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要发挥其自身的金
融优势，强化‘超级联系人’的
作用，助力国家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之际，香港特区
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接
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多年来，背靠祖国的香港
一直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凭
借大量优秀人才、强大的基础
设施、与国际接轨的监管制度、
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开放透明
的国际化市场，香港金融随着
国家的发展不断成长。在最新
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
名中，香港再度位列第三。

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新格局的过程中，香港将继续
扮演好沟通中外的“联系人”角
色，在人民币国际化和绿色金
融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历经风雨波折而仍具“韧性”
香港回归祖国25年以来，香港金融

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折，以及
近年来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但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始终稳固，展现出强
劲的市场“韧性”。

数据证明了香港金融业的蓬勃发
展。25年来香港银行体系资产从8.7万
亿港元增长至27万亿港元；银行存款从
1.6万亿港元，增长至7.5万亿港元，涨超
3.7倍；外汇储备资产从800多亿美元，增
至超过4600亿美元；股票市场总市值从
4.6万亿港元，涨至约38万亿港元……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既受到国
际投资者青睐，也被内地投资者看好。
香港是内地企业首选的国际融资中心，
同时也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风险管理
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截
至2022年5月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规
模达到8504亿元。

香港也是新经济公司的主要融资中
心。这些公司的融资在香港市场新股融
资总额中的占比逐年攀升，从2019年的
49%上升至2020年的64%和2021年的
87%。香港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
二位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2021年共
有34家生物科技及医疗公司在香港上
市，上市宗数全球排名第一，融资总额全
球排名第二。

面对风险，香港金融如何做到“风雨

不动安如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
席邓声兴表示，过去两年，香港股市依然
展现出较强的市场集资能力，也有很多
大型企业陆续在港上市，成交量也不
错。再加上中央推出香港国安法和完善
选举制度等措施，这都有利于稳定金融
市场，恢复投资者信心。

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金融服务界
议员、香港恒丰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华峰则表示，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
善选举制度等措施出台，香港由乱转治，
市民恢复正常生活，金融市场也逐步稳
定。香港的商业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很大
信心。”

加强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2017年，连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

互联互通的债券通正式上线运行，成为
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香港
和内地的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互换
通）正式启动，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
与内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连接，参与
两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一项机制性安
排，有利于满足投资者的利率风险管理
需求。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香港将
进一步扩大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
通，并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
理中心等功能。近年来在国家支持下，
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逐渐
成熟，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了便利。根
据港交所资料，2021年沪港通和深港通
下的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分别为
200.79亿港元和216.3亿港元，成为香

港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撑。
“近年互联互通机制已逐渐成为中

外投资者跨境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
以股票通和债券通为例，目前国际投资
者持有的A股有超过三分之二是通过
股票通投资，买卖内地在岸债券的也有
超过一半通过债券通进行，足见这些安
排在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
文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
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其中提到，“促
进各类要素在大湾区便捷流动和优化配
置”，并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
水平。

“广阔的内地和大湾区是香港金融
发展的无限机遇。”香港大学金融系汤

勇军教授表示，近年来在金融领域，内
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也迅速崛起，
成立大批金融机构，金融从业者专业素
质提升很快。但香港金融市场“国际
化”的优势依然突出，因此如何利用好
内地的庞大市场，成为香港金融再次腾
飞的关键。

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则是香港金
融市场的一项重要使命。对此，余伟文
认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
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最大的
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能为推动人民币
在国际的使用作出更大贡献。香港金
融管理局将着力升级债务工具结算系
统（CMU系统），致力于发展成为亚洲
主要的中央证券托管平台，确保人民币
金融基建具足够的“承载力”支持长远
的离岸市场发展。

绿色金融助力内地
向绿色经济转型

绿色金融是指对环保、节能、清洁能
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
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提供的金融服
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
和”双目标的提出，如何利用金融市场支
持国内绿色经济发展，成为当前香港金
融的重要命题。

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持续推动，
香港绿色债券市场表现亮眼，绿色贷
款市场亦有新的发展。2021年在港安
排及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融资额
再创新高，达570亿美元，按年增加4
倍；当中国际债券总额达313亿美元，
占亚洲市场三分之一，安排发行量位
居首位。

香港特区政府自2019年 5月首次
发行绿色债券后，一直继续定期发行绿
色债券，至今已发行超过90亿美元等
值，涵盖多个币种及年期并以机构投资
者和零售投资者为目标的绿色债券，为
区内的潜在发行人提供重要基准。
2021年5月，香港推出全新的“绿色和可
持续金融资助计划”，资助符合资格的债
券发行人和借款人的发债及外部评审服
务支出。今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发行
了首批绿色零售债券，让市民以投资方
式参与和分享香港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成
果，获市民踊跃支持。

2020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
融联盟挂牌成立，发起者为粤港澳地区
的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内地庞大的绿
色融资需求及互联互通机制将触发香港
的桥梁作用，也为香港发展绿色金融提
供了新机遇。

2021年 10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在
香港发行合共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
政府债券，当中包括39亿元人民币绿色
债券。这是首次有地方人民政府债券在
香港发行，有助鼓励更多内地机构在港
发行各种绿色和可持续产品。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未来，香港可
通过把握全球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机
遇，助力国家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目
标，帮助香港金融业走在国际趋势的前
端，进一步实现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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