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滬港通」 於2014年開通以
來，各項互聯互通項目相繼推出，計
有深港通、債券通、基金互認安排、
跨境理財通、ETF通、互換通等。陳浩
濂昨日出席領航 「9+2」 ．第四屆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表示，在中央政
府大力支持下， 「互聯互通」 自去年
得到多項突破，引進多項創新產品，
當中包括滬深港通合資格股票範圍相
繼擴展至交易所買賣基金、在香港主
要上市的外國公司和更多滬深上市公
司的股票，便利內地和國際投資者開
展多元化的全球資產配置，同時吸引
希望吸納內地投資者的優質外國公司
來港上市，提升香港融資平台的競爭
力。

互聯互通續擴容優化
此外，內地與香港利率互換市場

互聯互通（互換通）北向交易於今年5
月啟動。項目第一次將互聯互通安排
擴展至衍生品領域，讓國際投資者透
過便捷及安全的渠道管理人民幣債券
的利率風險，提升內地金融市場對外
開放的深度及廣度。

今年8月，內地和香港監管機構公
布就推動大宗交易納入互聯互通機制
達成共識，標誌兩地股票互聯互通機
制的另一突破，豐富現有的交易方式
和提升交易效率。他說，特區政府會
繼續與有關內地部委和機構緊密聯
繫，盡快落實有關安排。

陳浩濂指出，特區政府會聯同監
管機構繼續全力深化兩地金融市場互
聯互通，推動實施將人民幣櫃台納入
港股通，促進香港股票人民幣計價交
易，同時繼續推動落實離岸國債期貨
的措施，並增加人民幣投資產品種
類，強化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局亦會繼
續與內地商討互聯互通各項擴容增量
方案和優化安排，包括進一步優化債
券通以及增加滬深港通的產品類別和
交易機制，為香港資本市場持續注入
新動力。

明小沖表示，現時互聯互通主要
集中在股、債及ETF等現貨市場，希望
盡快推出 「期貨通」 模式，能夠擁有
閉環機制，令香港，乃至大灣區的投
資者能夠互相投資，促進內地及香港
金融機構在衍生品方面的互聯互通，
並希望能與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增加
對市場現狀的了解。

便利投資者對沖風險
香港是國際風險管理中心。明小

沖指出，多年來本港衍生品市場得到
快速發展、成交量持續增長，儘管全
球市場爆發諸多風險，但香港證券期
貨行業運行以來，尤其是期貨沒有一
例風險案例出現，強調保險和期貨具
備風險管理的重要功能，其中保險為
靜態風險管理工具，期貨和衍生品是
動態風險管理工具，而今年港交所錄
得增長的兩個板塊，一個是期貨，另
一個是ETF。

明小沖分析稱，在香港期貨市場
中，內地及香港資金佔比介乎三分之
一至四成，體量巨大。期貨和衍生品
為互補關係，現貨市場是強周期行
業，在下行壓力中更凸顯風險管理的
重要性，為何越來越多內地機構進行
套期保值？因為外圍市場動盪，如果
不妥善管理，那麼匯率波動可能完全
抵銷掉利潤，相信是行業發展的契
機。

證券業倡設期貨通 連接灣區市場
強化港橋樑角色 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人工智能（AI）熱潮下，數字經
濟發展充滿機遇。全國政協委員、大
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莊紫祥表
示，金融往來的核心是確保交易安全
性，其中AI扮演重要角色。他強調，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有助打造大
灣區融合效應，產生制度、法律、數
據方面的銜接，而區內互聯互通核心
在於人、錢、物質和數據的流動。

數字認證確保交易安全
莊紫祥透露，2008年前往內地發展，當年拿着

兩張板櫈，借個辦公室便開展業務，如今每日處理
的收付金額約60億元，每秒約250筆， 「核心是算
力、穩定和金融監察」 ，要確保交易是安全的，其

中AI非常重要。
談及灣區互聯互通，莊紫祥認

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有助打造
融合效應，產生制度、法律、數據方面
的銜接，形容是 「一線放開、二線管
住」 。區內互聯互通核心在於人、錢、
物質和數據的流動，其中數據往來內地
與香港，更為複雜、工作量更大。

人民幣國際化方面，莊紫祥表
示，數字人民幣錢包是很好的紐帶，能

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做好鋪墊。他舉例，若有二維
碼在內地產生並發往海外做交易，如果沒有通過
AI和數字經濟、CBDC融合，將難以判斷是否為
欺詐，強調整個紐帶內可通過加密接口、數字認
證、接口反饋等措施降低風險。

數字錢包助力人幣國際化 港金融具優勢 吸引ESG人才
氣候變化影響下，環境保護及

可持續發展主題受到市場關注。
談及業界對ESG（環境、社會和
管治）人才缺口的擔憂，香港中
資證券業協會副會長、朗潤金融
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明小沖表
示，目前本港成立有多個ESG聯
盟，加上獨特的區位優勢，吸引
國際一流的人才團隊，因此不擔
心人才不足的問題。

談及內地企業綠債發行，明小沖指出，需
要注意三個方面：其一，對於內地企業來港發
債要考慮到規則差異，金融機構需協助理解資
金用途、進行評估、後續管理、信息披露等事
項；其二，境外投資者對項目的認知度，或內

地認可的標準和國際有何差異；其
三，境內外利息差較大，金融機構
需幫助發債方考慮高息環境下發行
境外幣種債券的相關問題。

綠債發行規模亞洲第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

濂表示，香港作為大灣區的國際金
融中心，可以用金融去服務大灣區

實體經濟發展，在綠色金融方面，香港也是亞
洲領先的綠色金融中心，從2022年在香港發
行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規模上看，香港是亞
洲第一，且佔據超過三分之一的市場，因此
可以利用香港的平台，引導一些國際的基金
去到大灣區，支持區內的綠色企業和項目。

灣區保險服務中心籌建萬事俱備
大灣區保險售後服務

中心已籌建多時，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友
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區域執行總監及榮譽顧問
容永祺表示，籌建工作差
不多可以說是 「萬事俱
備」 ，最後只等中央拍
板。他相信，售後服務中
心落實啟用之後，將為未來的 「保險
通」 發展奠定基礎。

容永祺表示，幾年前由他提出設
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的提案，獲得香港
特區政府及內地相關部門的積極支持，
至今仍未落實，主要是背後涉及很多技
術原因，以至兩地的監管存在差異等。
不過他指出，廣東、香港、澳門及深圳

等地的監管機構已經一同
制定準則和規定， 「基本
上 全 部 方 案 已 經 談 好
了」 ，只等待國務院批
准，就能很快落實。

十幾年來，內地來香
港投保的訪港人士很多。
容永祺舉例說，在2019年
疫情前，香港的新造保單

保費約1700多億元，當中約430億元是
內地訪客來港投保，反映香港保險產品
在大灣區很受歡迎，尤其是人壽保險、
醫療保險、危疾保險等等。另方面，他
說也有很多香港人在大灣區創業、教
育、發展事業等，也擁有香港保單。在
大灣區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可為上
述客戶提供賠償、取保等服務。

大公報記者 蔣去俏、彭子河（文）

麥潤田（圖）

圓桌論壇 「灣區金融 互
聯互通」 ，聚焦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尤其
是近年推出的 「互聯互通」 機
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陳浩濂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致
力善用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
的獨特優勢，持續深化及擴大
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進一步鞏固香港連接國內
外金融市場的角色。香港中資
證券業協會副會長、朗潤金融
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明小沖建
議增設 「期貨通」 ，加強內地
與香港在衍生產品市場的連
接。

嘉賓言論重點

▲左起：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副會長、朗潤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明小沖；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科技促
進總會會長莊紫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區域執行總監及榮譽顧問容永祺，昨日出席圓桌論壇 「灣區金融 互聯互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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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陳浩濂

•特區政府將持續深化及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
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鞏固香港連接國內外
金融市場的角色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區域執行總監及榮譽顧問 容永祺

•大灣區保險售後服務中心 「萬事俱備」 ，只
待中央拍板；一旦落實啟用，將為未來的
「保險通」 發展奠定基礎

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
莊紫祥

•金融往來的核心是確保交易安全性，其中AI
能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副會長、
朗潤金融集團董事長 明小沖

•現時互聯互通主要集中於股、債及ETF等現
貨市場，希望盡快推出 「期貨通」 模式，能
夠擁有閉環機制，令香港和灣區的投資者能
夠互相投資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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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訪客新造保單保費
內地訪客新造保單保費（左軸） 佔本港總新造保單保費的比例

跨境理財通累計數據

投資者數目

資金跨境匯劃

投資產品
市值餘額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數字截至10月底

個人投資者6.29萬人，
包括港澳投資者4.46萬
人，內地投資者1.83萬
人

3.55萬筆，金額86.58
億元人民幣。當中內地
與香港之間往來金額達
81.68億元人民幣，佔
總額94.3%；內地與澳
門之間佔5.66%

25.78億元人民幣。北
向通，港澳個人投資者
餘額為2.27億元；南向
通，內地個人投資者餘
額為23.51億元人民幣

互聯互通發展歷程
2014年11月

2016年12月

2017年7月

2018年5月

2019年7月

2020年11月

2021年2月

2021年9月

2022年7月

2022年7月

2023年
5月15日

大公報整理

滬港通開通

深港通開通

債券通北向通開通

滬深股通每日額度擴大4
倍，各為520億元人民
幣，港股通滬深每日額度
各為420億元人民幣

香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企
業，可納滬港通及深港通

對於18A生物科技公司，
可納入港股通股票範圍

符合資格的科創板股票，
可納入滬深港通股票範圍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
業務試點實施細則公布；
債券通南向通9月24日上
線

ETF通開通

宣布將推互換通

北向互換通開通

金融業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熱情十
足。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科技
促進總會會長莊紫祥昨日在論壇上大
讚人民幣起名字好。

他表示，港幣在香港用、美元在
美國用，那麼 「人民都要用的，就是
人民幣」 ，所以 「有一天，人民幣必
然國際化！」

專家：人民幣必然國際化

▲陳浩濂表示，香港全力深化與內地
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2023

319319..0000

上半年上半年

▲容永祺表示，香港保
險產品在灣區受歡迎。

▲明小沖表示，港金融
具優勢吸引ESG人才。

▲莊紫祥認為，灣區聯
通核心在於人、錢、物
質和數據的流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