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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財經台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合辦「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年度論壇」

籲港抓緊大灣區契機 力拓跨境人民幣業務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方案即將公佈，大灣區的發展受到
各界的高度關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珠三角的

要塞，正好扮演「中國曼哈頓」的角色，從而帶動整個大灣
區的發展。是次大會在表彰本港金融業內發展人民幣業務表現
卓越者的同時，也希望藉此難得機會共同探討大灣區為香港帶
來的機遇和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多名財經
界重量級人士均在會上指出，大灣區的規劃將更有利鞏固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及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是香港「再次騰
飛」的一個重要機會，呼籲本港要好好把握機遇。

續推人民幣跨境流動
唐英年在論壇致辭時表示，隨着今年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
鐵即將開通運行，粵港澳三地聯繫將會更加密切。香港可以利
用粵港澳大灣區的契機，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例如以
先行先試的原則，擴大粵港兩地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與聯通，
促進離岸、在岸人民幣資金互通，推進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
例如推動跨境人民幣雙向融資及跨境人民幣結算等。
唐英年表示，自2003年開展人民幣業務以後，隨着自由行

的推出，香港零售層面使用人民幣已經十分成熟，現時不少商
店都樂意收取人民幣作交易貨幣，甚或接受內地的電子支付方
式。然而，在資本市場方面，則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而為
進一步推動香港的資本市場使用人民幣，他認為香港股票市場
可以更好地引進及鼓勵使用人民幣計價、交易及結算，此舉亦
有助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跟內地政策目標一致，及令香港銀
行能更有效率地配對他們的人民幣資產和負債。

研究更多人民幣產品
同場的陳浩濂表示，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
池，截至四月底本港人民幣存款連存款證達6,485億元人民
幣，香港亦處理全球76%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額。他認為，
香港可捕捉「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兩大發展機遇，透過其離
岸人民幣平台提供融資、證券買賣及財富管理等服務。
陳浩濂又指出，未來香港會積極推動綠色債券及人民幣投

資業務，並繼續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繼續完善互聯互通機
制，並與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將不同產品納入互聯互通內，包
括ETF通及南向債券通等。

大灣區開放料超預期
另一論壇主講嘉賓劉炳章預料，即將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方案，自由度及國際化程度將會「大到我們不相
信」。他指，大灣區在國家改革開放及國際化起到一個很重

要的催化作用，粵港合作始自上世紀80年代的「前店後
廠」，2003年沙士後開放CEPA，2005年自貿區，直至改革
開放40周年將出台的大灣區規劃將會是「粵港合作4.0」，
期待香港的專業服務與內地的合作能進一步暢通，同時亦協
助內地的工商界輻射至大灣區以外的內地市場及「一帶一
路」的市場。
此外，去年落馬洲提供1平方公里、深圳亦有3公里予香港

發展創科，相信「1加3必定不止等於4」，因香港的科研能
力，配合上內地的轉化能力及龐大市場，潛力非常龐大。劉
炳章續稱，由於國際人民幣結算仍佔很少比例，香港應推出
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如保險、大宗商品期貨合約
等，對提升離岸人民幣總量很有幫助。

港「再次騰飛」重要機會
張玥亦指出，大灣區的發展是香港「再次騰飛」的一個重

要機會，應該把握好機遇。香港作為大灣區內最重要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不只不會動搖，甚至會更穩固。大灣區的9個城
市又同時成為港澳實體經濟的重心，科技發展動力的中心。
以後的粵港合作將會更緊密，香港亦成為灣區的一部分。粵
港澳3區的貨幣亦會更自由地流通，惟同時可能要面對很多法
律的障礙，屆時需要應用很多金融科技，對諸如資金來往等
作出監測。
張玥認為，香港的法律制度和金融監管都領先內地，而大

灣區則有很大的人口基礎及技術創新基礎，這兩者結合將會
為雙方帶來很大利益。目前大灣區的人均生產總值僅2萬美
元，舊金山灣區較其高出5倍，故目前整個大灣區都積極地打
造高端的產業鏈，對香港的投資及科學創新來說，也是個很
大的機遇。

大灣區外貿額佔內地一半
可以預見，大灣區將會是中國外貿在未來十幾年的一個很

重要動力所在。王春新指出，大灣區於2025年將有望超越東
京灣區成為最大的灣區，20年後大灣區經濟總量更有望超過
東盟四國。他預計，至2030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的貿易
量可達3萬億美元以上，並將佔去年外貿比重的27%提升至
40%以上。
王春新續指，推進人民幣在服務實體經濟的基礎下將會更

扎實，大灣區去年外貿總額達2萬億美元，佔內地整體貿易比
例一半，在推動人民幣作為結算融資上起到補助作用。2015
年大灣區對外投資額達2,000億美元，比長三角多兩倍，故可
作為人民幣走出去的平台。他相信，大灣區亦可成為「一帶

一路」的金融中心。

人民幣應加大金融領域參與度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戴道華認為，人民幣應加大在

金融領域的參與度，現時在國外市場的參與程度只有近2%，
上升空間非常大。中央提出金融改革，在未來三至五年對國
外投資者開放金融市場，減少對市場的限制，他相信這一措
施對人民幣國際化是「水漲船高」。
戴道華還透露，在人民幣使用方面，經常賬的使用比例低

於資本賬。在商品貿易中，以人民幣支付的經常賬約有兩
成，而資本賬中比例佔據一半。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
可以發揮優勢，提升以人民幣支付商品貿易的基數。

必須完善金融市場結構
GFI（HK）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陸景生也很認同，依靠提升

人民幣在貿易及投資活動之中的佔比，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他直指，要成為國際化貨幣需有三種功用，包括交易、
投資以及儲備。目前，人民幣在國際間作為儲備用途比例仍
低，他指要發展成國際貨幣需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結構，包
括提供衍生產品。
他打了個比方，若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債券在別的國家搶
手，說明人民幣值得儲蓄。而在打開市場令投資者自由進出
的同時，市場應具備相對穩定的投資環境，且與國際市場維
持相若的標準，方便國際投資者了解市場的真實情況。

市場對人民幣需求增加
雖然多國出手嚴控首次代幣發行（ICO），但龐寶林認
為，現時確有部分ICO項目有欺詐成分，但ICO背後的區塊
鏈技術發展成熟，值得深入探討如何應用該技術推動人民幣
國際化。
龐寶林又指出，隨着A股今月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

數，亦會令人民幣需求增加。若中國日後開放其債券市場，
更有利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論壇結束後，大會隨即為過去一年中對本港人民幣業務發

展作出傑出貢獻的金融機機頒發17個「人民幣業務傑出大
獎」獎項，以嘉許他們所取得的成績。
當日出席論壇的重要嘉賓還包括：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

貿易處負責人劉亞軍，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綜合組處長杜子
君，香港城市大學MBA課程協理主任陳鳳翔，前海國際聯絡
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麗芳，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
經理江正銀，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等。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左）致送感謝
狀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

日前，由新城財經台及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合辦的「香港離岸人
民幣中心年度論壇暨人民幣業務傑
出大獎2018」在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圓滿舉行。是次論壇主講嘉賓陣
容強大，邀得港區全國政協常委唐
英年致開幕辭，其他講者還包括：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
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江蘇政協委
員張玥、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
員王春新、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
究員戴道華、GFI（HK）Brokers
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陸景生及東驥基
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共同探
討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所扮演的
角色。

■唐英年致開幕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擔
任午餐會演講嘉賓

■香港城市大學MBA課程協理主任
陳鳳翔為活動致辭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
禧致歡迎辭

■左起：香港城市大學MBA課程協理主任陳鳳翔、GFI（HK）Brokers北亞地區行政總裁陸景
生、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員戴道華、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及新城財經台執行總監
朱子昭。

■左起：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江蘇政協委員張玥、中銀（香港）資深經濟研究
員王春新及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麗芳分別在論壇發言。

■主辦單位代表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文禧及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江正銀與致開幕辭嘉賓港區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