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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投資缺少引領指標 
無單一資料來源可提供上市公司帶路業務數據 

數據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海關總署。 

國家宏觀數據 

經濟指標 

投資指標 

國家簽署的合作協定 
中國已與58個國簽署各類投資貿易協議 

海絲貿易指數 
2017年12月進出口貿易指數報收148.93，同比上漲10.23% 

一帶一路進出口貿易資料 
2017年進出口總金額為1.79萬億美元 

亞投行 
20多個投資專案，總額超過37億美元 

絲路基金 
已簽約17個項目，承諾投資70億美元 

上市公司帶路業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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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五通發展」，抽取可量化的三項，引申出六大指標，重塑一帶一路定義 

以六大指標評估上市公司於一帶一路參與情況 

新簽工程合同金額 

新增投資金額 

商品/服務銷售金額 

商品/服務採購金額 

融資/貸款金額 

保險承保金額 

設施聯通 

政策溝通 

民心相通 資金融通 

貿易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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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力量 收集相關數據 

相關數據 
 
1. 六大指標 (2014-2016)： 
ü商品/ 服務銷售金額  
ü商品/ 服務採購金額 
ü新簽工程項目合同金額 
ü新增投資金額 
ü融資/ 貸款金額 (金融機構適用) 
ü保險承保金額 (金融機構適用) 
(2016年國家分布) 
 

2. 一帶一路業務占整體收入比例 (2014-2016) 
 

3. 公司預期未來三年帶路業務規模  

  總數 

邀請參與的公司總數 1,931 

提供數據的公司數目 1,286 

涉一帶一路業務 609 

佔比 (按回覆數目計算) 47% 



6 

根據2014及2016年的數據分析： 

Å 2014至2016年參與一帶一路的上市公司總數目(為
538，571 及 594) 及在個別指標中均有增長 

Å 65%上市公司預期在未來三年將增加一帶一路的業務 

上市公司在未來三年對其一帶一路業務的預測 

增加 維持 減少 

379 199 1 

報告結論 – 積極回應國策 帶路業務穩定增長 

      

2014 490 202 50 97 11 6

2015 528 228 59 129 14 6

2016 539 239 69 151 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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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8,676 10,769 1,584 764 19,209 27,329

2015 7,499 7,163 1,815 875 20,558 28,481

2016 8,217 9,427 3,277 1,057 27,534 3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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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論 – 各行各業均有參與 各展所長 

Å倡議初期，涉一帶一路業務的上市公司以能源企業為主，佔整體貿易金額逾半 
Å隨著倡議推進，基建類公司一帶一路業務金額急速上升 
Å非傳統一帶一路行業（如消費、資訊技術及醫藥衛生類）上市公司的帶路業務比例均有

逐漸上升趨勢 

工業 

30% 

公用事業 

1% 

主要消費 

5% 

可選消費 

14% 

資訊技術 

16% 
電信業務 

3% 

醫藥衛生 

7% 

金融地產 

5% 

能源 

2% 
原材料 

17% 

2016年涉一帶一路業務上市公司之行業分布 
(以公司數目計算)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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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产 

工业 

能源 

於一帶一路國家進行銷售業務上市公司之行業分布 
(以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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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論 - 國企先行 民辦跟隨  

Å國有企業總金額均佔六成以上 (除金融業務)  
Å非國有企業呈上升趨勢，調查年度內新簽工程合同金及新增投資金額均有顯著的增幅 
Å現時上市公司於帶路金融業務主要來自境外商業銀行 
Å資料顯示中國金融機構正積極搶佔其業務份額，調查年度之融資貸款金額佔整體比例由

2%急升至25% 

68% 60% 58% 

90% 83% 85% 91% 95% 
84% 83% 

74% 

46% 

2% 
16% 

25% 
10%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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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采购 工程订单 投资 融资/ 贷款 保险承保 

国有 

非国有 

境外 

銷售 採購 工程訂單 投資 融資/ 貸款 保險承保 

涉一帶一路業務上市公司之公司屬性 

國有 
 
非國有 
 
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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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交易服務一帶一路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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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一帶一路指數 –  
首支以實際參與度選股的一帶一路跨境指數 

V 指數編制方法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指數成份股更具代表性 聯繫五通發展概念 

V 每年透過股東交易所收集數據，採用上市公司實際一帶一路
業務數據選股 

上市公司 
帶路數據選股 

V 有別於市場中的同類指數選股要求，確保全部受惠行業均有
機會加入指數 

不設行業限制 

V 跨境投資更全面捕捉一帶一路機遇 
V 確保一定流動性，境內外投資者均能直接交易或開發產品 

跨境互聯互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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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互通合資格股票名單，剔除成份股基本要求 

中華一帶一路指數編制方案 

剔除每股盈利（EPS）小於零公司 

1% 1% 1% 1% 1% 1% 

銷售 採購 工程
合同 

投資 貸款
融資 

保險
承保 

納入每項指標
最高1% 

香港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成份股 

1. 其餘公司將分別於6
大指標中，將相應的
業務金額轉化T分布
的累積概率計算 

2. 每隻股票最高的T分
布值為其一帶一路參
與度 

3. 選取最高一帶一路參
與度股票到總數100
支 

529公司 

508公司 

460公司 209公司 59公司 133公司 16公司 6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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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一帶一路指數顯著優於同類指數 

指數表現 
回報 年化回報 年化波動率 夏普比率 

一年相關性 
年初至今 一年 二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二年 

中華一帶一路指數 -5.1% 1.1% 9.8% 15.0% 14.5% 0.07  0.68  1 

同類指數一 -8.3% -12.2% 0.9% 15.9% 16.6% -0.77  0.06  0.9000  

同類指數二 -8.6% -14.5% -0.4% 14.9% 16.3% -0.97  -0.02  0.8390  

同類指數三 -7.3% -12.9% -3.6% 19.1% 18.3% -0.67  -0.20  0.8783  

回報資料截至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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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股行業分布  公司數目 權重 

能源 5 5.22% 

工業 35 33.89% 

交通運輸 7 6.70% 

商業服務與用品 6 5.87% 

建築與工程 12 11.06% 

電氣設備 4 4.24% 

機械製造 5 5.04% 

其他資本品 1 0.98% 

原材料 18 19.09% 

主要消費 3 2.91% 

可選消費 18 17.92% 

電信業務 1 0.81% 

金融地產 11 11.11% 

資訊技術 7 7.19% 

醫藥衛生 1 0.90% 

公用事業 1 0.96% 

交易所 股票數目 權重 

香港交易所 23 22.75% 

上交所 38 36.77% 

深交所 39 40.47% 

總市值* 股票數目 權重 

大於600億 38 38.88% 

100億 - 600億 54 54.02% 

50億 - 100億 7 6.33% 

小於50億 1 0.77% 

成份股主要為大中型公司，國企佔逾半 

相關指標 股票數目 權重 

銷售 70 70.31% 

採購 11 10.73% 

工程訂單 3 2.81% 

投資 11 11.05% 

融資 4 4.11% 

承保 1 0.98% 

公司屬性 股票數目 權重 

國企 53 52.61% 

非國企 36 37.02% 

境外 11 10.37% 

*兩地上市公司，市值合併計算 

成份股資料截至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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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成份股覆蓋行業廣泛 

行業 股票代碼 公司名稱 公司屬性 相關指標 

金融地產 

1398.HK 工商銀行 國企 融資/貸款 
0939.HK 建設銀行 國企 投資 
0005.HK 滙豐控股 境外 融資/貸款 
1299.HK 友邦保險 境外 保險承保 

能源 
0857.HK 中國石油股份 國企 採購 

600028.SH 中國石化 國企 採購 

工業 

601668.SH 中國建築 國企 工程合同 
601800.SH 中國交建 國企 工程合同 
601766.SH 中國中車 國企 銷售 
0267.HK 中信股份 國企 銷售 

可選消費 
000333.SZ 美的集團 非國企 銷售 
000651.SZ 格力電器 國企 銷售 

原材料 
600019.SH 寶鋼股份 國企 銷售 
600585.SH 海螺水泥 國企 銷售 

資訊技術 
0981.HK 中芯國際 國企 採購 
0522.HK ASM PACIFIC 境外 銷售 

主要消費 0142.HK 第一太平 境外 銷售 
電信業務 600522.SH 中天科技 非國企 銷售 
醫藥衛生 600420.SH 現代製藥 國企 銷售 
公用事業 0002.HK 中電控股 境外 採購 

(成份股資料截至2018年2月28日) 

均為知名企業，海外/ 一帶一路相關業務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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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一帶一路指數編制具體方案 
詳情 

樣本空間 滬深港互聯互通合資格股票名單 
（剔除滬深A股市場中的ST及*ST股票） 

成份股選樣 盈利甄選：剔除審核年度中每股盈利（EPS）小於零的公司。 
參與度甄選： 
1. 每家公司將根據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項參與度指標 -  銷售、採購、新增工程合同、新增投資、

融資/ 貸款、保險承保的業務金額進行排名 
2. 每項指標排名前1％的公司將立即成為指數成份股*，而其餘公司將分別於6項指標中，將相應

的業務金額轉化成一個分數，該分數為每項指標的t分佈累積分佈函數（CDF）的累積概率 
3. 未進入指數的公司將以其6項指標中最高的分數進行排名。排名最前的公司將成為指數成份股，

最終得出100只成份股 
*若所選公司為兩地同時上市AH公司，選擇近一年日均成交額較高的股票作為成份股 

成份股數目 100 

權重計算方式 等權重 

定期審核 每年一次 

定期調配 半年一次 

計算貨幣 人民幣 

基值 2,000 

基日 2015年6月30日 

指數發布 每日一次，於收市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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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此處所載的資訊(下稱「信息」)僅供參考。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下稱
「中華交易服務」)竭力確保資訊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但對其準確性、完整性、
可靠性或對任何特定用途的適用性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對於任何因資訊不準確
或遺漏及/ 或因根據資訊所作的決定、行動或不採取行動所引致的損失或損害，
中華交易服務概不負責(不論是民事侵權行為責任或合約責任或其他)。資訊並不
意圖構成投資意見及/ 或建議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任何人士有意使用資
訊或其任何部份應尋求獨立專業見。在未經中華交易服務事先書面許可，嚴禁以
任何形式或任何方法分發、再分發、複製、修改、傳播、使用、再使用及/ 或存
儲資訊的全部或部分。 
  
©  2018年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版權所有。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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