

ESG（例如永續發展、社會
或綠色債券）

估值（例如貨幣政策的影響）

投資於重要經濟區域

質素（主權評級）

潛在貨幣升值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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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認為多元化和收益是亞
洲（不包括日本）政府債券市場最具吸引力的優勢，
但有一些主要憂慮：

圖3 
亞太區資產管理人和持有
人想固定市場收益尋找什
麼

圖4 
多元化勝過單一投資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最有吸引力的方面

多元化	 33%

收益 32%

不斷改善的經濟	 32%

最主要的憂慮

衰退	 37%

通脹	 37%

地緣政治	 35%

貨幣貶值	 35%

呼應對多元化的需求，64%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有意投資於整個亞洲的政府債券市
場，而不是單一政府債券市場。與此相比，29%的受訪者表示這對他們無關緊要，8%表
示他們對此較不在意。對於有關個別亞洲債券市場在ETF投資組合中的最高集中度的問
題，70%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認為該集中度應該不超過35%–45%，而38%認為25%–
35%已經足夠。只有8%認為單一市場集中度超過50%沒有問題，意味著92%的受訪者傾
向於將單一市場投資比例保持在基金資產的50%以下。

更加在意
��%

較不在意
�%

無關緊要
��%



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  08

超過一半的投資者願意將基金25%–45%的資產投
資於單一司法管轄區。 

百分比
50 15 25 3510 20 30 40 45

��‒��%

��‒��%

��‒��%

��%或更少

��‒��%

��‒��%

��%或以上

圖5 
投資者認為較高的投資集
中度沒有問題

 韓國
 中國內地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香港
 總計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圖 6 
構成Markit iBoxx ABF 
Pan-Asia Index的八個市
場的經濟是亞洲地區多元
化的一個範例

市場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美元）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通脹率（同比）	

新加坡 $84,734 1.1 4.8

香港 $50,697 3.3 2.1

南韓 $33,121 1.4 3.6

中國內地 $12,614 5.2 0.2

馬來西亞 $11,649 3.7 2.5

泰國 $7,172 1.9	 1.3

印尼 $4,941 	5.1 3.7

菲律賓 $3,726 5.6 6.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集團、Bloomberg	Finance	L.P.、道富環球投資管理，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以當前美元匯率計算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湊整至最接近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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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向投資者提供廣泛的債券期限、收益率和主權評級。這意味著資產管理人和持有
人有機會在亞洲地區內建立多元化的固定收益投資組合，以應對各種經濟情境。

多元化機會亦與這些市場的走勢相關。例如，新加坡和香港的債券市場更傾向於與美國
利率變動保持一致。而菲律賓和印尼等發展中國家，信用評級趨勢在其長期表現中發揮
特別重要的作用。

亞洲債券的風險調整後回報率1優於美國債券。從2001年1月至2024年6月，亞洲債券的波
動率為4.59%，而美國債券為4.82%。但在此期間，它們的年化回報率達到4.78%，而美國
債券則為3.10%（以美元計）。這些市場有著不同的經濟驅動因素。印尼和馬來西亞對於商
品價格更加敏感，中國內地是一個製造和出口大國，擁有龐大的本地經濟，而新加坡和香
港則是先進的金融中心。

圖 7 
構成Markit iBoxx ABF 
Pan-Asia Index的八個市
場的財務數據

亞洲債券市場亦可以很好地替代其他固定收益市場。道富環球投資管理債券投資管理亞
太區主管兼新加坡主管黃慶祥表示，「我認為很多投資者目前尋求分散其傳統債券投資，
因為他們看到亞洲各個市場的走勢互有差異。」他亦補充道，眾多投資者正在出售部分美
國國債以買入亞洲固定收益。

	市場	 現金/政策利率	 10年期國債收益率	 本地貨幣長期評級	 債務與本地生產	
總值比率	

新加坡	 3.43 3.20 AAA 170.8

香港 5.75 3.42 AA+ 50.2

南韓 3.50 3.27 AA 45.5

中國內地 3.45 2.20 A+ 22.7

馬來西亞 3.01 3.99 A 64.3

泰國 2.50 2.67 A- 54.3

印尼 6.25 7.04 BBB 39.0

菲律賓 6.50 6.57 BBB+ 60.1

資料來源：	現金政策利率	=	Bloomberg	Finance	L.P.,	指截至2024年6月28日的央行政策利率和新加坡SORA；10年期
政府債券收益率	=	Bloomberg	Finance	L.P.,	指截至2024年6月28日的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主權評級	=	標普環球
評級，Bloomberg	Finance	L.P.,	截至2024年6月28日；債務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	=	CEIC數據，指政府債務佔名義本地
生產總值的比例，截至2023年12月31日，惟中國數據截至2023年9月30日。

「 穩定性是亞洲政府債券的一個重要特徵， 若我們按照利差與波動比率對新興
市場債券進行排名，亞洲提供不少的穩定利差投資良機。 印度和馬來西亞政府
債券佔據前兩名位置，而中國和印尼緊跟其後。」 
—滙豐亞太利率策略部主管PinRuTan表示

「 如果您需要多元化的投資，則您不能忽略這個地區。 這裡有成熟的收益率曲
線，良好的基本面，所有這些都有利於構建一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 投資機會
不僅關乎估值，而且也關乎流動性和收益率曲線上的最佳佈局點。」 
—法巴資產管理新興市場債務主管AlaaBushehri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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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看好
亞洲 

亞洲強勁的經濟背景正在強化投資者的信心：平均而言，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計劃在未來
12個月內將其固定收益投資的28%分配至亞洲（不包括日本），而目前的比例為27%，12
個月前則為25.7%。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固定收益配置的下一個最重要目的地為日本，日
本的配置比例在這三個時期保持穩定，約為16%。其次是北美地區，亦在調查期間穩定於
約14%。

 12個月前    目前    未來12個月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圖 8 
亞太區配置將會增加 

北美洲  
%

亞洲（日本除外） 
%

歐洲 
%

新興市場 
%

日本 
%

已發展市場 
%

13.94 14.00 14.13 12.96 13.38 12.75 15.97 16.42 16.33 10.24 9.49 8.7110.01 10.11 10.2925.68 26.97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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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及預計哪個固定收益市場在2024年表現最好時，36%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認為
是亞洲（日本除外），15%認為是日本，14%認為是北美。僅有9%的受訪者對歐洲債券市
場的表現持樂觀態度。

圖 9 
您預計哪個債券市場在
2024年產生最佳回報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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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或之後，基本面仍然強大。 預計未來基本面將繼續保持
這個良好的趨勢。」 
—法巴資產管理新興市場債務主管AlaaBushehri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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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偏好 

在亞洲（不包括日本）的債券到期日方面，64%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偏好到期日不超過
10年的債券；其中6至10年的範圍最受歡迎，佔46%。僅有7%的受訪者選擇持有超過15年
的債券。

圖 10 
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偏好
9.3年存續期的亞洲（不包
括日本）政府債券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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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期限/沒有偏好

大多數資產持有人和管理人的投資重點可能為10年以下，但組成MarkitiBoxxABFPan-
AsiaIndex的八個市場支持範圍廣泛的到期日。舉例而言，香港、泰國和菲律賓的政府債
券到期日可長達20年，而印尼、馬來西亞和中國內地的債券到期日可長達30年。
中國內地最近開始新增50年期債券，而南韓和新加坡已經建立了50年期債券。


當收益率曲線為正且投資者希望鎖定具吸引力的長期收益以避免再投資風險時，長期債
券往往更受歡迎。債券到期日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用途。例如，銀行通常偏好短
期優質債券—主要是為了滿足與巴塞爾監管框架相關的資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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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公司和退休金基金通常傾向於持有期限較長的本地貨幣債券，因為它們需要將資產
與通常為長期的負債相匹配。而其他投資者，如資產和財富管理人，通常在其授權範圍內
有更大的酌情權，因此會選擇到期曲線中他們認為提供最佳機會的部分。

眾多亞洲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目前專注於5至10年期債券，期望能夠把握亞洲大部分地
區預期降息帶來的機會，尤其是在美國聯邦儲備局開始放寬貨幣政策之後。他們預計這些
到期日將在利率下調後提供最佳的估值水平。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百分比
��� �� ���� �� ��

經紀商

家族辦公室

資產管理人

退休金基金

保險公司

總計

私人銀行

交易商

商業銀行

圖 11 
到期偏好取決於金融機構
類型

 1年以下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超過20年
 所有期限/無優先權

「 保險公司銷售保險產品，通常需要更長期的資產以匹配這些負債 — 尤其是壽
險公司， 退休金基金、捐贈基金和大型企業主要希望創收，他們通常偏好投資
級債券，因為此類債券的本金保護程度最高。」 
—PineBridgeInvestments亞洲固定收益聯席主管兼投資組合經理AndySue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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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投資者變得更加 
友好 

多個亞洲市場一直在穩步開放其資本市場及擴大債券投資者群體。

在國際金融門外香港的協助下，中國內地一直走在這些改革的最前線。例如，中國內地推出
債券通，這是一個互通市場准入計劃，允許香港和中國內地投資者互相投資對方的債券市
場，讓境外投資者更容易進入中國的境內債券市場。中國內地當局亦推出了互換通，這是一
個衍生品市場准入計劃，允許國際投資者交易和結算境內人民幣利率互換，從而讓境外市
場參與者能夠更加有效地對沖人民幣利率債券投資。

2023年11月24日，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宣佈計劃推出中國國債期
貨，意味著外國投資者可以在香港對沖該等債券投資。這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作為離岸人
民幣樞紐的領先地位。其他亞洲市場亦有相關活動。2018年，印尼推出了本地不可交割遠
期，以協助外國投資者對沖其印尼盾投資。這是印尼央行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及提升流動性
而推出的舉措之一。部分市場旨在透過更頻繁地發行長期主權債券及發展債券交易所，在
債券曲線的長端創造更多的流動性。

「 市場開放已經產生了正面影響。再加上中國境內債券獲納入全球債券指數，我
們觀察到環球投資者對中國境內債券的興趣顯著增加。」 
—景順固定收益亞太區主管FreddyWong表示

「 其中多個國家正在改革本地法規及加強金融基礎設施，以開放本地固定收益
市場。 中國內地開放龐大的境內債券市場就是一個關鍵例子。」 
—景順固定收益亞太區主管FreddyWong表示

「 為了使本地債券市場更具吸引力，各國能做的最重要事情是確保流動性及解
決操作上的障礙。」 
—法巴資產管理新興市場債務主管AlaaBushehri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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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提高債券質素 

本地機構通常偏好主權和半主權債券，因為這些債券的流動性優於企業債券，並且通常擁
有較高的信用評級。亞太地區的機構投資者（尤其是壽險公司、銀行、養老金和外國投資
者）對投資級債券有持續需求，並且為這些資產提供穩定的資金流入。

然而，在債券質素方面，亞洲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正日益傾向信用領域的高端。
一年前，66%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表示，他們願意持有的最低評級債券為A級和以上。
現在這個比例已經上升至71%，並且未來12個月的投資意向為74%。

亞太區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日益傾向A+信用評
級，而對BBB及以下信用評級的興趣似乎正在消退。

圖 12 
提升信用質素 

 12個月前
 目前
 未來12個月

百分比

�

��

��

��

��

��

��

�

AAA AA A BB BBBB CCC及更低

「 亞洲的投資者群體相當保守， 您會發現，管理資產規模的大部分增幅偏向低風
險的投資委託。您可以看到，市場對金融、商品及國有企業有著很高的需求。」 
—德意志銀行亞太區信貸分析主管OwenGallimore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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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的深入分析表明，對AAA級債券的投資興趣出現顯著變化，從一年前的12%增加
至現在的11%，並且在未來12個月上升到24%。同期內，對BBB級及以下評級債券的投資
興趣有所下降，分別為36%、30%和25%。這種質素領域的轉變往往利好主權和半主權發
行人。

圖 13 
對低評級債券的投資興趣
減少

 AAA
 AA
 A
 BBB
 BB
 B
 CCC及更低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12個月前

28.0%

21.8%

12.0%

6.3%
5.0%
2.3%

24.2%
未來12個月

11.5%

25.5%

28.3%

14.5%

10.5%

7.5%

2.2%

現在
10.8%

33.0%

27.2%

14.5%

6.5%

3.0%

5.0%

「 從息差表現來看，BBB級債券的表現優於其他級別。 例如，BBB級與A級之間的
息差已經收窄，息差變得相當小，因此某些投資者更加偏好質素較高的債券。
但我認為這更像是一種市場發展趨勢，而非結構性變化。」 
—PineBridgeInvestments亞洲固定收益聯席主管兼投資組合經理AndySuen表示

「 A級及以上評級債券非常受客戶歡迎—他們正在尋求質素較高的債券。某些客
戶曾經因持有表現不佳的低質素債券而蒙受損失，因此他們現在更加青睞質
素較高的債券。 這些投資者的應對措施是在投資組合中採取更具防守性的定
位。」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固定收益ETF策略師曾明慧表示



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  17

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正面

截至2024年6月，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本地貨幣主權債券的質素自1998年以來保持穩定或
呈上升趨勢。標普環球評級的數據表明，印尼的評級大幅上調，從B-提升至BBB，南韓從
BBB+提升至AA，而泰國從A-提升至A，隨後又回落至A-。

中國的評級從1998年的BBB+提升至2017年9月的A+，並在2024年6月仍保持此評級。
但中國被列入信用觀察名單，主要原因是房地產市場問題以及有關地方政府債務的憂慮。
中國政府正在採取果斷措施，以推動經濟多元化、刺激本地消費及管理債務問題的影響。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年度，涵蓋中國政府和公司人民幣債券的彭博中國綜合指數以本
地貨幣計錄得6.04%的回報。2

投資者預計中國將保持高質素的投資評級，這得益於該國經濟的規模和活力，迄今為止的
事實證明其具有抵禦經濟挑戰的韌性。

在主要的西方已發展國家中，美國、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信用評級逐步下降，但仍保持在
A級或以上。意大利則憑藉BBB評級勉強保持了投資級地位，數十年來，該國經濟停滯不
前，財政赤字高企。在接下來的十年裡，由於寬鬆的財政政策、不斷增加的福利承諾、低迷
的生產力增長及經濟停滯，這些國家的主權評級有可能進一步惡化。

「 儘管中國出現房地產問題，並且影響了高收益債券， 但諷刺的是，中國的投資
級債券在過去兩年是環球表現最佳的資產之一。」 
—德意志銀行亞太區信貸分析主管OwenGallimore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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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綠色債券的投資興趣是
否正在減退？ 

沛富基金調查中一個意外的發現是，亞洲的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表示，對綠色債券的投
資興趣正在放緩。儘管區內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旨在減少污染的措施），但情況仍然
如此。

一年前，購買綠色債券是51%資產管理公司和持有人的優先事項。如今，這個比例已下降
至43%，並且在未來12個月內僅小幅增加至44%。相比之下，出售綠色債券的意向則從
12%上升至22%，並將進一步增加至33%。

對綠色債券的投資興趣持續下降，越來越多的投資
者在受訪期間減少購買量、出售或逐漸減少持倉。 

圖 14 
綠色債券的投資興趣減弱

 12個月前
 現在
 未來12個月

購買合計 % 出售合計 % 持倉合計 %

51 12 3543 22 3244 33 22

來源:沛富基金.「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調查.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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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中國內地在減碳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可再生能源迅速增長，並且成為製造電
動車的全球領導者，對綠色債券的投資興趣減退令人驚訝。中國內地也是最早引入綠色分
類法的市場之一，與歐盟一同成為這個領域的先驅。新加坡和香港等其他司法管轄區也在
這個領域作出了巨大努力，前者致力於推動經濟綠色化，後者則專注於發展旨在支持永續
發展的金融市場和產品。

綠色債券的投資興趣減退的潛在原因包括：監管機構和某些機構投資者關注「漂綠」行為，
即發行人聲稱其債券所在款項將用於資助符合環保標準之活動的聲明沒有事實根據。
監管機構，尤其是歐盟的監管機構，正在採取措施打擊「漂綠」，這已經引起購買這些債券
的部分投資者的憂慮。

另一個潛在原因是，區內的監管標準仍在制定中—儘管中國內地、香港和新加坡的標準已
經相對完善。但區內的監管標準並不統一，導致投資者更難判斷被設定「綠色」標籤之債券
的真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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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債券的長期前景仍然
樂觀 

與歐洲不同，亞太區缺乏專注於永續投資的龐大投資者群體，這一點也反映於綠色債券的
定價上。例如，除了少數例外，區內的綠色債券往往以類似於傳統債券的價格交易，而在歐
洲，它們通常比同等的傳統債券低幾個基點。但有證據表明，環境因素對定價產生了一定
影響。例如，可再生能源發行人的債券息差通常比污染行業（如煤炭）的同等債券更小。

固定收益永續投資的其他領域亦存在類似情況。

未來幾年，對綠色債券的投資興趣可能會增長，主要是因為多個區內政府希望實現經濟脫
碳，而這將需要巨額的投資。中國在這個領域已經處於領導地位，但在未來數年，其他國家
也有望發行更多的綠色、社會和永續（GSS）債券以資助脫碳。印尼等多個亞洲市場迄今主
要將GSS債券發行用於資助社會住房項目。

然而，眾多亞洲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仍然承諾購買或持有綠色債券。其中19%是為了促進
一個新的債券細分市場的發展，17%寄望於綠色債券的表現優於傳統政府債券，15%旨在
獲得有利的稅務待遇。

圖 15 
投資於綠色債券的主要動
機

Percent

促進債券新細分市場的發展 19

我認為它們的表現將優於傳統政府債券 17

持有綠色債券的優惠稅務待遇 15

旨在支持氣候友好的政府政策 14

投資授權（我的基金必須包含該等債券） 12

企業內部指引 11

我的投資者的期望 10

我不投資於綠色債券 1

來源:	沛富基金.	「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	調查.	2024年2月。	

「 一般而言，永續債券在一級市場的新發行溢價比傳統債券低，且由於需求強
勁，其二級市場收益率也往往較低。新發行的永續債券的超額認購倍數通常非
常高。」 
—景順固定收益亞太區主管FreddyWong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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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擔憂
宏觀經濟

雖然亞洲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將該地區評為固定收益投資的目的地，但他們仍有一
些擔憂。受訪者提到的主要風險是:

美元飆升對全球多個貨幣施加壓力，包括亞太的貨幣。區內多個政府當局正在採取行動以
捍衛其貨幣及抵禦強勢美元，這應該會給外國投資者帶來一些安慰。

例如，印尼盧比已經創下四年低位，促使中央銀行將七天回購利率（基準利率）上調0.25%
至6.25%，以遏制匯率下滑。3這也是一項預防性措施，旨在將該國的通脹率維持在中央銀
行設定的1.5%至3.5%目標範圍內。

中國、南韓和日本的高級政策制定者均公開表示對強勢美元的擔憂，並且南韓和日本已經
與美國發表聯合聲明，以遏制美元的升勢。這提升了中央銀行在必要時採取協調行動以穩
定貨幣市場的可能性，將在中長期內有利於亞洲固定收益市場。

儘管如此，當美國聯邦儲備局決定實施寬鬆貨幣政策時（可能是在2025年左右，鑑於美國
通脹壓力持續），很多上述壓力可能會得到緩解。

37%
經濟衰退和通脹

35%
地緣政治

35%
貨幣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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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依然光明 

儘管某些受訪者擔憂宏觀經濟，但在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似乎認為亞洲地區的優勢遠超
於劣勢。這部分可歸因於本地債券市場的增長。這些市場不僅變得更有深度，而且很多借
款人（從企業到主權）亦將其資金來源從美元轉向本地市場。這表明投資者對本地市場的
信心，因為他們的本地貨幣債券購買量持續增長。

在中國，得到政府支持的國有企業等優質本地借款人能夠以人民幣支付超過3%的票息，
而借入美元的利率則超過了5%

預計未來五年將有大量中國本土債券發行，這將考驗市場的深度。主要的新債券來源之一
將來自中國的五大銀行，這些銀行被歸類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

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因其龐大的資產負債表而承擔較高的監管資本，並且其倒閉將會對
經濟造成嚴重損害。為了滿足即將在中國實施的巴塞爾III新監管標準，這五家銀行必
須發行被稱為總損失吸收資本（TLAC）的債券，以滿足兩個截止期限：2025年1月和2028
年1月。

有多種不同方法估算這些銀行將需要籌集多少資本，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資產負債
表的構成、貸款的履約情況和存款水平。例如，《國際金融評論》（InternationalFinancing
Review）4引用惠譽評級的數據，表示這五家銀行可能需要在2025年前發行1.6萬億元人
民幣（2,240億美元）的債券，在2028年前發行6.2萬億元人民幣（8,700億美元）的債券。
其他估算表明總TLAC發行量低得多，約為5,000億美元。

多名機構投資者將中國的五大銀行視為半主權機構，評級機構在對這些機構的信用評估
中包括了政府支持評級。

「 我們假設其中10%將在美元市場發行，90%將在本地市場發行。並且我們相信
本地市場將能夠吸收這些發行量」 
—PineBridgeInvestments亞洲固定收益聯席主管兼投資組合經理AndySue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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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曲線正在延長

儲蓄池不斷擴大

本地零售投資者被鼓勵購買政府債券。中國向本地投資者推銷1萬億元人民幣的20至50
年期國債，這些債券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而不是在場外市場出售。這種做法使
本地零售投資者更容易買賣這些債券。中國政府亦尋求在存續期曲線的長端創造更多流
動性，以擴大其融資選擇。

這些新長期債券受到市場熱棒，部分原因是零售投資者尋求資本的避風港，因為在房地產
行業崩盤、本地股市波動和銀行存款利率下降的背景下，投資者缺乏投資機會。

儘管更多亞洲借款人進入本地市場融資，但在MarkitiBoxxABFPan-AsiaIndex的八個
司法管轄區中，南韓由於轉向境外美元債券市場而脫穎而出。在當局的鼓勵下，南韓多個
大型財團正在借入更多美元，並且它們的大部分盈利以美元計價。彭博的數據顯示，南韓
借款人出售了前所未有的美元債券：截至2024年4月止四個月，發行量增長17%至176億
美元。

除了低廉的融資成本使本地市場在債券發行方面比美元市場更具吸引力外，該地區崛起
的中產階級和高淨值個人亦提供更多本地資本。

這個本地資本池將會持續增長，可能會穩步提升亞洲市場的規模。2023年6月，波士頓諮詢
公司（BCG）預測，環球個人資產的價值在2027年底前將以每年平均5.3%的速度增長。5而
在亞洲（不包括日本），個人資產價值在同期內的增長率預計將達到7.8%。BCG認為，香港
將在2025年超越瑞士，成為財富管理中心。

同時，Capgemini的2023年全球財富報告發現，全球32%的高淨值個人6生活在亞洲地
區。專注於高端奢侈品營銷的公司Relevance估計，中國內地擁有亞洲最多的超高淨值個
人：51,000人。其次是日本（17,000人）、香港（15,000人）、台灣（8,000人）和新加坡
（7,500人）。

另一個有利於亞洲債券市場的因素是人口統計。日本、南韓和香港等富裕社會正在老齡
化，年長的投資者傾向於選擇相對安全的固定收益投資，而不是股票等其他資產類別。

儘管對通脹、貨幣貶值和經濟衰退存在某些憂慮，但亞洲地區向資產管理人和持有人提供
具吸引力的收益和多元化機會。與眾多大型、已發展司法管轄區相比，該地區正面的長期
經濟展望和更加有利的信用評級上調前景加強了上述機會。


尾註 1 富時羅素指數、標普環球、由道富環球投資管理計
算，美國債券指富時美國政府指數，亞洲債券指
MarkitiBoxxABFPan-AsiaIndex，兩者均以美元
計價。

2 BloombergFinanceL.P.，以人民幣計，截至2024年
6月30日。彭博中國綜合指數追蹤中國銀行間債券
市場上以人民幣計價的固定利率國債、政府相關（包
括政策性銀行）證券及公司證券。

3 BloombergFinanceL.P，截至2024年4月24日。

4 InternationalFinancingReview,Chinaseesfirst
TLACbonds

5 波士頓諮詢集團，《2023年環球財富報告》。

6 Capgemini，《2023年環球財富報告》。

https://www.ifre.com/story/4585435/china-sees-first-tlac-bonds-5wp9mhwvf6#:~:text=Fitch%20said%20in%20a%20webinar,6trn%20by%202028.
https://www.ifre.com/story/4585435/china-sees-first-tlac-bonds-5wp9mhwvf6#:~:text=Fitch%20said%20in%20a%20webinar,6trn%20by%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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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獲授權單位信託基金。授
權並不暗示任何官方推薦。本文概
無內容構成投資意見，不得作此依
賴。沛富基金的過往表現不一定代
表其未來業績。沛富基金的分紅取
決於沛富基金的相關投資派發的股
息，並且不作保證。沛富基金在香
港證券交易所和東京證券交易所上
市不保證該等基金單位擁有一個流
動性市場，並且沛富基金可能從香
港證券交易所及/或東京證券交易
所除牌。投資者應該閱讀沛富基金
的招股章程，包括風險因素。沛富
基金的招股章程可向StateStreet
GlobalAdvisorsSingapore
Limited（新加坡公司註冊編
號：200002719D，由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監管）索取或從www.abf-paif.
com*下載。對於日本投資者，除了
招股章程外，請閱讀披露文件以及
可從https://disclosure.edinet-
fsa.go.jp/獲取的其他文件。

本文件包含的所有資訊均來自
SSGA，除非另有說明，均截至所示
日期。未經道富環球投資管理明確
書面同意，不得複製、分派或傳播本
文件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或向第三
方披露其任何內容。本文件及其所

載資訊不得在禁止該等分發和出版
的司法管轄區分發和出版。

所有形式的投資均附帶風險，包括
損失所有投資金額的風險。
該等活動可能不適合所有人。

所提供的資訊不構成投資意見，並
且不得作此依賴。本文件不得被視
為證券的購買招攬或出售要約。並
未考慮任何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
標、策略、稅務狀况或投資年期。您
應諮詢您的稅務和財務顧問。所有
資料均來自據信為可靠的來源。不
對該等資訊的準確性作出任何聲明
或保證，並且道富對於依據該等資
訊作出的決策概不負責。

證券借貸計劃及所存入抵押品的後
續再投資承受多個風險，包括抵押
品中持有之投資價值可能下跌及在
某些時點的價值可能低於初始投資
成本的風險。

債券的短期風險和波動率一般低於
股票，然而其受利率風險（隨著利率
上升，債券價格通常會下跌），發行
人違約風險、發行人信貸風險、流動
性風險與通脹風險的約束。該等風
險通常對長期證券造成顯著影響。
在到期之前出售或贖回任何固定收
益證券均可能取得重大收益或承受
重大虧損。

多元化並不保證有盈利或保本。

ETF的交易方式類似於股票，承受
投資風險，市值可能波動，並且交易
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ETF資產淨
值。經紀佣金和ETF開支將會減少
回報。頻繁交易ETF將會大幅增加
佣金和其他成本，因此可能會抵銷
低費用或成本帶來的任何節省。

本文所述的MarkitiBoxxABF
Pan-AsiaIndex是MarkitIndices
GmbH的財產，並且獲授權使用。
MarkitIndicesGmbH或其任何成
員並不保薦、認可或推廣沛富基金。

對於日本而言，在每次交易時將會
收取由負責的金融商品業務營運商
設定的交易佣金。詳情請瀏覽
www.abf-paif.com。

StateStreetGlobalAdvisors
SingaporeLimited：香港地址：香
港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
期68樓。電話：+8522103-0288。
傳真：+8522103-0200。

StateStreetGlobalAdvisors
SingaporeLimited新加坡地
址：168RobinsonRoad,#33-01
CapitalTower,Singapore068912
（公司註冊編號：200002719D），受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ofSingapore)監管。


電話：+656826-7555。
傳真：+656826-7501。

StateStreetGlobalAdvisors
(Japan)Co.,Ltd.，地址位於
ToranomonHillsMoriTower2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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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105-6325Japan。
電話：+81-3-4530-7380。
金融工具業務營運商，關東地方財
政局（Kinsho#345），會員：日本投
資顧問協會、日本投資信託協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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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一直為環球的政府、機構及財務顧問提供服務。我們以嚴謹
及具風險意識的方法，基於研究、分析及歷經市場考驗的經驗，從廣泛的指數和主動策略
中構建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作為指數和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投資的先驅，我們不斷
發明新的投資方式。因此，我們成為了環球第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資產總額*達到4.42
萬億美元†。

*退休金與投資研究中心，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此數字截至2024年6月30日，包括13,939.2億美元的ETF資產管理規模，其中約693.5億美元為黃金資產，
與StateStreetGlobalAdvisorsFundsDistributors,LLC(SSGAFD)僅擔任營銷代理商的SPDR產品相關。
SSGAFD與道富環球投資管理為聯屬公司。請注意，所有資產管理規模（AUM）均未經審核。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 
簡介

剖析亞洲固定收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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