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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改善選舉制度，我們通過大數據分析赫然發現，不少西方國家的輿論和民眾，並
沒有一面倒地像美國、英國和澳洲等國政府那樣，持批評和否定立場，反而有高達88%的西方
國家輿論和民眾持中立立場，部分輿論和民眾甚至還持積極、支持立場。其中，英國輿論和民
眾的積極立場（13%）甚至還高於消極立場（8%），有英國民眾認為，隨着選舉制度的改
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將一片光明。

金融安全
是國家安全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也是國家
經濟平穩健康
發展的基礎。
中央政府曾多

次指出，金融風險關乎國家安全、發展
全局、人民財產安全，是實現國家高質
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要加以防
範和化解。中央政府亦將防範化解重大
風險列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
攻堅戰之一，並強調防控金融風險是打
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重點。

近年來，國家致力深化金融改革，
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並加快與國際資
本市場接軌和深度融合。今年兩會期間
通過的 「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景
目標綱要指出，要着力提升金融領域的
安全發展能力，實施金融安全戰略，包
括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框架，加強
監管合作，以及提高風險防控和應對能
力。

作為國家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離
岸市場，香港的金融發展應定位為服務
國家的整體戰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的股票、債券及基金市場在過去一
年面對多方面的挑戰下不但保持平穩，
而且取得了長足發展。這正說明香港具
備穩健的規管架構和審慎的監管政策，
有助確保金融體系的抗逆力和維持金融
市場穩定。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美關係發展
及環球經濟動盪等挑戰，證監會因應市
況加強了監管力度，透過對持牌機構進
行壓力測試，密切監督證監會認可的基
金的資金流動性和贖回狀況等措施，深
入了解它們的財務情況，以及降低業界
的系統性風險。為了確保市場穩妥有序
地運作，我們訂立了市場應變計劃。如
果發現潛在風險，便會採取應對行動，
強化持牌機構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

在宏觀層面，證監會制訂了一套監
察金融市場的框架及指標，透過每天密
切監察市場交易活動，特別是市場上異
常的交投活動及持倉，藉以識別潛在的
系統性風險。為了保障市場基礎設施能
夠抵禦極端的波動，我們已重點監督香
港交易所的審慎風險管理，並與香港各

家結算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它們所制
訂的保證金政策能夠適當地應付風險。
為減輕極端市場波動所帶來的影響，我
們亦正聯同香港交易所檢討其市場波動
調節機制，包括熔斷機制和其他應急措
施。

積極配合國家戰略
香港與內地的互聯互通機制多年來

行之有效，證明了香港有能力發揮防火
牆和緩衝區角色，有助國家管理跨境風
險及抵禦國際市場在動盪和極端情形下
大規模資金流動的影響。

與此同時，隨着越來越多的內地股
票和債券被納入全球主要指數，海外投
資者需要運用多種對沖工具管理內地資
產的相關風險。香港將繼續致力開發更
多元化的風險管理工具，尤其是與內地
資產表現掛鈎的衍生產品，以助減輕國
際機構投資者在市場急劇波動時的恐慌
性拋售，提升他們對投資內地資產的信
心，進而為內地資本市場引入更多國際
長期資金，控制跨境風險。

更加重要的是，香港與內地的金融
監管機構多年來建立了緊密的監管和執
法合作關係，為跨境資本監控奠定了重
要的基礎，從而保障國家金融安全與穩
定。我們一直以來不斷建立並深化與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長期合作關
係，雙方保持緊密溝通，並簽訂了多項
跨境監管合作安排和執法諒解備忘錄，
通過有效的市場監察和執法等手段，保
障跨境資本的有序流動，並維護投資者
的權益。

於國際層面，證監會透過行政總裁
出任國際證監會組織理事會的主席，以
及參與二十國集團轄下的金融穩定委員
會，積極促進可能影響本港的全球政策
的制訂工作，反映香港作為領先國際金
融中心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全球監管發
展上發揮主導作用。

香港與國家的發展一直密不可分，
維護國家安全既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也
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因素。
因此，香港必須以 「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 的精神，充分利用與國際市場聯
繫，安全可控的離岸環境的優勢，積極
配合國家的戰略，為國家經濟安全作出
貢獻。

香港金融中心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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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餉物業
估價署2月份
樓價指數報
384.5點，連
升兩個月，按
月錄得上升
0.9%，創七
個月高位。今

年首兩個月，樓價累升1.13%。筆者預
期本港樓價會穩步上揚，全年樓價有望
上升15%。主要原因是量化寬鬆厲害，
息口又低，樓市會是一個良好儲蓄的投
資工具。

今年2月份樓價指數反映農曆新年
小陽春市況，升幅0.9%屬健康水平。
踏入3月樓價升勢持續，屬大牛市格
局，樓價平穩上揚，市況向好。

隨着疫苗接種逾月，加上近日確診
人數大幅回落，疫情樂觀向好，種種因
素反映最差日子已過。而且美國及歐洲
的量寬正在排山倒海陸續推出，將會嚴
重攤薄世界有錢人的現金財富，所以爭
相購買資產是事不宜遲，樓市股市會是
目標所在。

事實上，2月樓價指數與2019年5
月396.9點歷史高位只差3.1%，相信在
疫苗普及接種下，限聚令逐步放寬，加
上各國通關在望，旅遊業復甦，樓價指
數最快6月份可突破歷史高位。

近月本港樓市走勢似乎擺脫去年的
橫行格局，有向上突破的跡象。筆者預
計今年樓市會逐小逐小推高，因為本港
買家漸漸加快入市步伐，並且主動出
擊，樓價逐步被溫和推高，這對於尚未
置業人士屬於好現象，不必付出太高溢
價與別人搶購。但隨着疫情緩和及疫苗
普及化，世界經濟會逐漸走向復甦，到
時亦會刺激全球投資意欲恢復向上，樓
市及股市會成為投資者主要追逐目標，
樓價升勢會漸趨明顯。

美國盡量推遲加息
世界經濟復甦，未必會令美國提早

實施加息行動，原因是美國政府及國民
總債務金額經已急升至85.73萬億美元
之鉅，可謂是天文數字。在這個環境之
下加息，不管美國政府及國民都會感到
吃力，美國聯儲局亦不會搬起石頭砸自
己的腳，會將加息行動盡量推遲。美國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可能需要三年
以上時間才能達到通脹目標，重申經濟
復甦仍有很長的路，物價上升並不一定
導致持續高通脹。

鮑威爾強調，維持貨幣政策寬鬆，
由於失業率仍然高企，勞動力市場遠遠
未有達到充分就業。部分資產價格上
升，不一定導致通脹，有信心能將通脹
水平提升，平均值達到2%。

量寬兼息口低 樓價今年料升15%

2021
年 3 月 11
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
過《關於完
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
制 度 的 決
定》。根據

該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被授權修改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和附件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和表決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
30日全票通過上述方案，國家主席
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之後，香
港特區政府已於4月13日將《2021年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在香港刊憲，香港
立法會則在4月14日加開會議，首讀
及二讀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修訂條例
草案。

改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議通過
後，引起國際的廣泛關注。為了更深
度的挖掘不同國家針對此事件的不同
態度和動向，以及提出有針對性的對
策，我們把研究時間設定為3月30日
至4月13日，並通過Meltwater和
Cision兩個數據庫，對全球不同國家
媒體的新聞報道、評論，以及各主要
社交媒體的內容進行數據分析，以及
通過數據庫內置的文本情緒分析模
型，對上述內容進行關鍵詞和文本情
緒分析，從而得出國際社會對香港改
善選舉制度的反應。

在設置關鍵詞搜索數據方面，為
保證數據在最大程度上的精確，我們
分 別 用 了 Hong Kong electoral
reform（共得出逾1440條內容）、
Hong Kong electoral changes
（共得出逾1660條內容）以及
China＋Hong Kong（共獲得內容逾
24萬條）等關鍵詞，對不同國家關
於此事的態度，進行大數據分析和文
本情緒分析，並從中找到了一些較有
代表性和指導意義的國際反應。

一、總體數據呈現分析
通過大數據分析，首先，關注香

港改善選舉制度的主要國家和地區，
除了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前十位分
別是美國、英國、法國、新加坡、印
度、日本、韓國和羅馬尼亞。其次，
有超過88%的各國民眾對香港改善
選舉制度持中立態度，不僅沒有一面
倒地像美國、英國和澳洲等國家政府
那樣持批評和否定立場，部分還持積
極立場甚至支持立場。對香港改善選
舉制度持負面態度的僅佔約5%。

下面，我們將挑選兩個有代表性
的國家進行具體分析。

二、具體國家分析
1、美國
雖然美國政府對香港改革選舉制

度提出批評立場，但從文本情緒分析
可看出，仍有超過52%的美國民眾
對此事持中立態度。

我們對當中的內容進行梳理和分
析，發現除了美國民眾對香港未來的
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表示關切之外，
對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所關注。美國
保守派學者，哈德遜研究院前總裁，
曾被特朗普提名為駐日本大使的肯尼
思．溫斯坦提出，香港改善選舉制
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日本已日益成
為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在這場雙邊關
係中，曾經一度處於弱勢的日本將成
為美國的全面平等夥伴，但日本需要
做更多的工作才能發揮這一關鍵作
用。

雖然肯尼思．溫斯坦沒有明言日
本需要做哪些更多的工作，但綜合此
前的媒體報道，日本官方認為香港選
舉制度的改變，為日本吸引香港金融
人才提供了機會，加上有部分金融機
構將會撤出香港，日本如果吸引香港
的金融人才、金融機構前往日本的東
京、大阪，將有助於日本發展國際金
融中心，在金融領域加強與美國的合
作。

有趣的是，我們發現，中國台灣
地區對香港也是虎視眈眈，像日本一
樣表示要爭奪香港金融人才，取香港
而代之。台灣也有輿論和民眾指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香
港的一道 「保護傘」 ，若香港無法保
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僅中國內地
會損失慘重，外資也會全面撤離。

2、英國
由於歷史原因，英國對香港一直

保持的高度關注，英國政府與美國政
府一樣，對香港改善選舉制度持批評
態度。但我們在對其內容進行情緒分
析時發現，英國民眾的積極反響
（13%）甚至還高於消極反響
（8%），另有超過78%的英國民眾
持中立態度。

我們通過對相關內容進行梳
理，發現有以下兩個值得關注的要
點：

1）呼籲制裁中國。法學弗雷德
里克．考克斯國際法中心聯席主任
Juscelino F. Colares認為，隨着國
際關係不斷惡化，中英雙方之間的制
裁行為越來越密集，而這次的香港選
舉制度改革也是兩國互相制裁行為的

升級，他建議英國政府根據新的選舉
法對中國進行有針對性的懲罰。

2）認為香港將前景光明。在英
國輿論和民眾出現的積極立場中，英
籍資深大律師格倫維爾．克羅斯
（Grenville Cross）認為，隨着選
舉制度的改善，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
將一片光明。香港的司法部門仍然
「一如既往地強大和充滿活力」 。克
羅斯在談到西方最近對改善香港選舉
制度的虛假指控時說： 「這是無意識
的批評，是為了批評而進行的批評，
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

三、我們的建議
其一，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在世界

主要國家中，並無引起太大的負面反
應，因此，建議香港可穩步推進下一
階段的政府施政、司法、教育等領域
的改良、改革事宜。

其二，從部分國際輿情及民眾反
應還可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中央
政府在香港法治基礎上作出的合理、
合法的制度性改革，體現出對香港法
治及核心價值的尊重。在未來的改革
推進中，建議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
府應考慮繼續突出對民主、法治等香
港核心價值的關注和尊重。

其三，不少國家和地區，均表達
出對香港的金融人才、金融機構的濃
厚興趣，希望吸引香港的金融人才、
機構前往該國、該地，以此打造國際
金融中心。對此，我們建議香港特區
政府除了採取各類積極措施留住香港
本地的金融人才、金融機構之外，特
區政府應重新審視香港的入境政策，
進一步吸引中外金融人才、金融機
構，尤其是金融科技人才、金融科技
公司前往香港發展，以此擴充香港的
金融科技人才庫，從而鞏固和發展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四、結語
其一，通過分析發現，世界也需

要一個持續繁榮富強的香港，繼續發
揮作為中國窗口的作用。因為香港是
外國投資中國的唯一國際市場，外國
投資者通過投資香港，以獲取中國經
濟穩定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其二，中國的發展模式在過去幾
年顯現出強大的潛力，讓外國輿論和
民眾有信心，中國通過改善香港的選
舉制度，可以讓香港政局、社會穩
定，鞏固和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以此推動香港繼續繁榮發
展。

其三，外國輿論和民眾與美、
英、澳洲等國的立場不大一致，主要
是這些國家擁有比香港標準更高、更
嚴格的愛國者治國要求。而香港過去
兩年的暴亂，讓外國輿論和民眾看到
一個暴亂的香港，不是大家所希望看
到的香港。對香港關注的大部分外國
民眾，希望香港可以恢復穩定。因
此，他們不會被美、英、澳洲等國政
府的立場左右。

【註：梁海明為海南大學 「一帶
一路」 研究院院長，周文璐、史旭峰
分別為研究院國際數據與輿論中心助
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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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一季高位7.9%

2020年第一季低位-9.1%

2020年
第四季
報-3.0%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法治基礎上作出的合理、合法的制度性改革，體現出對香港法治及核
心價值的尊重，同時更能鞏固香港在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

▲證監會為了保障市場基礎設施能夠抵禦極端的波動，已重點監督香港交易所的審
慎風險管理，並與香港各家結算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所制訂的保證金政策能夠適
當地應付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