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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海南赴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

10月16日路演活动当天，恰逢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发布《行政长官 2024年施政报
告》。报告中提出，“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
制，强化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
支持更多绿色和可持续离岸人民币债券在港
发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连续在港发债，体现了
中央政府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的支持，既强化了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地位，也丰富了香港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
推动香港绿色金融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濂接受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与此同时，海南作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金融开放的重点之一就是人民币在贸易
和投资领域的跨境使用。陈浩濂表示，香港
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排名第一位的国
际债券发行地，以香港为平台进行发债，能吸
引更多全球投资者和资金投入到海南省的经
济发展中。

此外，海南连续3年发行的债券，均被香
港金融管理局纳入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的合
资格抵押品名单，且债券的利息及处置债券取
得的收入免征香港利得税及印花税，有力提升
了债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近年来，香港成为海南利用外资的主要来
源地。随着贸易结算和跨境直接投资领域的
资金往来，琼港两地金融合作正不断走深。除
了地方政府作为境外债券发行主体外，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海南企业，也在积极探
索境外发行债券融资渠道——海南自贸港与
国际资本市场的连接将越来越紧密。

（本报香港10月20日电）

通过连续发行境外债券，海南不仅募集到
加快发展所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身
的国际“能见度”。

“航天产业是海南省目前的发展重点之
一，可否介绍一下发展航天产业具体能为海南
省带来什么样的机遇？”“海洋经济在海南省的
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否进一步介
绍海洋经济包含哪些领域，未来打算如何发
展？”……

10月16日，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大礼堂举
行的路演活动中，境外投资者们踊跃参与，现
场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期待听到来自海南自
贸港的答复。

每年的公开路演都是债券发行的重头
戏。在路演活动中，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人充分介绍了海南的资源特色、产业亮点以及
自贸港建设进展。通过面对面交流，既拉近了
发行人与投资者的距离，也让更多国际投资者
感受到海南开放的诚意。

今年海南省首次在境外发行的10年期蓝
色债券，也引起了投资者们的兴趣。在路演现
场，有投资者表示想了解海南这次发债在债券
品种和年期方面的具体考虑。

“本次10年期蓝色债券，募集资金将主要
投向海洋保护、沿海区域环境治理等重点领
域，这类项目普遍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地投
入才能逐步见效。”海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李镭
在回答中解释，匹配较长期限的债券，一方面
有利于财政预算平衡，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长
期不断地跟踪披露，向投资者充分展示海南在
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持续努力。

从最终发行效果来看，此次发行的10年
期债券也获得投资者们的踊跃认购，反映了国
际资本市场对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以及长期
投资海南自贸港的信心。

据了解，海南每次发行境外债券，重点考
虑将新发展理念与融资理念有效结合，在债券
品种设计方面，要彰显海南自身特色定位和可
持续发展理念，同时也考虑到国际市场对绿色
金融债券的需求，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优质
人民币资产配置选择。

2022年首次发行境外债券，海南就推出
了中国地方政府首单蓝色债券、首单可持续发
展债券。2023年第二次在香港发行债券，海
南又创新推出中国地方政府首单生物多样性
主题绿色债券。

今年，海南在继续发行可持续发展债券和
蓝色债券的基础上，为了助推海南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还发行专项债券用于支持文昌国际
航天城等重点项目建设。

中国银行相关研究员分析指出，自贸港作
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其建设和发展需要国际
资本的进入和参与。在自贸港建设初期，海南
省政府作为高信用等级的主体，每年在境外发
行债券融资，有利于吸引境外投资者尤其是专
业性的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引导国际投资者更
好地发现海南的投资价值。

募集资金支持自贸港
超200个项目建设

近日，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次干路路网
一期、二期项目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施工景象。目前该项目部分路段已实现功
能性通车。

据了解，海南今年赴港发债募集的资
金，部分将用于支持文昌国际航天城基础设
施建设，其中就包括起步区次干路路网项
目。该项目建成以后，可连通园区的主干路
网，加快区域进出交通转运速度，提高转运
效率。

近年来，海南通过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自贸港生态环境、特色
产业和民生建设。

据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负责人介
绍，2022年、2023年赴港发债募集的资金，均
已投入到蓝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框架内
合格项目中，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
资金支持。

记者梳理发现，2022年募集的资金，共投
向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海口西海岸
生态整治与修复项目、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水系
工程等50个项目；2023年募集的资金，共投向
博鳌乐城先行区医工转化平台、国家耐盐碱水
稻技术创新合作平台等91个项目；2024年募
集的资金将投向72个项目的建设。

其中，全长约466公里的环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旅游公路，是海南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对构建“五环路网大交通体系”、加快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
2022年募集的资金中，有10亿元用于支持
该项目的道路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预计
2024年建成。

“项目建成后，能更好地保护海南热带雨
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将国家公园各
大片区连接在一起，有利于对国家公园进行整
体性保护、建设和管理，同时有助于游客无障
碍全域环绕国家公园，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和
雨林景观。”海南公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邓劲松说。

除了生态环保领域，募集资金也在加快推
动海南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例如博鳌乐城先
行区医工转化平台、国家级猪种质资源与模型
保存与繁育基地、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合
作平台、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等。此外，募
集的资金还投入到医疗、教育以及生活污水治
理等大量民生保障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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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海南3年累计发行
130亿元境外债券
都做什么用？
扫一扫看动画
一键解惑

是指在中国大陆境外发
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海洋
生态和洁净水资源项目

如：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水系工程项目、万宁东澳蓝
田-新群海水养殖聚集区养
殖尾水排海管道工程

本次10年期蓝色债券，
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海洋保
护、沿海区域环境治理等重
点领域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
和社会责任项目

如：环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旅游公路、博鳌乐城先行
区医工转化平台

募集资金专用于包括生
物多样性类别在内的合格绿
色项目

如：国家级猪种质资源
与模型保存与繁育基地、海
南东寨港（三江湾）生态修复
项目、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
创新合作平台项目

“发行人确认最终定价条
款！”10月17日晚，海南省在
香港成功发行30亿元离岸人
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
程中，峰值订单规模一度高达
360 亿元，是发行规模的 12
倍，创下历史新高。

这是海南自2022年以来
第三次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3年共计发行130亿元
人民币，募集的资金相继投入
到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和
民生保障等领域，用于支持海
南自贸港的建设发展。

境外发债，不仅是一项有
效的融资手段，还是海南自贸
港积极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主
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的有力举措。每一次赴港发
债的背后，是海南向国际市场
不断释放的投资机遇，也是在
创造更多新鲜的“海南故事”。

海南连续三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探索常态化境外融资机制

三赴香港融资背后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彬

在国际舞台上
讲好“海南故事”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

早在2021年10月，广东省和深圳市就分
别在澳门、香港成功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
债券，正式开启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国际化
进程。

而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海南也从
2022年10月起尝试“走出去”发债，主动与国
际接轨，对标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为自贸港建
设积累更多资本市场发展经验。

省财政厅厅长蔡强表示，海南连续3年在香
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而且蓝色债券和可持续发
展债券这些债券品种，在全国的地方政府境外债
券当中都是独特的，体现了海南自贸港的特色和
优势。境外发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深与国
际资本市场的联系，同时为海南岛内的企业将来
在境外发展探索出路和树立标杆。

国际资本市场已成为海南的重要融资渠
道之一。3年来，海南每次赴港发行债券，既是
一次融资的过程，也是一次近距离学习的机
会。债券发行团队通过与在港各金融、交易机
构以及监管部门的深度交流，充分了解市场最
新信息，掌握国际市场交易规则，为海南探索
地方政府常态化境外融资机制积累经验。

今年7月底，海南债券发行团队就开始投
入紧张的前期工作，充分研判国内外市场形
势，确定合适的发行时机。

“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选择好发行时
机，能增强发债成本优势及投资吸引力。”一名
香港金融界资深人士分析认为，今年海南债券
发行获得高达12倍的超额认购倍数，发行时
机的选择是重要原因之一。

该资深人士同时表示，海南此次发行获得
投资者高度认可，还与近期中央出台的一揽子
金融政策，以及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提高离岸
人民币流动性等多方面因素相关，这些都提高
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市场预期。

从定价、相关认证到信息披露，海南在境
外发行债券的过程均严格遵循国际资本市场
规则、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不仅提升地方政府
债券的国际认可度，也提高了其流动性和市场
化程度。

通过境外发债，海南也不断为推进资本项
目开放试点积累经验。在去年首次使用海南
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进行资金跨境交收和
本息偿还的基础上，今年海南首次使用海南自
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为海南
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探索更多使用场景。

据了解，本次债券的交收资金，会先从境
外进入财务代理人香港交行开在海南交行的
EF账户，无需任何材料便可即时入账，体现了
资金“跨一线”依法自由结算的便利；接着，再
从EF账户“二线”划往海南省财政国库账户。
EF账户的便利政策能保证整个交收过程的顺
利高效。

“今年通过EF账户交收，有助于吸引多元
化债券投资者以及更多市场主体投资海南，享
受海南自贸港政策便利。”交通银行海南省分
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琼港深化合作
实现“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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