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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配合國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2011年8月

中央宣布推出一
系列人民幣措施
，包括將跨境貿
易人民幣結算試
點範圍擴大至全
國、人民幣境外
合格機構投資者
（RQFII）及人
民幣外商直接投
資（FDI）

2004年2月

展開個人人民幣
業務

2007年6月

香港的人民幣交
收系統提升為人
民幣即時支付結
算系統

2009年7月

人民幣貿易結算
試點開始運作

2011年1月

人行公布境外直
接投資人民幣結
算試點

2012年6月

中央再宣布一系
列支持香港人民
幣業務措施，包
括進一步提高人
民幣合格境外機
構 投 資 者 （
RQFII）的額度
，擴大試點機構
範圍，豐富投資
產品品種，放寬
投資比例限制等
多個方面

2012年8月

香港銀行為非香
港居民提供人民
幣服務

2012年10月

首隻雙幣單股嘉
實MSCI 中國A
股指數上市，首
隻雙幣雙股合和
公路基建掛牌、
華夏恒生ETF、
易方達H股ETF
分別在深圳、上
海上市

2013年1月

深圳前海跨境人
民幣貸款項目在
深圳簽約

2013年6月

推出人民幣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定
價

2014年11月

滬港通正式開通
，香港居民每日
兩萬元人民幣兌
換上限也同步取
消

2015年5月

推出內地及香港
基金互認安排

2016年11月

深港通開通

2017年7月

債券通開通

2017年12月

國家開發銀行於
香港首次發行 「
一帶一路債券」

2018年9月

人民銀行在香港
發行票據

2019年9月

外管局今次取消
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QFII）及
人民幣合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
RQFII）投資額
度限制

2019年2月

《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
出台

2019年3月

香港銀行推出試
點在港見證開立
內地銀行帳戶

【大公報訊】近日香港暴力衝突不斷

，直接影響本港零售及飲食業。陳柏楠表

示，若情況持續下去，飲食及零售業將出

現倒閉潮，整個社會氣氛將更為負面，金

融服務業亦開始感受到壓力。 「香港目前

困局，令經濟及金融受到衝擊，未來第三

季及第四季經濟肯定大幅調整，加上有國

際評級機構下調香港評級，不是很好的訊

號。」
陳柏楠指，對金融服務業而言，已開

始感受到壓力，一是新股上市減少，二是

成交明顯萎縮。 「香港情況仍未穩定，新

股是否繼續選擇香港上市？或上市時間能

否再等？若不能等便會去其他地方上市，

很大機會轉去新加坡或美國。IPO數目減

少，所有新股相關收入亦大幅減少。」

市場氣氛不佳

，成交亦明顯萎縮。

「本來沒有最低佣金

制後，佣金收入已受壓

。現時買賣兩閒，佣金

收入更加少。」 他又指，

下月4日開始實施的孖展借

貸新指引，將造成去槓桿化

，令券商收緊追繳保證金，導

致成交量進一步萎縮和加速斬

倉潮，令股票市場更為動盪。

他最為憂慮的是，現時香港

存在很大不明朗因素，即使香港亂

局可於短期內平息，但現時社會撕

裂嚴重，香港政府未來施政會更難，

是香港長遠需面對的隱憂。

暴亂不絕 港金融陷陰霾

【大公報訊】中

央於今年8月公布，

支持深圳建設 「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 。當時正值香港

暴力衝突高峰期，市場憂

慮內地以深圳取代香港地

位。陳柏楠指，香港有資金

自由進出、簡單稅制及法制等

優勢，深圳於可見的將來均未

能取代香港。但他坦言， 「深圳

在大灣區地位會愈來愈吃重，香港

要加把勁，積極回應國家政策，融入

大灣區發展藍圖。如果不再去積極參

與，被邊沿化的危險性大增。」
陳柏楠表示，香港資金可自由出入

，即使近年人民幣國際化，但仍未能自

由兌換。 「過去兩三年，國家嚴控人民幣外

流的力度有增無減，可見的未來不覺得會改

變。」 二是香港稅制及稅基與內地有絕對競

爭優勢。 「大灣區雖然有人提議港人港稅，

但仍是比較局部。法治方面，前海發展已一

段時間，當時指有任何仲裁將使用國際標準

，但到現在仍未成熟。因國際機構對內地法

制或環境仍未夠信心，仍需時間改革及得到

國際認同，而這些均非短時間內可以做到。

」 他續稱，上述三個原因，均影響國際公司

及人才仍會希望透過香港作為橋樑才到內地

發展。

「深圳於過去二十年，確是爆炸性發展

，尤其是創科及創新。但暫時難以取代香港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指，尤其是

國家整個改革開放發展勢頭無變，加上 「一
帶一路」 及大灣區等國策，香港角色始終存

在。 「於大灣區規劃中，香港即使不是龍頭

，但在9+2地區中，仍是吃重的地位。但現

時中央突出深圳的地位，香港確有比下去的

壓力。所以香港要更積極充分發揮現有優勢

，如協助人民幣國際化，加強互聯互通，吸

引更多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市場。」

融入國家發展 港需加把勁

「內需及科技創新是推動中國經濟兩大引擎。

中國13億人口，全球有哪國經濟體系有這個人口？

即使只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中國亦有足夠條件透

過內需，不讓經濟引擎停下來。」 他續稱， 「中國

基建，尤其是交通網絡及電訊互聯網，均較很多發

達國家先進。並將國內距離縮窄，並大大提升生產

效率。這些基本因素，非短時間可以做出來。是中

國過去四十年一步一腳印行出來。」
事實上，過去70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

快速增長，尤其是基礎設施及電訊互聯網的提高和

健全。2018年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13.2萬公里，

其中高速鐵路3萬公里，分別居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

；公路里程485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4.3萬公里。

而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最新數字，截

至今年6月，中國網民數量達8.54億，互聯網普及率

達61.2%。

面對困境 企業自主創新
面對中國快速崛起，美國圍堵中國態度十分明

顯，不只停留貿易戰上，甚至擴展至科技層面。陳

柏楠指， 「雖然美國嘗試拉攏其他歐洲及亞洲區盟

友去圍堵中國。但是否有效阻止中國發展？不會。

無論是 『一帶一路』 或中國製造2025等國策，均沒

有停止，科技創新發展亦沒有停過。」
他坦言，中美貿易戰對中國企業發展會遇到好

多困難，如華為。但從正面來看，反而迫使中國快

速拓展自己科研，不再靠人。 「可能辛苦一段時間

，但相信以中國今時今日的實力，可以度過。」 「

美國所謂圍堵，最差情況大家不做對方生意，所有

貿易戰無贏家，只是哪一個輸得慘啲，及哪一個可

承受壓力耐啲。」 陳柏楠表示，中國的承受能力不

能低估， 「美國為何要買中國的產品，一來平，二

來質素好，又平又靚。美國不買中國貨品

，將面對通脹。歐洲亦非一面倒聽美

國號令，有自己算盤，中國絕對可
以突圍。」

大灣區具遠景 港商機遇多

中國

70年
經濟發展

【大公報
訊】對於大灣區

發展，陳柏楠認為

，大灣區不只是鼓動

內需，當發展成熟時，

內地可透過大灣區衝出去

海外。 「大灣區可作為整個

中國經濟開放示範區，進一

步簡化及優化灣區的制度，如

稅制、資本出入更具彈性，法制

上更為靈活及受國際接受認同等。

香港可以從中扮演重要角色。」

陳柏楠表示，雖然金融證券暫未見有

政策於大灣區落地，但規劃有助區內經濟

發展，可間接帶動區內的金融生態圈發展

，故就算未有專門為券商而設的政策亦不

會太過失望。

至於業界對大灣區發展的期望，他指

，由於大灣區幅員廣闊，可讓港資券商以

先試先行的方式在大灣區設點設立辦事處

，並可幫助內地居民開設戶口，投資港股

。另外，由於內地的外匯管制，可於大灣

區內有特別的彈性處理，則對券商的裨益

會更大。因為，對於客戶來說不能讓資金

自由出境會是個問題，但當然外匯管制放

寬亦要配合國家的策略。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70年來，中國經歷不同社會周期演變，經

濟高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金融

業迎來黃金期，香港亦從中扮演重要角色

。現時，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

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等

，未來將加快開放金融業予外資進入，並

大力拓展 「粵港澳大灣區」 及 「一帶一路

」 。雖然受中美貿易戰困擾，但實德金融

行政總裁兼證券商協會主席陳柏楠對中國

前景十分有信心，認為中國不會放慢改革

開放的步伐。

「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是爆炸性增

長。改革開放的勢頭是愈來愈積極，勢頭並沒有放

慢。」 雖然去年發生中美貿易戰，甚至蔓延至科技

層面，但陳柏楠對中國未來十分有信心，指過去中

國經歷多個不同經濟周期及危機，如1987年
全球股

災、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

科網股爆破、

2003年
沙士疫情及2008年

環球金融海嘯等，均安然

過度。 「每過周期的谷底均會有企業及投資者離場

，但只要步伐不停，谷底之後均會反彈持續向上，

對這點是絕對樂觀。」 他續稱，過程中企業或面對

淘汰潮，唯中國改革開放一直沒有停。

四十年改革積累財富與底氣

陳柏楠表示，無可否認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

造成壓力，直言 「要辛苦一段時間」 、 「最差的時

間未到，未到谷底」 。他又預期，未來兩年或更長

時間，內地企業或出現資金鏈斷層，有機會出現倒

閉潮。但他指，因國家於過去四十年發展

除累積大量財富外，亦有一定底氣，如

科技發展等，不會因中美貿易戰就被

輕易打垮。

大公報記者
柴進祖

▲實德金融行政總裁兼
證券商協會主席陳柏楠

◀▼中國電訊和互聯網科技
，均較很多發達國家先進

▲內地高速鐵路達3萬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香港擁有的簡單稅制及法制等優勢，
內地城市不易取代

▲香港在大灣區和科創發展方面仍然大
有作為

▲陳柏楠認為，持續不斷的暴力事件影響企業來港上市

GDP：679億元升至90.03萬億元，增長1324倍
第三產業增加值比例：28.7%升至52.2%

人均GDP：119元升至6.46萬元，增長542倍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59.2倍
人均消費支出：增長28.5倍

人均預期壽命：35歲升至77歲
全國財政收入：62億元增至18.33萬億元，增長近3000倍

（1949-2019年）

•銀行逾4500家 •證券公司逾130家 •保險公司230家
•金融業總資產300萬億元（銀行佔268萬億全球第一）

•外匯儲備餘額3.1萬億美元（全球第一）

金融發展成就

•外資銀行989家
•外資證券公司13家
•外資保險公司57家

對外開放（在華機構）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