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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在中國大陸及北亞國家帶動下，亞洲正處於經濟復甦階段。預期2021年復甦趨勢將擴展至亞洲其他

地區

 預期亞洲各國政府及央行將持續振興經濟，惟擴大政策的幅度可能減弱

 勞動市場復甦緩慢可能影響經濟回升的步伐、打擊家庭收入及私人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增加違約

及銀行資產品質風險，以及債務可持續性的憂慮

 2020年資金大舉流入亞洲信貸，預期此趨勢將於2021年延續，原因是環球投資者在低至負利率環境

下對收益的需求更大

 2021年Covid-19疫情過後，預期亞洲股票的盈餘表現將可強勢反彈，而隨著區內的本地生產總值增

長回穩，應有助支持企業盈餘前景

 亞洲加快數位化發展，中國大陸則在電子商務繼續領先全球，預期中國2020年的電子商務收益將比

美國高超過一倍。儘管中國大陸互聯網行業的監管具不確定性，數位化及整體支持行業的政府政策

應可繼續成為中長線增長動力

 預期至2025年，亞洲近五億人口將年屆65歲或以上，而亞洲消費日趨重視健康及改變生活模式。社

會經濟因素變遷及醫療行業持續獲得機構支持，有利行業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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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復甦擴大

資料來源：

1. CEIC、彭博、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截至2020年12月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

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中國大陸及北亞引領的復甦，應可擴展至亞洲其他地區

實際本地生產總值指數（經季節性調整）(1)

19年第四季=100
亞洲正從2020年第二季的谷底逐步復甦。

人口流動限制逐漸放寬、2020年推行大規

模政策刺激計劃及對外貿易穩健，均推動

了經濟復甦。就2020年的經濟增長而言，

中國大陸及北亞表現領先。2021年經濟復

甦應可擴展至亞洲其他地區，而印度及東

盟經濟體增長的追趕空間較大。預期有效

的疫苗廣泛推出市場，將可降低COVID-19

疫情的威脅，有利循環性經濟增長前景。

預期貨幣政策將維持寬鬆，但政策空間縮小

亞洲通膨溫和，並無重大外圍失衡因素，

且美國聯準會的平均通膨目標框架，應可

讓亞洲央行維持低政策利率一段更長時

間。我們預期2021年亞洲大部分地區的貨

幣政策大致穩定，但鑑於2020年實施大規

模寬鬆措施，2021年的政策調控空間較

小。預期針對性的寬鬆措施及流動性支持

將會繼續。整體而言，2021年突然撤回政

策支援的可能性不大。

年增長率變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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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復原與改革

資料來源：

2. CEIC、彭博、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截至2020年12月

3. 印度央行，截至2020年11月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

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適應疫情帶來的持續經濟影響

債務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2)

亞洲的整體疫情防控表現勝過其他主要地

區，但亞洲的復甦步伐仍然受到多項因素

限制，包括勞動市場復甦緩慢、家庭收入

及私人企業資產負債狀況受打擊、違約及

銀行資產素質風險，以及債務可持續性的

憂慮。大部分亞洲經濟體的產出／本地生

產總值可望於2021年下半年回復至Covid-

19疫情前水平，但仍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才能回復至疫情前的中期增長潛力。

政策再次重視結構性改革

目前，市場焦點轉移至推動更長期經濟增

長潛力的結構性改革政策。中國「十四

五」規劃著重科技自主與創新能力、內需

（消費）及優質增長。此外，多個亞洲經

濟體持續推動結構性改革，並放寬監管限

制以提高經商的便利程度，令經濟更加穩

定。以印度為例，當局放寬多個行業的外

商直接投資政策，在疫情爆發下總外商直

接投資資金流入（2020年4月至9月）年增

率仍出現11%增長。(3)

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綱領下的主要發展範疇(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C
h
in

a
 (

4
Q

1
9
)

C
h
in

a
 (

3
Q

2
0
)

K
o

re
a
 (

4
Q

1
9
)

K
o

re
a
 (

3
Q

2
0
)

M
a

la
y
s
ia

 (
4
Q

1
9
)

M
a

la
y
s
ia

 (
3
Q

2
0
)

T
h

a
ila

n
d
 (

4
Q

1
9
)

T
h

a
ila

n
d
 (

3
Q

2
0
)

In
d
ia

 (
4
Q

1
9
)

In
d
ia

 (
3
Q

2
0
)

P
h

ili
p
p
in

e
s
 (

4
Q

1
9
)

P
h

ili
p
p
in

e
s
 (

3
Q

2
0
)

In
d
o
n
e
s
ia

 (
4
Q

1
9
)

In
d
o
n
e
s
ia

 (
3
Q

2
0
)

Household Non-financial corporate Government

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M
a
in

la
n
d

M
a
in

la
n
d

創新及科技自立 文化

經濟／產業升級 綠色發展

推動國內市場 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

深化改革 人民生活品質

農業及農村 中國和平發展

新型城市化 軍事國防

家庭 非金融企業 政府

中
國
大
陸
（

1
9
年
第
四
季
）

中
國
大
陸
（

2
0
年
第
三
季
）

韓
國
（

1
9
年
第
四
季
）

韓
國
（

2
0
年
第
三
季
）

馬
來
西
亞
（

1
9
年
第
四
季
）

馬
來
西
亞
（

2
0
年
第
三
季
）

泰
國
（

1
9
年
第
四
季
）

泰
國
（

2
0
年
第
三
季
）

印
度
（

1
9
年
第
四
季
）

印
度
（

2
0
年
第
三
季
）

菲
律
賓
（

1
9
年
第
四
季
）

菲
律
賓
（

2
0
年
第
三
季
）

印
尼
（

1
9
年
第
四
季
）

印
尼
（

2
0
年
第
三
季
）



4

|PUBLIC|

利率偏低時，資金流向……

資料來源：

4. 彭博，截至2020年12月3日

5. 滙豐環球研究、EPFR，截至2020年11月6日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

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投資者在持續低息及負利率環境下不斷尋找收益

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債券指數內，負利率債券所佔的百分比(%) (4)

美國聯準會已引入靈活的平均通膨目標政

策，而大多數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預

測於2023年底前不太可能升息，而只會延

長低利率環境。在此市場環境下，負收益

率投資級別債券數目由年初4月的18%，增

加至目前的26%（截至12月3日）。在低至

負利率環境下，亞洲資產相比全球其他資

產更具吸引力，能為追求收益的投資者提

供溢價。

預期亞洲債券將可受惠於資金流入

儘管極端市場恐慌導致亞洲信貸曾於3月出

現拋售潮，但2020年整體仍出現鉅額資金

流入。整體而言，新興市場債券資金成功

吸引資金流入，當中以亞洲（日本除外）

主流貨幣最受追捧。由於環球投資者更為

追求收益率，而亞洲美元債券相比美國、

歐洲，甚至新興市場提供更理想的收益率

溢價，因此預期趨勢將可於2021年延續。

各地新興市場主流貨幣資金流（年初至今）
（十億美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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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強勁的企業基本因素

資料來源：

6. 瑞信、Refinitiv，截至2020年11月23日

7. 摩根大通，截至2020年11月7日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

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預期亞洲股票重拾盈餘增長

亞洲股票估值吸引、盈餘增長改善、每股

盈餘提升，且股東權益報酬率有增長。其

他有利此資產類別的中短期推動因素包括

2021年疫情過後盈餘可望大幅回升，以及

區內生產總值增長平穩化，應可為盈餘前

景提供支持。目前，市場預期2021年的每

股盈餘增長為25.5%，而2020年預測數字

為-1.3%。預期廣泛地區的盈餘將會回升。

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仍較其他地區低

違約率方面，2020年至今亞洲高收益債券

的表現優於其他市場，年初至今的違約率

為2.7%，遠低於美國高收益債券市場的

6.7%。亞洲債券於2020年的違約為非系統

性。於2021年，預測亞洲高收益債券的違

約率仍將低於其他環球市場。亞洲信貸違

約率較低主要受惠若干因素，包括亞洲發

行人基本因素穩健，及亞洲（日本除外）

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高於其他地區。

美元高收益債券市場的違約率(7)

每股盈餘年增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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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主題—互聯網與創新

資料來源：

8. Statista，截至2020年11月

9.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截至2020年11月

10. 世界銀行，根據2018年數據，最新可得數據截至2020年11月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

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數位化：中國的電子商務收益冠絕全球

中國大陸的互聯網滲透率由2019年6月至

2020年6月增加5.8%至67%。(9)疫情加快

互聯網服務（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滲透

率。儘管中國大陸的互聯網滲透率有增

長，但相比已發展市場仍然偏低，顯示出

仍有增長空間。雖然如此，中國大陸的電

子商務市場已是全球最具規模，預測2020

年電子商務收益較美國高出逾一倍。雖然

互聯網產業面臨監管層面的不明朗因素，

但行業數位化及有利政府政策應繼續成為

中長期增長的推動因素。

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營收

（十億美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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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市場繼續引領全球創新

過去數年，亞洲區的創新生態系統發展蓬

勃。中國大陸多個城市成為創新重鎮。

2019年，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額創新

高，佔本地生產總值2.23%，即人民幣2.2

兆元（3,210億美元）。亞洲（日本除外）

創新發展並非由中國獨領風騷，印度亦擁

有全球第三大科技初創生態系統，越南及

菲律賓在創新方面持續有重大進展，而南

韓則已脫穎而出成為全球創新領袖。

頂尖研發國家及地區（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排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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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主題—今日健康，明日財富

資料來源：

11. 貝恩策略顧問公司《Asia-Pacific Front Line of Healthcare Report 2020》、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可得數據截至2020年11月

12. 滙豐環球研究，截至2020年8月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

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醫療保健繼續處於有利的增長地位

受到疫情衝擊前，亞洲的社會經濟因素變

化及持續機構支持，早已令醫療保健行業

處於有利的持續增長地位。人口老化、城

市化加快及慢性疾病加速普及等多項人口

趨勢，無可否認令亞洲的醫療保健需求不

斷擴大。隨著醫療保健公司日漸關注創

新，並透過研發提升價值鏈，由下而上的

股票投資者可把握亞洲區內醫療保健行業

的結構性轉型。

亞洲醫療保健(11)

增長

預期未來十年亞洲佔全球醫療保健開支超過40%

人口

於2025年前，近五億亞洲人口將年屆65歲或以上

健康意識

亞洲消費者日漸注重保健及改變生活模式

低醫療開支

所有主要亞洲（日本除外）經濟體的人均醫療保健開支，大幅落

後於其他主要市場

保險產品在亞洲資產管理規模之中佔比最重

亞洲保險產品仍為受歡迎的儲蓄管道，

43%區內資產（不包括銀行存款）投資於

保險產品。台灣及香港擁有亞洲最成熟的

保險市場，人壽保險滲透率較高。亞洲市

場各自的保險行業發展階段不一，雖然中

國大陸及印度的滲透率較低，但由於消費

者意識提高、中產階層增加、城市遷移、

電子渠道快速發展及政府扶持，市場具有

擴張空間。

區內管理資產分佈（不包括銀行存款）(12)

保險

43%

公共退休金

15%

企業退休金

9%

集合式投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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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中華投信係滙豐環球投資管理境外基金總代理人，以上觀點來自滙豐環球投資管理。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滙豐中華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9號24樓 02-6633-5808   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

本資料僅供參考，請勿將其視為投資任何有價證券或其他金融產品之建議或要約，滙豐中華投信已盡力尋求可靠之資料來源以提

供正確之意見與消息，但無法保證該等資料之正確及完整性，投資人如欲進行投資，應自行判斷投資標的、投資風險，承擔投資

損益結果，滙豐中華投信及其董事、受僱人不因此而承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效，

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

情勢穩定度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由於

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

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文中個股、類股、產業或歷史數據，

僅為參考舉例，不代表個股、類股或產業推薦，且不為未來投資獲利之保證，亦不為基金未來之持倉，HSBC不負擔任何預測或

目標無法達成之責任。

http://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