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香港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20周年，中銀香港人民幣業務執行總監楊
杰文表示，過去20年，人民幣國際化碩果纍纍。 「未來隨着內地經濟穩

定向好，人民幣的使用逐步擴大，加上離岸市場持續繁榮等因素的共同支
持，更多交易以人民幣進行，人民幣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將進一步鞏固。作
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楊杰文認為，香港有能力把人民幣產品及服務
輻射全球，所以應逐步加強其他市場培育與建設，例如中東地區。

責任編輯：呂泰康 美術編輯：徐家寶

「隨着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
國，兼且是第二大經濟體和資本市
場，現時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無論作
為貿易貨幣還是投資貨幣，都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這意味着巨大的潛力和
機會。」 楊杰文稱。

楊杰文表示，從滬深港通、債券
通到互換通，內地和香港在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方面的合作正有序推進、逐
步加深。他指，內地及香港在更大範
圍、更深程度上的合作，一方面拓寬
了內地與境外投資市場的渠道，為跨
境資金流動提供了更多樣的通道；另
一方面，豐富了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
的交易品種。而通過金融基礎設施的
連接，有效地連接了內地與香港的金
融市場，促進資本流動與市場融合。

優化互聯互通 增人幣衍生產品
楊杰文提到，雙櫃台模式的推出

豐富了離岸人民幣產品的投資選擇，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
及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目前
雙櫃台模式已經推出一周年，前期國
務院發布了優化互聯互通的若干意
見，其中提到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
台納入港股通之中，此舉不但有助提
振資本市場，更有望提升整體人民幣
櫃台的成交量。」

對於進一步優化互聯互通機制，
楊杰文認為，首先可以深化現時股票
通機制。 「除了現有的二級市場和已
上市公司股票外，可探索IPO（首次
公司招股）通，加強內地和香港一級
市場的連接，促進更多優質企業在香
港上市，從而提升市場活力和吸引
力。其次，可以進一步豐富人民幣相
關的衍生產品。隨着互聯互通的擴
展，投資者對風險管理工具的需求日
益增加，香港交易所可繼續推出更多
人民幣相關的衍生產品，滿足國際投
資者的風險管理需求。」 同時，他建
議加快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建設，推
動保險領域互聯互通的落地。

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做出更大的
貢獻，楊杰文指各界須共同努力，多
維度發力，例如要提供更多元化金融
產品和服務，從而促進人民幣在國際
市場上的使用；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結
算，減少對單一貨幣的過度依賴；繼
續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人
民幣交易和資金流動；進一步推動人
民幣投融資產品創新，為投資者提供
更多的投資選擇。另一方面，增強離
岸人民幣資金池的深度、廣度、流動
性，繼續培育和推進市場，提升人民
幣資產的吸引力。

中東增加投資中國 香港料受惠
楊杰文又指，中東國家處於資源

依賴型經濟到新經濟的轉型期，正在
積極構建其自身的國際合作和經貿網
絡，對於中國資本、技術，以及市場
都高度重視。隨着中國企業在當地廣
泛開展業務，當地對人民幣業務需求
強勁。此外，目前在全球前十大主權
基金中，有4個是來自中東地區，資
產總規模已近3萬億美元。 「中東地
區作為全球重要的投資中國資產的主
權類投資人，未來其投資中國資產的
潛力龐大。香港作為內地金融市場開
放的窗口，相信也會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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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幣跨境使用潛力巨

加快探索數字人幣創新應用場景

中銀香港是
全球首家，也是

香港人民幣業務唯一的清算行。中銀
香港作為區域總部，目前在東南亞九
國有分支機構，近年來積極參與東南
亞地區人民幣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試
點業務落地，推動人民幣在東南亞國
家的使用。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區域策略發
展處主管崔華剛表示，該行作為區域
人民幣支付清算的領頭羊，將積極優
化及整合現有系統及資源，配合監管
機構並發揮該行在人民幣支付清算上
的優勢，提升清算行並完善相關管
理。該行於2023年推出的新一代人民
幣清算行管理系統，使用開放平台技
術，配合香港金融基建發展規劃，滿
足市場對支付升級的需求。2024年上
半年，經香港人民幣RTGS系統（即時
支付結算系統）處理的清算總量達374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上升95%。

「中銀香港與母行中國銀行的內
地分行、支付基建機構，以及主流第
三方支付機構攜手合作，積極建構更
多東南亞─香港─內地個人跨境支付
場景，建立一體化客戶服務網絡。通
過對手機銀行功能的優化，強化服務
區內跨境支付需求。同時把跨境人民
幣支付與人民幣投資理財場景相結
合，持續提升客戶體驗並提高東南亞
人民幣個人服務能力。」 崔華剛說。

崔華剛續稱，中銀香港也將完善

人民幣及本幣外匯交易產品線，積極
拓展人民幣與東南亞小幣種交易業
務，推動人民幣與東南亞小幣種在跨
境貿易及投融資佔比，鞏固中國與東
盟經貿合作穩定快速發展。

各地清算行業務加快增長
「中銀香港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擔任人民幣清算行，今年以來，兩家
人民幣清算行業務量保持穩步增長，
2024年一季度同比分別上升51.9%和
38.9%。新增中銀香港金邊分行獲得
人民幣清算行資格。」 崔華剛表示，
中銀香港一直協助東南亞機構以直參
行身份加入CIPS系統（人民幣跨境支
付系統）、目前該行在東南亞有8家分
支機構成為CIPS直參行。此外，中銀
香港也積極配合金邊人民幣清算行進
行開業相關準備，進一步便利人民幣
在東南亞當地的使用和跨境交易。

區域網絡完善 中銀力拓東南亞業務
業務擴張

中銀香港人
民幣業務執行總

監楊杰文表示，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接
受度不斷提升，人民幣業務發展勢頭良
好，香港在全球離岸市場人民幣支付中
的佔比不斷提高，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的地位更加鞏固。

83%離岸人幣支付經港進行
根據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

協會）數據，2024年6月，人民幣保持
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地位，佔比
4.61%，保持在歷史高位水平，是
2019年同期（1.99%）佔比的約2.3
倍，凸顯人民幣在全球使用的市場基礎
在不斷鞏固和強化。

2024年6月SWIFT數據亦顯示，離
岸市場83%的人民幣支付通過香港進
行（2019年以來在75%左右的水
平），比例創新高，香港人民幣業務輻

射全球的作用更加凸顯。香港人民幣資
金池規模近年來穩步增長，2024年6月
底達10616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上升17%，有效支持了離岸人民幣
業務的發展。

此外，隨着內地資本市場開放不斷
深化，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不斷推進，
人民幣作為投融資貨幣的職能不斷強
化，帶來新的業務機遇。2024年一季
度，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市場債券規模
首次突破4萬億元；截至2024年6月
末，境外機構持債規模進一步增長至
4.35萬億元，佔中國債券市場總託管量
的2.6%，實現自2023年8月以來連續
10個月增持。

而離岸人民幣貸款和債券的蓬勃發
展是近期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亮點之一。
2024年6月，離岸人民幣貸款餘額為
5483.4億元，環比上升5%，同比上升
84.9%，創下近年來新高。離岸人民幣
點心債發行也持續增長，今年上半年發
行規模達到3575.86億元，同比增加
22%。

人幣穩居全球第四大貨幣 支付佔比4.61%
優勢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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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離岸樞紐地位提升
中銀：推多元產品和服務 開拓中東市場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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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個人人民幣業務

香港的人民幣交收系統提升為人民
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計劃開始運作

國家財政部首次來港發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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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銀行為非香港居民提供人民幣
服務

滬港通正式開通，香港居民每日2萬
元人民幣兌換上限也同步取消

推出內地及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深港通開通

債券通開通

香港銀行推出試點在港見證開立內
地銀行賬戶

跨境理財通推出

深圳作為首個內地地方政府來港發人債

中證監與香港證監會聯合公告，原
則上同意兩地交易所將符合條件的
ETF納入互聯互通

「北向互換通」 正式啟動

「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 及雙
櫃台莊家機制推出

優化 「互換通」 機制安排

擴大數字人民幣在香港的跨境試點

大公報記者整理

▲楊杰文認為，人民幣的跨境使
用，無論作為貿易貨幣還是投資貨
幣，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

和全球支付樞紐，其獨特的地理位
置和跨境貿易的深厚背景使其成為
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的天然試驗
場。中銀香港人民幣業務執行總監
楊杰文表示： 「香港不僅能夠為數
字人民幣的跨境支付提供多元化的
應用場景，還可以藉此機會構建完
善的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基礎設
施，為全球範圍內的數字人民幣流
通提供穩定、高效的平台。」

楊杰文指，香港的創新能力和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為數字人民幣
的創新應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通過金融服務業、電子商務平
台、資訊技術業等各界攜手合作，
香港可以共同探索數字人民幣在支

付、結算、投融資等各個領域的創
新應用，推動數字人民幣與金融科
技、綠色金融、跨境支付等領域的
深度融合。」

提供風險管理和監管支持
此外，楊杰文認為，香港在金

融監管和風險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的
經驗和專業能力，可以為數字人民
幣的跨境支付提供有效的風險管理
和監管支持。香港可以借鑒國際先
進的監管經驗，結合本地實際情
況，制定和完善數字人民幣跨境支
付的監管規則和標準，確保數字人
民幣跨境支付的安全和穩定。同
時，香港還可以加強與國際金融監
管機構的合作與交流，共同推動全
球央行數字貨幣的監管體系建設。

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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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清算業務情況（截至今年6月底）

•人民幣保持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地位，佔比4.61%

•離岸市場83%的人民幣支付通過香港進行

•香港人民幣資金池規模達10616億元

•境外機構持債規模進一步增長至4.35萬億元，佔中國債券市場總託管量的
2.6%

•離岸人民幣貸款餘額為5483.4億元，同比上升84.9%

•離岸人民幣點心債發行規模達到3575.86億元，同比增加22%

貨幣單位：人民幣 大公報記者整理

金融新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