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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的路徑藍圖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的重要特點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一帶一路各國發行和流通的國際債券，目

標是增強一帶一路國家為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私營部門企業發展的融資能力。 

 

                                           
1 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CSHK) 成立於 2017 年 6 月，是一個開放和跨科學的研究平台，旨在促進及增強香港學術

界、工業界和專業服務界; 社會及政府; 以及香港與不同區域之間，在現實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的協作，並進行有影響

力的應用研究。中心總監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李芝蘭教授。本中心於 2017 年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計劃 (SPPR) 撥款研究「香港專業服務與一帶一路:推進可持續發展的

創新能 動性 」  ( 編號 : S2016.A1.009.16S) 。 更多 有關 資 訊，請 瀏覽 香港 持續 發展 研究中 心的 網頁：

www.cityu.edu.hk/cshk。歡迎提供意見，請電郵至：sushkhub@cityu.edu.hk。 

2 王澤森教授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成員。 

http://www.cityu.edu.hk/cshk
mailto:sushkhub@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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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國際債券指的是在一帶一路國家之間，跨國界流通的債券，包括在中國國

内市場上發行和流通的一帶一路國家的外國債券，以及面向其它一帶一路國家發行

和流通的中國債券。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的分析人員需要具備國際信用分析，國際銀行和國際債券市

場發展相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在初始階段可以先在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城市設立，遵循國際

標準提供信用評級服務之後，可以將業務拓展至一帶一路各國。 

 

 在起步階段，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主要為一帶一路各國的政府債券、公營企業債

券、公共服務機構債券和大型基礎工程項目債券提供信用評級。 

 

 之後會為一帶一路各國政府、公營企業、公共服務機構和大型基礎工程項目發行的

伊斯蘭債券進行信用評級。現時超過 30%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伊斯蘭國家，它

們應當合理地納入國際融資的範疇。 

 

 通過評級的外國債券可在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上市, 透過「債券通」, 這些債券也可以

在香港買賣， 成為國際債券。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參與準則 

在推進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的運作及其信用評級的使用方面，中國應該確定以下兩

個原則： 

 原則 1：外國債券發行方若計劃在中國境內市場（港澳台除外）發行債券，必須由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參與信用評級。 

 

 原則 2：中國債券發行方若計劃在其它一帶一路國家發行債券，除了遵守別國的相

關規章外，還必須由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參與信用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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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1 旨在為中國境內投資者在投資國際資產的過程中提供保護， 因爲許多中國境內

投資者對一帶一路其它國家的風險認識非常有限。 同樣，由於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商業

環境缺乏了解，對中國債券發行方的風險認識不足，原則 2 即可用確保一帶一路信用

評級機構為他們提供公正的風險評估。 

 

當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成功地在信用評級領域確立良好的聲譽後，一些本國沒有信

用評級機構的一帶一路國家就會願意認可該機構的信用評級。而其它一些國家，即使

他們有針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條例，也可能與中國在相互認可方面達成協議。  

 

 

創立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的程序 

1. 成立工作組，搭建組織架構，尋求多渠道資金來源以支持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工

作的開展。 

 

2. 邀請國際專家團隊擔任顧問或參與各種評級委員會。 

 

3. 委任全職管理層和職員，正式啓動機構的運作。 

 

 

信用評級服務業的國際標準 

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將主要遵循香港和歐盟在信用評級服務領域的國際標準。 這些

標準主要參照國際證券監理組織(IOSCO)的指導原則，涵蓋以下各個領域：債券發行

評級的公正透明，評級過程的質量保證，信用評級機構行爲的問責機制，以及利益衝

突的舒緩等等。通過遵循這些標準，一帶一路信用評級機構如果將實體機構設立在香

港，將利於申領香港證監會牌照，該牌照也將獲得歐盟監管機構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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