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5月 16日 星期一12 港澳台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ced.com.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4∶10 印完时间：5∶20 印刷：

本版编辑 曾诗阳 美 编 高 妍

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人选李

家超在参选政纲中提出从九个方面巩

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业界广泛

关注和支持。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最

亮丽的名片，金融业吸收了 27 万人就

业，占总就业人口的 7%，金融业的表

现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指标。站在

新起点，香港需要以更高站位、更广视

野、更进取的态度谋划金融业发展。

首先要认清时与势。香港成为国

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背靠祖国、联

系世界”的区位优势和“一国两制”的

制 度 安 排 ，在 于“ 超 级 联 系 人 ”的 角

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纪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金融

制裁手段翻新烈度升级，对国际资本

的布局取向产生了革命性冲击。货币

之间的硬脱钩，全球支付系统的剔除，

主权及私人资产的冻结，这些理论上

的极端手段已经在现实中出现。香港

需要树立“底线思维”，既要挖好保持

自身优势的“护城河”，又要建好防范

外来冲击的“防火墙”，确保全球投资

者和财富管理客户的资产安全。

其次要融合内与外。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香港特区的独

特作用不会削弱，只会增强。内地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迈向中高

端，贸易伙伴遍全球，居民收入稳增

长，这就产生了海量的对外投融资需

求、贸易往来需求和财富管理需求。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家推出了

“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

台，为香港发挥高度国际化、专业化优

势提供了用武之地。精准定位自身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坐标，香港才能当

好新时代的“超级联系人”。

再次要把握动与静。香港有一种

叫“八达通”的支付卡，自 1997 年推出，

可以广泛应用于交通、购物、餐饮、游

览等消费场景，成为港人及来港游客

的标配。如今在电子钱包的总额中，“八达通”卡占比已经不足

1%，更多人使用扫码支付手段。“八达通”给人的启示是，在科

技进步的浪潮面前，“传统优势”也可能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

运。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评比中拥有多项优势指标，但必须

清醒地看到，这些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积极拥抱金融科

技来巩固提升。自由、安全、便利

的标准可以静守不变，科技进步

的浪潮、投资需求的趋势不能无

视，主动作为才能保持领先。

回归 25 年来，香港经历了两

次金融危机和两次疫情的冲击，

也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在

中央支持和自身努力下，保持了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定。站在

新起点上，香港必能行稳致远开

新局！

高站位规划香港金融发展
构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新优势

过去 10 多年，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多个方面不断

拓展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功能。

我国 2009 年开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试点，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结

算货币功能。香港在处理全球人民币支付

交易方面保持领先地位，2010 年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总额为 5063.4 亿元，2021 年高

达 7.94 万亿元，是 2010 年的 15.7 倍。2021

年香港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交易额度

高达 3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6%，且连续

5 年正增长。香港要强化跨境贸易结算和

即时支付结算的人民币支付功能。

人民币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定价、投资

以及内外交互的重要市场，而香港是人民

币最大离岸市场。2017 年以来，香港离岸

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增长，银行存款、债券发

行及实时支付等均取得较好进展。香港人

民币存款持续 5 年正增长，2022 年 1 月末人

民币存款余额比 2021 年年底增加 18.2%，为

1.1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2021 年香港离岸

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 35%，为 5506

亿元，远高于香港债券发行额增速。香港

是国际投资者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主要通

道。2021 年沪股通和深股通成交总额为

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港股通成交额为

9.3 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70%。以沪深港

通、债券通为代表的资本项目双向投资日

益强化，人民币资产成为国际投资者重要

投资标的。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可以

有效提升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

香港与内地货币金融合作不断深化，

对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也有所促进。2020

年 11 月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续

签为期 5 年的货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由原

来的 4000 亿元扩大至 5000 亿元。

未来香港可在以下四个方面强化香港

人民币业务国际竞争力。一是立足香港与

内地规模巨大的贸易往来，强化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以及即时人民币支付结算系统

功能，有效促进人民币结算功能。二是强

化与内地合作，着力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金

融产品，扩大离岸国债等利率债发行规模，

着力做大人民币“资产池”，强化股票市场

和债券市场双向链接功能，强化人民币投

融资货币功能。三是充分发挥枢纽作用，

注重推荐介绍内地经济金融发展机遇、重

要金融产品与服务以及重大投资机会，带

动周边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的人民币资

产投资需求，吸引国际资本及其他金融要

素在香港集聚，构建境外投资者“资金池”，

将更多金融资源引入内地市场。四是发挥

香港金融法律制度优势，带动人民币和

内 地 金 融 系 统 更 多 融 入 全 球 化 进 程

中，提升双循环相互促进功能。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研究员）

多 渠 道 助 力 人 民 币 国 际 化多 渠 道 助 力 人 民 币 国 际 化
郑联盛郑联盛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的一系列重大目标，明确了香港的“八大

中心”定位，其中之一便是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

管理中心功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资产管理人、投资者提供优质的金融

服务和交易平台。现阶段，香港已成为亚洲最大

的国际资产管理及私人财富管理中心。站在香港

新篇章与国家新征程的交汇点上，香港的资产管

理及财富管理业务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

香港具有建设国际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中心

的基础优势。作为高度自由的经济体，香港资金

自由流动和港元自由兑换受基本法保障。香港拥

有世界一流的实时大额支付体系、链接内地与海

外的证券结算网络和持续联结国际外汇市场的结

算体系。资金的自由进出与高效结付为资产与财

富管理业务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香港拥有功

能丰富的金融生态系统。全球前 100 大银行中有

70 多家落户香港，全球前 100 大资产管理公司中

超 70 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种类齐全、高度聚集

的金融机构，为香港发展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提

供了丰富的投资主体，而高度发达的会计、审计、

资信评估、投资咨询等第三方中介服务体系则为

建设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撑。

优越的政策条件与灵活的监管制度也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香港资产与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引入

新的基金结构、为在香港运营的私募基金所分发

的附带权益提供税务宽减、设立外地基金迁册来

港的机制等，进一步增强了香港建设国际资产管

理及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条件。

近年来，内地居民财富的规模和增速在全球

名列前茅，居民的财富管理意识日益强烈。香港

证监会统计资料显示，内地已成为香港财富管理

业务最主要的来源地，也是财富管理业务增长速

度最快、最具潜力的市场。受益于内地居民旺盛

的财富管理需求，香港的财富管理规模持续增长，

增速在全球主要财富管理中心中最快。

“跨境理财通”的落地进一步扩大了香港财富

管理市场的客户来源。数据显示，“跨境理财”通

开展半年时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参与“跨境理财

通”个人投资者超过 2.58 万人，购买投资产品市值

余额超 3.56 亿元，其中内地个人投资者持有港澳

投资产品市值余额超 1.44 亿元。随着“跨境理财

通”第二批试点银行的落地和相关细则的进一步

完善，内地市场对香港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推动

作用还将进一步显现。

有别于海外财富管理中心专注服务高净值及

富裕阶层的模式，未来香港的财富管理可更具普

惠色彩。香港的财富管理业务可借助金融科技等

手段，将传统意义上的小众化、高门槛、高成本的

定制金融服务，转变为实现居民资产保值增值、提

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工具，在服务国家重大

决策中为财富管理行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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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

一，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五大

股票市场和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三大债

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人财

富管理中心。目前全球百大银行中超过四

分之三的机构在港运营，海内外规模最大

的 20 家私募基金中有 15 家落户香港。来

自全球的绿色债券投资者和绿色企业、项

目不断向香港汇集，香港绿色金融发展面

临三大机遇。

一是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为

香港提供了彰显优势、集聚要素的全球性

历史机遇。《巴黎协定》的承诺正为越来越

多的国家接受并成为全球性共识。多国政

府相继出台绿色发展的引导性、支持性和

鼓励性政策，全球经济发展加速向绿色低

碳和可持续发展转型。我国是全球首个拥

有较为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很

多地方在实践探索中已经积累了不少有价

值的创新经验和产品模式。可以预见，在

绿色金融关键要素的全球范围流动和集聚

进程中，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先

发优势、专业优势，将赢得这次千载难逢的

历史机遇。

二是中央政府长期稳定的制度化供给

赋能香港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机遇。《全面

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方案》提出，深化粤港澳绿色金融合作，探

索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为内地企业

利用港澳市场进行绿色项目融资提供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建

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人民

银行与香港金管局同属央行与监管机构绿

色金融网络和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成员，

将继续支持香港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

三是鲜明、完备的“绿色”禀赋为香港

培育了打造新高地和激发新引擎的发展机

遇。我国明确制定了绿色金融发展目标，

其中，香港的枢纽和桥梁作用尤显重要。

香港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国际化城

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近

些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多措并举积极支持

绿色金融发展，先后推出“绿色金融认证计

划”“绿色债券资助计划”以及目前全球规

模最大的主权绿债发行计划，提供符合国

际标准的绿色基准和绿色指引等。目前绿

色金融还没有统一的全球标准，欧洲发达

经济体与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存在

比较明显的差异。香港具可担当中介枢纽

角 色 ，为 各 类 投 资 者 提 供 顾 问 和 专 业 服

务。香港不仅可为内地绿色项目提供离岸

发债平台，还可为国际投资者进入内地绿

色债券市场提供便利，成为全球绿色债券

的募集、交易和认证中心，成为大湾区和

“一带一路”绿色项目服务中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
究员）

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三场选举成功举行，香港迈向良政善治新阶段。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

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

站在新起点上，应从哪些方面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怎么说。

香港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进取的态度谋划金融业发展。

图为香港景色。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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