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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國際結算銀行（簡稱BIS）聯合主辦的高級
別會議將於今日（28日）舉行，昨晚率先舉行歡迎晚宴。金管局總
裁余偉文表示，在過去30年，香港金管局與BIS在歷經風浪之中不
斷成長，在確保金融體系的韌性，以及在促進中央銀行之間的合作
和政策對話方面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

11月27日
歡迎晚宴

主題致辭─中國人民銀行前任行長周小川
11月28日
上午部分

歡迎致辭─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
主題演講─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主題演講─國際結算銀行總裁

Agustín Carstens
專題討論1：通貨膨脹，金融穩定與就業
專題討論2：貨幣體系的未來
主題致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
主持人：金融學院高級顧問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前任總裁陳德霖
下午部分

專題討論3：中央銀行三十年
專題討論4：亞洲市場的長遠機遇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責任編輯：龍森娣 美術編輯：劉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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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偉文在晚宴上致歡迎辭，形容今
年對金管局與BIS都有特殊意義，因為
今年是金管局成立30周年及國際結算銀
行亞太區代表辦事處在香港成立25周年
的日子。在過去30年，他說香港、中國
內地、亞洲地區以至世界各地經濟都經
歷相當大轉變，主要由兩個因素驅動。
一個是技術創新和數字化，另一因素則
是全球化。當然，他說中央銀行在促進
經濟和金融穩定方面也起着非常關鍵的
作用，這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石。

BIS總裁：香港市場帶來啟發
國 際 結 算 銀 行 總 裁 Agustín

Carstens表示，高興見到香港在解除所
有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防疫限制措施之
後，香港經濟重新恢復活力，相信未來
還有更多發展。對於許多新興和發展中
經濟體，香港在金融體系監管方面是其
參考對象，也為市場帶來很多啟發。

Agustín Carstens續說，25年
前，BIS在香港開設了第一個辦事處，
隨着代表處不斷成長，BIS選擇在香港
和新加坡設立 「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
紐」 ，藉此促進各央行就創新金融科技
的國際合作。

根據會議日程，出席活動的現任或
前任央行行長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潘功勝、前任行長周小川；金管局總裁
余偉文、前任總裁兼金融學院高級顧問
陳德霖；以及來自英國、新加坡、澳
洲、印度、西班牙、瑞典、泰國、日本

等地的央行代表，陣容鼎盛。
余偉文近日透過匯思撰文為活動

「熱身」 ，指金管局自1996年成為BIS
成員之一，此外亦參與另外兩個總部設
於巴塞爾的重要國際標準制定機構：金
融穩定理事會（FSB）及巴塞爾銀行監
管委員會（BCBS）。金管局同時也是
許多其他金融和貨幣領域的國際和區域
組織成員。

金管局與其他央行互相取經
余偉文表示，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對金管局有效履行監管職責及保持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至關重要。透過這些
組織及會議，金管局可以針對一些可能
影響本港市場的重要政策事宜，與其他
央行互相取經借鏡，確保香港處於國際
金融發展的前沿。香港是開放型經濟
體，特別容易受環球因素影響，故需要
在國際組織積極發聲，確保倡議和政策
能在香港甚至區域內得到採納和執行。

央行會議今在港舉行 促進金融穩定
BIS總裁：港經濟展現活力 金融監管完善值得借鏡

中國人民
銀行前任行長

周小川昨晚在歡迎晚宴上發表主
旨演講，主題圍繞電子支付和數
碼貨幣在中國市場的發展。他表
示，中國現時約90%零售支付
和零售交易是以電子化或數碼化
方式處理。雖然電子支付在零售
層面普遍應用，不過他指這與人
民幣國際化是兩回事。

周小川表示，雖然已卸任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一職，但仍關心

數字貨幣的
發展。

中國現時仍有大約10%零售支
付未電子化，部分原因是，例如
用戶持有紙本貨幣的成本仍低；
其次是部分小微企業企圖透過使
用紙幣以避稅，但指情況正在發
生變化。

中國數字人幣發展全球前列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市場規模龐大，周小川指現時有
很多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為消
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其中一個促
進電子支付普及的重要原則，是
各種工具之間能互通。

在 發 展 央 行 數 碼 貨 幣
（CBDC）方面，中國的數字人
民幣在全球市場的發展亦處於前
列位置。周小川表示，部分市場
人士認為，由大型商業銀行發行
的數字貨幣未如CBDC穩健，他
認為有誤導成分，因為商業銀行
是受到監管機構監管，而存款也
受到存款保障計劃保障。

另方面，他說電子支付或數
碼貨幣在中國零售層面普及，但
與人民幣國際化是兩件不同的
事，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在
貿易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
方面日漸為市場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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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沙特阿拉伯的未來投資倡議研
究所（FII Institiute）、特區政府與港交所

（00388）合作，在港舉辦首次 「FII Priority」 亞洲峰會，峰
會將於12月7日及8日在港交所的香港金融大會堂舉行，是首次
在沙特以外的亞洲地區舉行。

FII研究所行政總裁Richard Attias昨日表示，選擇香港作
為峰會地點，因為香港充滿活力，作為連接東西方的超級聯繫
人，是亞洲商業樞紐，亦是國際企業通往中國內地的門戶之
一，配合吸引的營商環境，有助不同企業與投資者接觸更多商
機。峰會將討論人工智能、金融、新能源、供應鏈重組等，或
會談及體育和娛樂範疇，以協助參會者了解資金應該投放到哪
些地域或行業。

會議日程

世界橋樑

沙特投資研究所下周來港辦峰會

舉辦日期：2023年12月7日至8日

主 題：Megatrends
Shaping Humanity

會議範疇：人工智能（AI）和機械科技、
教育、醫療、可持續發展

出席名單：行政長官李家超、港交所主席
史美倫、港交所行政總裁
歐冠昇、紅杉中國創始
人沈南鵬等

FII PRIORITY
香港峰會 這次與金管局合辦這場會議的國際結算銀行

（BIS），成立於1930年，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
BIS致力於促進中央銀行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維護
全球貨幣與金融穩定。金管局自1996年成為其成員
之一。

除BIS外，金管局亦參與另外兩個總部設於巴
塞爾的重要國際標準制定機構：金融穩定理事會
（FSB）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兩
個機構都致力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前者強化監
管政策，後者則為全球銀行業制定監管標準
及指引。金管局同時也是許多其他金融
和貨幣領域的國際和區域組織成員。

周小川：電子支付漸普及
中國90%零售交易已採用

話你知

BIS致力促進央行間合作

積極應對極端天氣

龍眠山

未來20年間，香港熱夜數量的
十年平均值將由32日增至48日，增
幅5成；最高一小時的降雨量可達
230毫米，相比今年世紀黑雨創下
的一小時降雨量158.1毫米，增加
逾四成。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中大
建築學團隊聯合港大、科大團隊
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極端天氣
越來越頻繁，一方面是因為人類
活動導致的全球溫室效應愈演愈
烈，使得大氣、海洋和陸地變
暖；另一方面，香港高密度的城
市形態加劇城市熱島效應。專家
警告，熱夜對人類健康的威脅比
白天酷熱更大，而強降雨天氣的
增加，意味着山泥傾瀉、嚴重水
浸的機會上升。

當極端高溫和降雨愈見頻繁
和嚴重，甚至演變為常態，我們
應該如何辦？

首先，當然是加強全社會對
問題嚴重性及潛在影響的認知，
提高危機意識。譬如說，在黑雨
警告下，仍有不少人外出或回

家。但從現在開始，人們要更加
注重自身安全，盡量留在室內的
安全地方，靜候暴雨過去，遠離
水浸區和斜坡等。同時，市民要
準備避難用品，包括糧食、藥
品，以備不時之需；

其次，政府及社會團體要做
好防災培訓，強化防災宣傳，提
升求生技能，盡一切努力減輕災
害可能造成的人命傷亡；

其三，未來在城市規劃、基
礎建設乃至建設後的管理和運作
方面，都要考慮到極端天氣可能
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北部都會區
以及交椅洲人工島兩大基建項
目，在規劃和施工時需要將極端
天氣納入考量。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是，降低
溫室效應的前提是減少碳排放。
特區政府要制訂更具體的行動，
力爭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企業和
個人也要做好節約用電、綠色出
行、減廢回收等環保措施。救地
球、救香港，也是自
我救贖。

▲國際結算銀行總裁Agustín Carstens。

發揮國際化優勢是香港由治及興必由之路
香港加快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進一

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代表香港的國
際化特色將被削弱，恰恰相反，香港的
國際化優勢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在昨
日舉行的 「香港財經論壇2023」 上，行
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憑藉 「一國兩
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成為兼具中國優勢和國際優勢的城
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
致辭強調，堅持國際化特色，發揮國際
化優勢，善用國際化平台，這是香港由
治及興的必由之路，也是香港服務國家
的優勢所在。

中國正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全世界都在關注，期待搭乘中國
式現代化巨輪。鄭雁雄表示，香港 「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 ，具有五大優勢，
包括無與倫比的 「一國兩制」 制度優
勢，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三大中
心」 傳統優勢，雙向開放區位優勢，名
校匯聚創科優勢，多元融合文化優勢。
因此，香港既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橋樑
紐帶，也是世界注目中國、進入中國的
窗口和門戶，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發
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國際化是香港的顯著優勢，香港要
維護和發揮這個優勢，基於三個方面的
原因。首先，堅持國際化特色是香港揚
名立萬的成功密碼、信心之源。國際化
是香港最鮮明的標識，已經成為海內外
投資者和各國友人的普遍共識，是香港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超級聯繫人的關鍵所
在，面對任何風浪都不會改變。鄭雁雄
指出，一個中西交匯、包容開放的香
港，必將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吸引更
多投資者紛至沓來。

其次，發揮國際化優勢，是香港由
治及興的必由之路、康莊大道。香港要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須更好發揮
國際化優勢。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
法的司法管轄區，國安法的加持有效堵
塞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成功保護了
公眾利益和投資者合法權益。優良投資
環境、卓越聚才魅力和完備的法律制
度，必將持續為香港發展增添強勁動能。

其三，善用國際化平台是香港服務
國家的優勢所在、貢獻所在。中國式現
代化萬馬奔騰，一往無前，香港運用好
國際化平台，正是服務國家、發展自身
的切入點。鄭雁雄期待香港全力爭取加

入RCEP，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
能；更加主動參與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 ，更加積極擁抱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香港的朋友圈只會越來越大，香港
的國際舞台只會越來越寬廣。

事實正是如此。香港復常以來，特
區政府在全球 「搶人才」 、 「搶企業」
方面成果斐然。而多場國際盛事紛紛在
港舉辦，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投下的信心
票。事實上，聯合國駐華協調員常啟德
昨日在致辭時強調，非常看好香港的未
來發展。太古集團主席白德利表示，
「一國兩制」 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已擬定未來十年在香港及內地投資1000
億元的計劃。不僅如此，昨日論壇吸引
了大批政商界精英出席，還有許多人因
場地所限而無法入內，這足以說明各界
對香港發展的信心。

說到底，堅持和發揮香港國際化優
勢，符合香港利益，符合國家利益，既
是 「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亦是國家
長期政策。中央始終看重香港的國際化
優勢，始終支持香港進一步擴大國際聯
繫、多交國際朋友，不管未來國際形勢
如何變化，這都不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