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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內地資本市場對外聯通的主渠道，在為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供多樣性選擇的同時，也提
升了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科技結合經驗提升生意

今時今日，互聯網及流動通
訊被廣泛應用，而5G年代也已來
臨，一場新冠疫情更加快了市場
的變革，能追上時代跟着轉型便
能活下來。正如飲食行業，經過
今次疫情之後，很多人都會留在
家中用膳，應用科技做外賣的服
務便應運而生，這樣就可以解決
客人因為足不出戶而導致生意不
足的問題。

不過，傳統知識及經驗同樣
重要，因此地產代理行業經常流
傳一句說話就是 「新人心態、舊
人技術」 。地產代理的價值在於
經驗，出色的從業員，通常都累
積了多年經驗及掌握一定的客源
，有些更加稱得上是地產活字典
，客人或業主的名單及樓盤資料
，隨時可以琅琅上口。而新人則
為行業帶來新思維及創意，能較
快掌握新科技的應用。

最近數月，疫情令到很多行
業都出現停擺，同事之間亦擔心

互相感染，公司老闆亦相應作出
危機管理，分配部分員工在家工
作，其間會利用視像系統舉行會
議，減低員工之間的互相接觸。
此乃資訊科技發達，各行各業
都會應用科技去輔助業務發展，
創新求變，甚至可以減低經營成
本。

代理難被科技取代
不少地產代理公司都會與時

並進，除了有網上睇樓之外，亦
會有即時對話。在資訊科技被廣
泛應用下，有地產代理擔心自己
的角色會否被科技所取代，而最
終導致失業。筆者認同資訊科技
確可輔助工作及生意，但並不認
為在短期內可以取代地產代理的
職能。筆者暫時亦未見過有客人
及業主，僅利用資訊科技，不用
實地考察或接觸地產代理，而可
直接完成樓宇買賣。

地產代理是作為中間人的溝
通及撮合角色，並不容易被完全
取代，筆者相信科技的發展對從
業員來說既有挑戰，但更多的
是機遇，只要代理懂得加以運
用科技與技術，其中間人的角
色可以更加大派用場。

廖偉強

利嘉閣地產總裁

樓市 心針

2020年以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國際貿易投資活動停滯
，全球經濟面臨新一輪大蕭條的威脅，企業倒閉和失業攀升加劇社會動
盪。部分美歐政客為掩飾自身應對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
大旗甩鍋中國。特朗普把香港作為中美貿易戰的棋子，以港區國安法為
由宣布採取行動取消香港一系列特殊待遇，包括美國與香港協議、引渡
條約、軍民兩用產品的技術管制等方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經受中美
貿易戰和修例風波持續發酵的雙重壓力後，又將面臨美國可能出台金融
制裁引發的外部衝擊。

從發展歷史來看， 「一國兩制」
下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及市場效率是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持續提升的現
實基礎；發揮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 的獨特優勢，滿足內地各類企業不
斷上升的融資需求，是推動香港經濟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金融市場加快發
展的強大動力。這兩大支柱共同定義
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長期發展的內在
邏輯。這一獨特性是此前的社會動盪
和可能到來的美國金融制裁所無法摧
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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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區政府仍有政策空間對沖經濟
下行及外部壓力的不利影響

經濟下行和疫情發展影響香港勞
動力市場表現，導致失業率上升。香
港失業率是以三個月平均計算的，3、
4月份失業情況迅速惡化，4月單月失
業率數字料升至6.5%左右，其中建造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以及製造
業的升幅最大，一季度分別達到
10.0%、9.0%及6.2%。面對嚴峻的
經濟和就業形勢，特區政府推出800
億元 「保就業」 計劃，以緩和就業市
場惡化的速度，並支持消費增長。

其次，香港財政儲備充裕，具備
較大政策空間，擴大財政政策支持經
濟增長的力度，提升內需對經濟的拉
動作用，對沖美國可能進行的金融制
裁衝擊的不利影響。

第三，針對全球性保護主義升溫
帶來的不利影響，特區政府着力推動
多元化經濟發展，推出一些長期性的
措施：簽訂更多雙邊及多邊協議，保
持香港在區域內商貿影響，密切監察
中美貿易摩擦及美國可能進行的金融
制裁對香港的影響，適時推行支持業
界的措施。特區政府提供出口保險，
提供融資擔保等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
措施正在陸續見到成效。

第四，特區政府加大基建投資，
增加公共開支。政府消費有所加快將
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支持。政府
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在大學研
究、再工業化、應用科技等領域投入

資源，提升香港的全球競爭力。特區
政府着眼長遠，積極採取措施，增加
土地和房屋供應，從源頭上控制樓市
升幅，降低整體營商成本，從根本上
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短期紓困措施和
長期結構性政策相互配合，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香港經濟韌性。
五、內地金融開放將為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發展提供長足發展空間

今年以來，內地陸續推出12項對
外開放新措施和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以
及RQFII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等政策
，吸引外資進入內地資本市場，推動
外資在內地股市和債市佔比持續提升
，進一步促進內地資本市場的開放。
顯然，內地金融服務業將進入開放引
領的新時代，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發展提供長足發展空間。

首先，香港作為中國資本市場對
外聯通的主渠道，在為內地與國際金
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供多樣性選擇的
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在中國金融市場開放模式中，滬港通
、深港通和債券通率先實現了境內股
票和債券市場與香港資本市場的互聯
互通。香港作為全球資金自由港，具
備輻射其他主要金融市場的先天條件
，過去二十年，香港金融業通過多種
類型的跨區域金融合作，大力增強與
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聯繫。內地金融
業亦充分發揮香港金融市場的整體
優勢，打造區域經營管理平台，全面
加快境外資產積累和境外經營成果的
顯現，加快提升全球化投融資和金融
服務能力，提升國際化管理和營運能
力。

其次，香港市場具有完善的金融
監管體系，保障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
球金融危機期間，金管局曾推出非常
時期流動性便利措施和存款保障計
劃，有效控制了銀行體系的系統性
風險。自2010年起，香港金管局連
續推出多輪按揭貸款審慎監管措施
，提前防範樓市逆轉導致信貸質素
惡化的風險。國際銀行業普遍把香港
作為進入內地市場的首選平台，中資
銀行亦以香港為基地打造全球全面風
險管理的能力，提升合規經營的意識
和水平。

第三，香港為銀行業提供完全競
爭的市場運行環境，規範金融機構的
經營發展和風險管理機制建設，有效
防範和化解單一銀行所面臨的經營風

險。香港具備良好的營商環境、簡單
低稅制和與國際接軌的司法制度及最
自由經濟體等制度優勢，使之成為全
球銀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香港銀行
體系的總資產超過21萬億港元，約為
香港GDP的8.5倍。近年來，中資銀行
在繼續側重存貸款等基礎性業務發展
的同時，發揮母行資金雄厚、人員和
中後台營運支持能力強、享有成本收
入比低的優勢，加大投入資源，在港
打造私人銀行、託管、資產管理等多
元化業務發展平台，成為中資銀行業
國際化發展的旗艦。

第四，香港進一步提升銀行業的
金融科技水平和服務能力。香港較早
完成了利率市場化，推動銀行業大力
拓展中間業務收入，彌補淨息差收窄
造成利息收入的減少。多年來，香港
主流銀行緊貼市場的發展需求，加強
金融產品創新能力，積極開拓多元化
收入來源；虛擬銀行將進一步加大銀
行業整體的信息技術資源投入，為客
戶提供選擇更為多元、使用更加便利
和更低成本的服務渠道，提升客戶體
驗。中資銀行充分發揮香港作為亞太
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離岸金融中
心和境內企業 「走出去」 及跨國公司
「走進去」 主要跳板的區位優勢，把
香港打造成為全球產品開發平台，捕
捉新的業務需求，加快產品創新，提
升服務能力。

第五，香港在離岸市場人民幣業
務方面具有突出的先發優勢和規模優
勢，擁有全球首家離岸人民幣清算體
系、全球最大的人民幣資金池和活躍
的人民幣交易市場和較為多元的人民
幣產品體系。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的推進，離岸市場逐漸從香港擴展到
東南亞，形成橫跨亞洲、美洲和歐洲
的離岸中心網絡。在內地加快對外開
放的新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將以市
場驅動為主，更多地服務實體經濟，

服務走出去企業，而東南亞作為 「一
帶一路」 的重要區域，將為人民幣國
際化提供新的實驗場。中資銀行立足
香港離岸市場，面向廣闊的東南亞市
場，可以大力打造人民幣產品開發及
推廣平台，不斷提升人民幣產品優勢
及服務水平，滿足區域內不同類別客
戶的需求。
六、提升香港在大灣區金融業的功能
定位

2020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銀
保監會、證監會及外管局聯合發布《
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
見》，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關於金融業的主導思想具體落實
到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提出26
項重大舉措，根據 「成熟一項、推進
一項」 的原則，逐步有序落實到金融
產品和客戶服務等領域，助力建設富
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能力持續提升，將為區域經濟增長注
入新動能，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有效擴展國家發展的戰略迴旋空間。
在全球經濟承受下行壓力、國際治理
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粵
港澳大灣區在人口、面積、GDP、貨
櫃吞吐等方面與東京、三藩市等世界
級灣區並駕齊驅，除規模效應外，大
灣區積極探索創新、開放、綠色和共
享發展路徑，不僅為內地經濟增長提
供重要引擎，也具備條件成為全球經
濟發展重鎮。大灣區金融業將呈現新
的發展格局，為香港全面提升在大灣
區金融業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新的歷史
性機遇。

首先，大灣區將推動金融市場和
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逐步開放港澳
人民幣清算行參與內地銀行間拆借市
場，優化完善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
通等安排，適時研究擴展至 「南向通
」 。上述措施將為香港銀行業帶來巨

大的業務增長空間。
其次，大灣區將擴大區域內人民

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在依法合規
前提下，共同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相關
基金，吸引內地、港澳地區及海外資
本，為大灣區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推
動人民幣在大灣區跨境便利流通和兌
換，有助於香港在與其他離岸人民幣
中心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強化全球離
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第三，大灣區將加快推動綠色金
融合作，支持香港打造綠色金融中心
，建設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
，鼓勵更多大灣區企業利用香港為綠
色項目融資及認證，支持相關金融機
構在港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及其他綠色
金融產品。港澳的特色金融大有可為
，將不斷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
險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務 「一帶一
路」 建設的投融資平台。

第四，大灣區將構建多元化、國
際化、跨區域的科技創新投融資體系
，建設科技創新金融支持平台，促進
科技成果轉化。《意見》還推出創投
基金的跨境跨境匯兌、區塊鏈在貿易
融資領域的應用、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推廣應用等措施，為大灣區金融機構
建設場景生態、實現精準營銷和智能
風控提供有利條件，推動金融機構數
字化轉型。香港金融業應抓住新契機
，盡快加強金融科技能力建設。

總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
經過幾代人長期不懈的艱苦努力，持
續不斷打造起來的，香港金融業有信
心直面挑戰，未雨綢繆、開拓創新，
不斷提升金融市場效率和水準，有效
控制金融風險隱患，更好地服務內地
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進程，在 「一帶一
路」 深化發展和大灣區建設全面展開
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上兩
大核心內容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應對
外部衝擊的現實基礎。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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