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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市场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发行量大幅反弹，未来大有所期

摘要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1在中国债市双向开放持续推进及国际金融合作不

断加深的背景下发展迅速，“一带一路”债券的推出也为熊猫债券市场发展提供

了契机，但融资成本保持高位及违约事件多发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熊猫

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2018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 31期2熊猫债券，发行规模共计 514.90
亿元，同比和环比均取得大幅增长；熊猫债券发行主体类型保持多样，但仍集

中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熊猫债券发行主体仍以中资背景企业为主，但外国发

行人持续增多，且主要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熊猫平均发行规模有所

下降，发行期限以 3年期为主，短期债券发行量大幅萎缩；熊猫债券信用等级

进一步向 AAA级集中，但发行利率持续上升。

展望下半年，融资成本维持高位、投资人风险偏好下降及房地产调控政策

进一步收紧或将持续影响熊猫债券发行量，但熊猫债券发行新规有望出台，相

关配套措施也将进一步完善，熊猫债券市场将伴随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

获得持续发展。此外，“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将为熊猫债券市场引入更

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行人，从而进一步优化发行人结构。预计 2018年全

年熊猫债券市场有望在上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反弹，未来熊猫债券市场

发展仍大有所期。

一、熊猫债券发行市场环境

（一）中国债市双向开放的持续推进及国际金融合作的不断加深

为熊猫债券市场发展提供助力

2018年以来，境外发行人与投资人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热情持续高涨，中

国债市双向开放程度逐步加深。“债券通”开通一年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

1 熊猫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2 熊猫债券的统计以发行日为准，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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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吸引了更多境外资金流入，有力推动了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截至

2018年 6月底，共有 356个境外主体通过“债券通”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债券通”也有效地扩大了熊猫债券的投资群体，提高了熊猫债券市场的活跃

程度。2018年 3月，菲律宾政府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人民币债券，

获得了境内外投资者的踊跃认购，其中境外投资人通过“债券通”认购占比达

到 88%，而在去年“债券通”开通之初匈牙利政府发行的熊猫债券境外认购占

比仅为 55%左右。“债券通”在经历了一年的发展后极大地提高了境外投资人对

于熊猫债券的热情，从而吸引境外更多的优质发行人来到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熊

猫债券。

另一方面，外资机构参与熊猫债券市场的大门也进一步打开。2018年 2月，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渣打银行获得“境外非金融企业熊猫债券”

主承销资格，成为继汇丰银行之后第二家获得此项资质的外资银行。外资银行

参与熊猫债券市场可以充分利用其全球网络，把更多高质量的境外发行人及国

际通行的承销和定价惯例引入国内债券市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熊猫债券发行

人和投资者的多元化，促进熊猫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熊猫债券的

发行扫除了障碍。2017年底，中国财政部与日本金融厅就中日两国审计监管合

作事宜进行换函。通过此次换函，中国财政部与日本金融厅、日本注册会计师

审计监管委员会将在各自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互惠等原则开展审计

监管领域的信息交换。在此项措施的推动下，瑞穗银行和三菱东京 UFJ银行相

继于 2018年初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熊猫债券，这也是日本发行人首次

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二）“一带一路”债券的推出为熊猫债券市场发展带来契机

2018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持续加深，为熊猫债券市场引

入了更多潜在发行人。2018年上半年，沙迦酋长国政府、菲律宾政府、新加坡

托克集团等均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熊猫债，这些发行人均来自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8年 3月，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了《开展“一带一路”债券试点的

通知》，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府类机构、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发

行“一带一路”债券，安排专人负责“一带一路”债券的申报受理及审核，并

鼓励国内外机构投资“一带一路”债券。2018年上半年，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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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地为香港）相继发行了多期“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其最近收购的欧洲“一带一路”沿线物流基础设施资产。由于大部分“一

带一路”债券同时具备熊猫债券属性，因此“一带一路”债券的推出也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熊猫债券市场的发展。

（三）融资成本保持高位及违约事件多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熊

猫债券发行量的进一步增长

2018年上半年，央行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债券市场流动

性的合理水平。2018年 4月，央行降低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

这也是 2015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首次下调。尽管如此，在经济去杠杆、金融强

监管以及美元加息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市场资金面整体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在

此背景下，企业融资渠道持续收紧，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增大，中国债券市场违

约事件多发，这也推动了投资人风险偏好的下降。

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使得很多潜在的熊猫债券发行人推迟或放弃了发行计划，

很多此前发行过熊猫债券的境外中资企业也转向了美元债市场。投资人风险偏

好的下降则使得熊猫债券的信用等级进一步向 AAA级集中，很多潜在的 AA+
级或 AA级发行人不得不放弃发行计划。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熊猫债

券发行量的进一步增长。

二、熊猫债券发行市场分析

（一） 2018 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量明显回升，银行间债券市

场仍为主要发行场所

在经历了 2017年的颓势之后，熊猫债券发行量在 2018年上半年出现了大幅

反弹。2018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共有 19家主体累计发行熊猫债券 31期，

发行总额共计 514.90 亿元，已超过 2017 年全年发行总额的 70%，同比增幅达

到 86.56%，呈现明显回升的态势。

从熊猫债券发行市场来看，由于房地产企业融资受限，作为过去几年熊猫

债券主要发行人的中资房地产企业在交易所市场发债大幅减少，银行间债券市

场仍是熊猫债券的主要发行场所。2018年上半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共发行熊猫债

券 23期，发行总额为 412.60亿元，占发行总规模的 80.13%；交易所债券市场

共发行熊猫债券 8期，发行总额为 102.30亿元，仅占发行总规模的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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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年~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 系统

（二）熊猫债券发行主体类型保持多样，但仍主要集中在房地产

及金融行业

从熊猫债券发行主体类型来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的发行主体类型包

括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其中非金融企业的发行规模占比仍然最

高（70.75%），较 2017年下半年（65.01%）明显提升，但较 2017年同期（72.83%）

略有下降；政府机构发行规模占比仅为 6.72%，但同比和环比均有所上升。

图 2 2017年~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主体类型及行业分布（按规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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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熊猫债券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来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人进一步

集中至房地产行业，其发行规模占总发行规模的 36.90%，同比和环比分别上升

了 13.55个和 6.43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发行规模占比为 28.74%，占比总体保持

稳定；可选消费行业发行规模占比（15.54%）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比

和环比降幅均超过 9个百分点。

（三）熊猫债券发行主体仍以中资背景企业为主，但外国发行人

数量进一步增加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主体仍然以中资背景企业为主（注册地多集

中于香港、开曼群岛以及百慕大地区），其所发行的熊猫债券规模约占总发行规

模的 66.67%，较 2017年同期（60.14%）升高了逾 6个百分点，较 2017年下半

年（71.78%）下降了逾 5个百分点。虽然外国发行人占发行主体总数比重仍较

小，但 2018年上半年的外国发行人数量明显增加，新增了来自日本、新加坡、

菲律宾和阿联酋等国的发行人，且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债务以及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支持发行人中国境内业务、发展境外业务等公司运营需求；以及满

足人民币融资需求，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等。其中募集资金用于“一带

一路”项目建设的熊猫债券明显增多，例如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发行的“18泰富

01”所筹集的资金便拟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业务，包括电力业

务、煤炭开采业务以及电力租赁相关业务等；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发行的

“18招商 R1”所募集的资金拟用于支付收购“一带一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的收购款；菲律宾共和国发行的“18 菲律宾人民币债 01BC”所募集的资金将

来也拟用于支持“一带一路”有关倡议。可以看出，熊猫债券已经成为支持“一

带一路”项目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图 3 2017年上半年和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主体地区分布（按规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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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熊猫债券发行规模多分布在 30 亿元及其以下水平，且平

均发行规模有所下降

从已发行熊猫债券的债券类型看，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熊猫债券覆盖了中

期票据、金融债、国际机构债、定向工具和公司债，其中定向工具的发行量同

比和环比均明显提升，但自 2017年以来仍未有短期融资券发行。

从熊猫债券发行规模来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的发行规模多分布在

30亿元及其以下水平，占到总发行规模的 70%以上。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的

平均发行规模为 16.61亿元，较 2017年同期（19.71亿元）和 2017年下半年（21.10
亿元）均有所下降，主要是在融资成本上行的背景下很多熊猫债券发行人都对

计划发行规模进行了削减。

表 1 2017年~2018年上半年不同债券类型熊猫债券发行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 系统

（五）熊猫债券发行期限仍以中短期为主，但短期债券发行量大

幅萎缩

从熊猫债券的发行期限来看，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熊猫债券仍以中短期为

主，其中 3年期债券发行规模占比最高，占发行总规模的 64.01%，同比和环比

分别上升了 17.64个和 13.22个百分点；1年期债券发行规模占比为 4.86%，同

比和环比均出现大幅下降，而 2年期债券则没有发行。

表 2 2017年~2018年上半年不同债券期限熊猫债券发行情况（按规模）

债券类型
2017年上半年 2017年下半年 2018年上半年

发行期数

（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平均发行规

模（亿元）

发行期数

（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平均发行规

模（亿元）

发行期数

（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平均发行规

模（亿元）

中期票据 7 133.00 19.00 8 130.00 16.25 10 244.00 24.40

金融债 - - - 1 90.00 90.00 2 15.00 7.50

国际机构债 1 30.00 30.00 3 30.00 10.00 2 34.60 17.30

定向工具 4 100.00 25.00 2 90.00 45.00 9 119.00 13.22

公司债 2 13.00 6.50 7 103.00 14.71 8 102.30 12.79

总计 14 276.00 19.71 21 443.00 21.10 31 514.90 16.61

2017年上半年 2017年下半年 2018年上半年

发行规模（亿元）
发行规模占比

（%）
发行规模（亿元）发行规模占比（%）发行规模（亿元）发行规模占比（%）

1年期 60.00 21.74 90.00 20.32 25.00 4.86

2年期 30.00 10.87 - - - -

3年期 128.00 46.38 225.00 50.79 329.60 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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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特殊期限主要为含选择回售权的债券。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 系统

（六）受国内信用风险偏好下降影响，熊猫债券信用等级进一步

向 AAA 级集中

从熊猫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分布情况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信用等级

主要分布在 AAA级~AA+级。其中，AAA级熊猫债券（21期）共计发行 395.60
亿元，发行规模占发行总额的 76.83%，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熊猫债券信

用等级进一步向 AAA级集中，主要受国内债券违约事件多发、投资者信用风险

偏好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此外，AA+级熊猫债券发行 1期，发行规模占比（1.42%）

较小；未予评级的熊猫债券共计发行 9期，主要为私募公司债和定向工具。

图 4 2017年~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债项信用等级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 系统

（七）熊猫债券发行利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熊猫债券主要采用固定利率和累进利率方式，其中有

23期采用固定利率，占熊猫债券发行总规模的 78.19%，而采用累进利率方式发

行的熊猫债券占比较 2017年同期上升了 17.10个百分点，较 2017年下半年则小

幅下降了 1.44个百分点。

我们选取 2017年~2018年上半年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样本数量较多的 3年
期 AAA级共计 22期熊猫债券样本进行比较，发现 2018年上半年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的熊猫债券发行成本明显上升。2018年上半年，3年期 AAA级熊猫债

券的平均发行利率为 5.44%，比 2017年同期（4.64%）和 2017年下半年（4.75%）

5年期 45.00 16.30 25.00 5.64 43.00 8.35

特殊期限 13.00 4.71 103.00 23.25 117.30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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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上升了 80和 69个 BP，熊猫债券融资成本持续上升。

表 3 2017年~2018年上半年银行间市场 3年期 AAA级熊猫债券发行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系统

三、2018年熊猫债券市场展望

（一）融资成本维持高位、投资人风险偏好下降及房地产调控政

策进一步收紧或将持续影响熊猫债券发行量

2018年 6月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

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

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7月 5日，央行再次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

金率 0.5个百分点，主要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在

此背景下，预计 2018年下半年基准利率仍将维持不变，但再次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的可能性仍存，市场资金面紧张的状况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市场利率

中枢小幅下移的可能性较大，熊猫债券融资成本也有望小幅下降，但和 2016年
的低位相比仍然偏高，将对熊猫债券发行量产生持续影响。

另一方面，在监管加强风险管控的背景下，金融去杠杆、融资渠道收缩会

对企业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加上公司债到期量有所增加，2018年下半年违约

风险会继续暴露，投资人风险偏好也将持续下降，这也会对信用等级较低的熊

猫债券发行人产生影响。

此外，2018 年以来，监管层持续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限制。5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

方债务风险的通知》，进一步限制限制外债资金投资房地产项目。此后，监管层

开始限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房地产企业在境内发行熊猫债券，房地产企业申请

发熊猫债均未获批，部分已经放弃在境内发行熊猫债券。作为近年来熊猫债券

市场的主要发行人，中资房地产企业发行熊猫债券受限将会对熊猫债券的整体

发行量产生较大影响，促使潜在的熊猫债券发行人进一步转向美元债市场，另

一方面也会推动熊猫债券发行人结构的改变。

（二）熊猫债券发行新规有望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将进一步完善

2017年上半年 2017年下半年 2018年上半年

利率区间

（%）
发行期数

平均利率

（%）

利率区间

（%）
发行期数

平均利率

（%）

利率区间

（%）
发行期数

平均利率

（%）

4.40~4.98 5 4.64 4.55~4.95 7 4.75 4.98~5.95 10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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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熊猫债券的发行制度有望进一步完善。7 月初，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债券通周年论坛上表示，有关境外机构发行境内债券的专

门规则即将发布，使得境外发行人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发行指引。具体而言，这

项制度安排将简化境外机构在中国大陆发行债券的发行管理，如金融机构来发

行熊猫债券由央行核准发行，非金融机构、境外的主权机构发行熊猫债券由交

易商协会进行注册发行，而且在发行的安排上可以一次注册、分次发行。同时，

强化发行主体的信息披露，强调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和及时，同时完善投资

者保护机制，以及完善熊猫债券发行的配套制度等。潘功胜表示，将充分考虑

国际情况，确定适当的会计准则要求，扩大认可的审计机构的范畴，支持国际

评级机构参与评级。通过熊猫债发行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发行者可以自主决定

是用在中国境内或者是调到境外使用。

熊猫债券发行新规的出台将进一步降低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的障碍，增

强对境外潜在发行人的吸引力，并推动熊猫债券发行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

于熊猫债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熊猫债券将伴随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获得持续发展

2018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将“扩大债券市场双向开放”作为

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3月 27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债券市

场信用评级机构注册评价规则》，境内外评级机构可以依据规定向协会就拟开展

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申请注册，按照接受注册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开展信用评

级活动。在此背景下，预计 2018年下半年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评级业务的步伐将明显加快，而熊猫债券则有望成为外资评级机构的一个重

要切入点。外资评级机构的参与将助推中国评级行业及债券市场与国际进一步

接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熊猫债券评级进一步趋于规范，从而吸引更多优质的

境外发行人。

此外，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有望持续推进。以“债券通”

为例，2018年下半年有望推出更多改进措施，包括：推出交易分仓，全面实行

实时货银对付（DVP）交收方法，明确境外投资者相关税收安排，允许债券通

投资者开展回购及衍生品交易，增加 10家报价商至 34家，下调交易平台费用，

推进与其他国际主流电子平台的合作等。这些措施将为境外投资人提供更多的

便利，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境外投资人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并从需求端推动中国

债券市场及熊猫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



第 10 页

（四）“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将为熊猫债券市场引入更

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行人，从而进一步优化发行人结构

2018年以来，中国相继与奥地利、玻利维亚、突尼斯、塞内加尔等 9个国

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大，目前已覆盖全

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监管层大力推广“一带一路”债券的背景下，2018
年下半年，来自全球更多地区和国家的发行人有望来到中国债券市场发行“一

带一路”债券，从而推动熊猫债券发行量的增长。这些潜在发行人的引入也有

助于进一步优化熊猫债券的发行人结构，提高中资企业以外的发行人占比，同

时使熊猫债券募集资金能够真正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五）熊猫债券信用等级趋于集中、债券期限与资金用途不匹配

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2018年下半年，在投资人风险偏好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熊猫债券信用等级

将持续向 AAA级集中。我们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拓宽熊猫债券发行主体准入资格，

引入更多不同信用水平的发行人，并在债券的发行过程中引入不同类型的增信

措施来提高熊猫债券的信用等级，如俄铝在 2017年发行熊猫债券时就通过担保

公司提供担保获得了增信。

此外，对于募集资金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熊猫债券，还要关注债

券期限与项目期限错配的问题。考虑到汇兑风险等因素，目前熊猫债券的发行

期限仍以中短期为主，而“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因此熊

猫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投入到“一带一路”项目后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收益及现金

流，熊猫债券发行人会面临较大的短期偿付风险及再融资风险。我们建议监管

层能推出更多有助于降低熊猫债券汇兑风险的措施，如推出更多种类的人民币

外汇掉期工具，以此来增强对熊猫债券潜在发行人的吸引力，同时也有助于增

加发行更长期限的熊猫债券来匹配项目建设融资需求。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 2017年的大幅衰退之后，预计 2018年全年熊猫债券

市场有望在上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反弹，未来熊猫债券市场发展仍大有

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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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gos系统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人 发行日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债券期限

（年）

票面利率

（%）
债项级别 主体级别

1 18中国水务 PPN001 中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8/6/28 2 3 7 - -

2 18旺旺 PPN001 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2018/6/25 5 1 5.4 - -

3 18中银投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018/6/14 10 3 4.9 AAA AAA

4 18泰富 01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2018/5/29 10 3 4.9 AAA AAA

5 18北控水务MTN001A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8/5/23 20 3+2 4.92 AAA AAA

6 18北控水务MTN001B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8/5/23 10 5+2 5.1 AAA AAA

7 18托克集团 PPN002 托克集团有限公司 2018/5/22 5 3 6.5 - -

8 18戴姆勒 PPN002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2018/5/9 30 3 5.18 - -

9 18戴姆勒 PPN003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2018/5/9 20 1 4.8 - -

10 18托克集团 PPN001 托克集团有限公司 2018/4/26 5 1+1+1 6.5 - -

11 18GLPR3 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2018/4/26 15 3+3+3 5.09 AAA AAA

12 18神州 01 神州租车有限公司 2018/4/23 7.3 2+1 6.3 AA+ AA+

13 18普洛斯洛华MTN002 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2018/4/11 12 3 5.15 AAA AAA

14 18金茂控股MTN001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4/10 30 3 4.99 AAA AAA

15 18GLPR2 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2018/4/3 40 3+3+3 5.45 AAA AAA

16 18华润置地MTN002A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2018/4/2 5 3 4.98 AAA AAA

17 18华润置地MTN002B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2018/4/2 35 5 5.23 AAA AAA

18 18普洛斯洛华MTN001 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2018/3/26 12 3 5.29 AAA AAA

19 18菲律宾人民币债 01BC 菲律宾共和国 2018/3/20 14.6 3 5 AAA AAA

20 18华润置地MTN001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2018/3/7 60 3 5.38 AAA AAA

21 18法国液化 PPN001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财务公司 2018/3/5 14 3 5.95 AAA AAA

22 18法国液化 PPN002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财务公司 2018/3/5 8 5 6.4 AAA AAA

23 18远洋集团MTN002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18/2/7 30 3 5.95 AAA AAA

24 18GLPR1 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2018/2/5 12 3+3+3 5.65 AAA AAA

25 18招商 R1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2018/2/5 5 1+1+1 5.15 AAA AAA

26 18沙迦人民币债 01 沙迦酋长国政府(由沙迦财政部代表) 2018/2/1 20 3 5.8 AAA AAA

27 18远洋集团MTN001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18/1/23 30 3 5.87 AAA AAA

28 18国际 P1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18/1/18 3 3+2 5.2 AAA AAA

29 18东京日联债 01 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1/12 10 3 5.3 - -

30 18瑞穗银行债 01 瑞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1/12 5 3 5.3 - -

31 18戴姆勒 PPN001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2018/1/10 30 3 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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