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28日 星期四A8 專 題

被氹買高風險債券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賴國良

退休人士想過
退而不憂的生活，
如何運用手上的積
蓄很重要。有長者
儲下一生積蓄想安
享晚年，卻誤踩投

資地雷！有七旬長者因誤信銀行投資經
理的游說 「耳仔軟」 ，作出所謂的 「低
風險高回報」 投資，先後購買合共六份
高息債券，惟相關債券都因發行公司出
現財務危機而違約，投資的近1000萬元
血本無歸。他曾多次投訴，但無下文。

有投資專家表示，投資高息債券同
時存在高風險，投資者必須認清相關風
險，並在能承受的範圍內購買，尤其是
退休人士切記分散投資，不要孤注一
擲， 「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裏」 ，
一旦遇市況波動，老本隨時化為烏有。



強積金管理 為何不由政府負責？

退休伯伯蝕千萬元

各類債券風險程度

政府或法定機構 低風險

一般上市公司 中風險

有條件* 中高風險

沒有公開資料提供 高風險

*債券附設條件，如浮息、可贖回或可延遲到
期日
資料來源：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

陳志華

婆婆百萬購年金 連長生津月入9000

退而不憂 4

專家：高回報風險大 不應孤注一擲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 林良堅（圖、視頻）

債券是由企業或政府
（發債機構）發行的債務工

具，目的是藉向外借貸來籌集資金。債券可
分為上市及非上市債券，投資者可在發債機
構首次公開發售債券時，直接向該機構認購
債券；而非上市債券，可透過銀行或經紀行
在二手市場買賣。 「債券即是借錢，借錢後
寫回借據，證明借貸，何時還、利息如何
等。」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陳志華
表示，債券存在一定風險，包括匯率、企業
經營及違約等情況。其中最主要風險是發債
機構能否如期支付利息及償還本金。

部分銀行定存利息近五厘
陳志華續說債券分為固定利

率、零息、永續及商務等多種債
券，若發債機構因財務危機而違
約，需跟隨當地債務破產的流程
處理，以本港為例，首先員工可
取回欠薪，其次取回債務本金的
是銀行或相關機構債務持有人，
第三是優先股持有人，最後才是
普通股票持有人，而最終仍需按

相關債券的條文而定。
「現時美金高息，部分銀行的

定期存款已近五厘。」 陳志華指出
較穩健的是分散投資，現高息環
境，長者可以作定期存款，此外，
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按揭證券公司
推出不同的投資和退休理財產品供
長者選擇，包括銀色債券、綠色債
券、香港年金計劃、安老按揭計劃
及保單逆按計劃等。陳志華建議銀
債或綠債上市後才購買，相對價錢
較實惠。

專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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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等於借錢
不一定有得還

「現時這六份債券應該一毫子都不會
有！」 現年74歲的黎先生談起2017至
2018年間透過銀行購買六份高息債券，如
今卻全變成廢紙，臉上盡是無奈。一向有
投資股票及房產的黎先生表示，由於年事
已高，希望能有穩定及回報率較高的投資
方法，因而在一名銀行經理游說下，在
2017年6月底及7月初，購買內地一房地產
公司分別於2023及2025年到期的三份債
券，各份的賬面價值為20萬美元（約156
萬港元）。他續說，由於他儲蓄了一筆可
觀的款項，希望投資能為家人帶來保障，
因而在2018年2月至3月間再購入另外三份
內地證券、電力及房地產的高息債券，各
賬面價值同為20萬美元，即連同之前合共
購買六份債券，總共投資達120萬美元
（約937萬港元）。

發債公司先後陷財困清盤
黎先生表示，雖然早前曾接獲相關公

司每半年約6000美元（約46800港元）的
派息，惟早前相關公司已因財務問題停止
派息，近期其中一間內地房產公司陷入財
務危機，被申請清盤；另一間電力公司的
債券違約逾一年後，近期才續約，及後每
半年給予約2600美元（約2萬港元）利
息；另一間證券公司日前亦宣布破產，現
時法院正審理清盤， 「等於全部（債券）是
打水漂，即我的錢不要希望能再回頭。」

自2008年雷曼兄弟迷債爆煲事件後，
一度促成監管機構收緊對銀行銷售過程的
規管，當中包括銀行推售任何產品都要有
錄音及多重確認等規例，相關規例至2019
年9月才獲放寬。黎先生表示，早年他曾想
透過另一間銀行購買債券，惟相關經理曾

提醒，以他當時近68歲之齡，並不適合購
買相關債券，惟及後他接觸涉事的銀行經
理，對方堅稱可以購買，但需要跟隨該經
理的 「指示」 及 「提議」 。

按銀行經理指示錄音作證
「意思即這說話不應如此說，這題不

應如此回答，應該如何回答，經理當時寫
張紙仔給我看，在我錄音時遞給我，並指
着要我講出來；有些在錄音時覺得不合字
眼，甚至停機再錄。」 黎先生指出，2018
年在購買相關債券時需錄音作證，全程錄
了三、四次，斷斷續續才完成，他直指當
時覺得十分詫異，質疑自己是否夠條件購
買相關債券， 「原來風險如此大，在錄音
時我才知驚！」 惟他說當時已騎虎難下，
並已到了錄音階段，其他銀行職員又好似
「好老友」 對待，盛情難卻，因而簽下購
買債券的合約。

「我當時傻更更地跟着他（經理）引
導，按指示錄音，大家有商有量便過到
關。」 黎先生自言年事已高，當時沒有當
機立斷，事後十分後悔。他有向金管局投
訴相關銀行，但無法討回款項。 「真的要
聽政府說，做定期，（長者）不要再因盛
情難卻而把自己的血汗錢交予銀行代為安
排。」 他認為長者不應 「耳
仔軟」 ，購買一些自己不熟
悉及不合適的投資產
品。他更希望銀行在出
售相關金融產品給長者
時，必須解釋清楚風險
及考慮有關長者情況，
並衷心希望不會有人再
重蹈其覆轍。

▶黎先生退休前經營製衣
廠，辛辛苦苦儲得的退休
金化為烏有。

「我在59歲左右已意識到
離退休不遠，需要注意退休生

活應該如何準備，生活費如何籌謀。」 現年65
歲的Joe為一名退休人士，自言一早已為退休生
活做好預備。她表示，自數年前女兒結婚後，
她就開始積極存錢準備退休，至今年5月正式退
休時，加上多年來供款累積的16萬元強積金，
資產合共約130萬元。她把其中100萬元投入政
府年金計劃， 「我不會投資，也不信什麼基金
及股票。」 她直指，早前曾比較過保險公司及
政府年金，覺得政府年金更可靠， 「投放在政
府年金，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時不計
入資產，我還剩下約30萬元儲蓄，可以申請政
府的長生津。」 以她參加的年金計劃，每月獲
派近5000元的年金，再加上每月4000多元的長
生津款項，退休後合共每月有近9000元的收
入， 「這9000元可以用到我死，雖然我有朋友

說如此會輸通脹，不着數，我覺得適合自己，
若然政府都不可靠，政府都執笠，全港都會有
問題。」

20年來一直任職清潔工人的Joe自言，收
入十分微簿，月薪為現時本港最低工資的水
平，只有約13000元，她說自己十分節省，不
太花費， 「有錢就儲起來，安排未來的退休生
活。」 她指出現時雖有9000元款項，已足夠她
生活，她居於租置公屋單位內，住屋不用擔
心， 「平時水電煤加管理費只需2000元，餘下
的7000元就按自己的情況去用，都夠用，如你
只有1000元，沒有理由用2000。」 她續說，她
唯一的女兒已長大成人，有其家庭要負擔，
「女兒好乖，我跟她說，我有工作，你不用給
我錢，有錢自己存起來，為未來打算。」 Joe自
給自足，財政自主，的確是做到退而不憂，亦
灌輸審慎理財觀念給下一代。

審慎理財

專家質疑 普遍壽命延長，加上出生
率下降，全球面臨人口老化的

重大挑戰，各地政府都想盡辦法確保退休人士
有足夠收入或財力以安享晚年，然而未必可以
滿足社會需求。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理事
黃海樂表示，本港現時退休保障制度轉嫁予私
人市場，希望特區政府能確實承擔港人日後的
退休保障。

黃海樂指出，本港打工仔的主要退休保障
現時只有強積金，而近年投資環境較差，不少
強積金戶口出現虧蝕，而強積金至今實施近23
年，相關部門應作中期檢討，而打工仔亦應計
劃退休時，相關供款累積是否足夠日後生活需
要。他提及，現時本港收入中位數約二萬元，
合資格的長者退休後可取得生活津貼4060元，
「即相關津貼只是現時20%的收入，其餘80%
的又如何補足？日後的通脹更會進一步拉闊差
距，是否能靠強積金就能補足？」 他指出美
國、加拿大等地均有政府的退休保障，新加坡
亦有政府參與投資基金帶來的退休保障，惟本
港只有私人市場上的強積金。

黃海樂又指回歸祖國前，本港沒有作長遠

退休安排，並無長期規劃， 「為何將強積金推
往私人市場，為何是保險公司或金融機構幫手
處理強積金投資？而不是香港政府承擔此社會
義務？」 他直指此為一個恆常的社會規劃，與
生育、房屋一樣屬於社會的安全網，特區政府
必須要檢討退休制度，並善用打工仔的血汗
錢，由政府統一處理及投資，保障打工仔退休
的生活，不用老年時望天打卦。

▲專家建議長者以定期存款賺息，或投資風險
較低的銀債、綠債和年金等。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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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時表示，銀行在銷售投資
產品（包括高息債券）時應履
行的責任，包括進行妥善的產
品盡職審查；向客戶提供相關
的重要資料；實施適當的合適
程度評估程序，確保銀行所作
出的招攬或投資建議屬合適。
此外，若銀行在持續檢討其銷
售的投資產品時調升產品的風
險評級，銀行應向接受其推薦
及購買了該產品的客戶披露該
產品的風險評級已經被上調。

發言人又指出，局方要求
銀行應評估客戶是否屬於弱勢
社群。銀行向弱勢社群客戶銷
售投資產品時應格外審慎，例
如：零售銀行應讓弱勢社群客
戶選擇是否需要帶同一名親友
見證銷售程序，及／或由多一
名前線員工處理銷售事宜。此
外，該局要求銀行設有適當的
管控措施，監察其投資產品銷
售業務。零售銀行應就某些特
定情況的面對面銷售過程錄
音，並實施有效的合規檢查以
識別銷售過程是否有異常情
況，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適當評估

掃一掃 有片睇

購買年份：
2017年6月底及7月初
內地一房地產公司分別於2023
及2025年到期的三份債券，每

份賬面價值20萬美元（約156萬港元）
購買年份：
2018年2月至3月
三份高息債券（內地證券、電力及房地
產），各賬面價值同為20萬美元
投資總額：120萬美元（約937萬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