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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道格拉

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昨日在
亞洲金融論壇專題午餐會上發表演講。作為金融
危機的專家學者，他探討了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
的好處。他強調，聯繫匯率制度在維持穩定的貨幣政
策方面具有重大優勢，且無需擔心外來因素的干擾。

此外，道格拉斯．戴蒙德又分析了美息走勢、
地緣經濟碎片化等經濟議題。談到未來可能出現的
金融危機，他指出，不少美國中小型銀行都持
有商業樓宇的貸款資產，但由於商業樓宇的

需求減少，相關風險也不可忽視。

諾獎得主撐聯匯
提升股市流動性

確保貨幣政策穩定 無需擔心外圍波動

撐金融提信心

大公報記者
彭子河

道格拉斯．戴蒙德認為，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
度，港元與美元掛鈎，可以為香港帶來穩定的貨幣政
策，使得證券市場更具流動性，並且能更好地融入美
元計價市場。不過，聯繫匯率制度同時會帶來一定的
限制，他指出，香港須放棄自主的貨幣政策（即
調節利率），但美國聯儲局決定貨幣政策時，只會考
慮美國的經濟情況，若其貨幣政策與香港的經濟環境
不配合，就會產生不利影響。

預防制裁非與美元脫鈎理據
道格拉斯．戴蒙德認為，是否實施聯繫匯率，與

中美關係沒有太大關係，指即使中美是好朋友，若香
港經濟與美國經濟完全不同，有巨大差異，那麼與美
元脫鈎改與人民幣掛鈎亦是合適的選擇。不過，他亦
提到，從一種貨幣體制過渡到另一種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匯率鎖定的過渡具有相當的挑戰性。

對於制裁的問題，道格拉斯．戴蒙德表示，在烏
克蘭事件上看到了很多俄羅斯資產被沒收，人們擔心
美國政府可以把這些東西當作一種武器，但認為這與
美元掛鈎，保持聯繫匯率並非同一件事。他解釋，即
使與美元掛鈎，也可以不持有大量美國資產，認為以
預防制裁為原因與美元脫鈎的理據不強。他續稱，聯
繫匯率對香港有好處，繼續保持並沒有問題。至於與
改與人民幣掛鈎，他坦言由於沒有數據，難言屆時貿
易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會更好還是更糟，故無法給予
答案。

關注地緣衝擊全球供應鏈
被問到美國息口走勢時，道格拉斯．戴蒙德認

為，美國減息時間將較市場預期為遲，雖然核心通脹
在美國正在下降，但聯儲局較看重對通脹預期的管
理。故他認為，聯儲局寧願延遲減息，而非過早減
息。他續稱，現時美國經濟還有很多動力，在接下來
的一兩個月內不會出現太多衰退跡象，料聯儲局可能
會保持利率不變，要一段時間才會減息。

道格拉斯．戴蒙德表示，現時環球出現地緣經濟
碎片化，雖然未至於形成金融危機，但當中的成本會
緩慢地累積，亦會令各國應對戰爭等衝擊時變得更脆
弱。他關注碎片化或會衝擊供應鏈，物價上升可能令
美國的貨幣政策意外地收緊，通脹能否如期回落至
2%的目標仍是一大疑問。

美商業樓需求減或釀成新金融危機
至於下一個金融危機，道格拉斯．戴蒙德表示目

前難以判斷，但指全世界央行及銀行均留意到商業房
地產已成為行業的薄弱的一環，因為疫情期間的遙距
工作令商業樓面需求減少，但有不少美國中小型銀行
持有相關貸款資產，成為近年一大風險。他續稱，現
時環球銀行業的資本充足水平較弱，監管機構有需要
繼續密切監察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確保有足夠的資
本充足率作為應對衝擊的緩衝。

亞洲金融論壇
上，多位專家看好香

港發展虛擬資產市場前景。意博金融
主席諸承譽稱，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
都希望在港拓展業務，原因是特區政
府及監管機構向來十分願意傾聽業界
聲音，並很快對市場意見作出反應。

意博擬申發行現貨ETF
近日美國SFC首次批准投資於比

特幣現貨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上
市，這類加密貨幣現貨ETF相信在香港
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意博金融也正
在準備向證監會遞交申請，尋求在今
年首季推出比特幣現貨ETF。

HashKey Group首席營運官翁曉
奇稱，公司是香港最早獲得虛擬資產
平台牌照的公司之一，目前客戶總數
已超過12萬，至今交易額逾10億美

元。目前香港市場對穩定幣早已有明
顯的需求，因為穩定幣能在區塊鏈上
在全球範圍內結算，而且可促進香港
Web3本土化的發展。

Animoca Brands聯合創辦人兼執
行主席蕭逸指出，一直以來接觸虛擬
資產的都是金融與投資相關人士為
主，但相信隨着虛擬資產在香港越趨
普及，日後會有更多非金融業人士開
始接觸區塊鏈，這是一個代幣化的趨
勢，例如參與遊戲、社交媒體等的人
也會逐漸使用虛擬資產。

證監會中介機構部臨時主管蔡鍾
輝則表示，傳統金融產品也出現代幣
化趨勢，但他卻關注其擁有權會否掉
失，以及相關科技是否可靠。故此，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規管非常重要，
監管機構必須考慮當中的設計和安全
措施，以及如何應對網絡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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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直奉
行聯繫匯率制
度，讓港元與
美元掛鈎。

港金融基建完善
拓伊斯蘭金融具優勢

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金
融中心主席Tan Sri Azman

HJ. Mokhtar出席亞洲金融論壇時指出，香
港是世界其中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
的金融工具及基建，隨着中東與中國深化貿
易關係，東方國家和海合會國家間將積累更
多資金，希望香港能在其中發揮作用。

Tan Sri Azman HJ. Mokhtar表示，香
港一直加強與中東地區的關係，並留意到亞
洲金融論壇上中東地區與會者人數有所增
加。他指，香港一直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
算中心之一，佔據市場份額70%以上，未來
要探討中東市場如何為香港和內地帶來機
遇，並且如何與伊斯蘭金融相結合。他提
到，世界正在多元化發展，伊斯蘭金融不僅
限於東南亞，還可於中國香港、中國上海、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市場發展，強調需要抓
住這些機遇。

他又呼籲金融界要留意去全球化及去中
心化的問題，而金融市場面臨的另一個問題
是貨幣政策的變化。他強調流動性十分重
要，並提到比特幣等技術的發展。他認為，
伊斯蘭金融可以與這些技術相結合，例如穩
定幣，但要關注透明度和合規性，以防止洗
錢和其他非法行為。他強調金融行業需要為
真實經濟服務，並解決氣候、社會和不平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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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戴蒙德認
為，聯匯制度可使香港降
低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內地發展綠色經濟
港融資中心大有作為

合作共贏

港虛產前景寬 企業爭相落戶
金融科技

香港綠色金融協
會主席兼會長馬駿表

示，香港現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綠色
金融中心之一。2022年在香港發行的
綠色和可持續債務合共錄得807億美
元，按年顯著增長逾42%，他相信未
來的增長潛力會更加強勁。

馬駿補充，驅動香港綠色及可持
續金融增長的原因最少有兩個，首先
是市場普遍預期美元利率將趨於下
行，對企業發行更多綠色債券和其他
綠色領域的債務工具有幫助。其次是
中國的綠色經濟正在蓬勃發展。

根據馬駿最近的研究，在中國大
約5%的經濟增長中，預測當中逾40%
將來自綠色經濟，相信可為香港以至
亞洲其他地區提供大量發展機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甄
美薇出席同一場合時說，在現有穩固
的發展基礎上，香港作為區內以至國
際綠色金融樞紐一員，將進一步豐富
其生態系統，未來工作重點有三項。

港將加強可持續發展披露
首先，因應投資者希望獲取更多

信息，以了解氣候轉變對其所投資之
企業的影響，當中包括企業的業務運
營、資產和財務狀況，港交所將參考
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
所制訂的相關標準，要求企業加強可
持續發展披露。

第二個工作重點是綠色金融科技
（green fintech）。甄美薇稱，特區
政府正研究如何結合香港在金融科技
及綠色金融這兩方面的優勢，目標是
將香港發展成為綠色金融科技樞紐。

最後，在轉型金融方面，雖然香
港本身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不
太多，主要是本地碳排放密集的行業
相對較少，甄美薇說香港將發揮其國
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協助區內轉型至
淨零碳排放。她表示，香港金管局或
於今年第一季公布香港的可持續金融
綠色分類目錄，未來也會擴大本地綠
色分類目錄的發展，將更多轉型活動
涵蓋在內。

綠色金融

▲馬駿（中）認為，美息下行的預
期，有助企業發行綠債。 大公報攝

倫敦金融城政府（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周三公布，

2024年英國倫敦蟬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
但該結果不免令人有 「賣花讚花香」 之嫌，亦不乏
自吹自擂的成分。其實今次調查根本罔顧英國本身
正面對的不少經濟困難，尤其是在脫歐後，倫敦本
身的金融地位正受到法國巴黎、美國紐約等城市的
極大挑戰。

倫敦今次成為全球冠軍，得分高達59分，高出
排第二位的紐約2分。倫敦金融城解釋指，倫敦摘
冠，代表其在金融中心方面有較高的競爭力，當中
的原因包括監管效率、移民政策，以及員工重返辦
公室，令倫敦的商業生態得到改善。

脫歐令銀行職位大減
排名報告又指，倫敦在可持續金融及人才、技

能範疇上均名列前茅。但現實是，自英國在2016
年公投決定脫歐後，隨着移民政策的改變，歐洲人
再難以移居英國及找工作，從而令當地的各類專才
人數大減，新增職位也因此大幅下跌。根據招聘公
司Morgan McKinley的數據，倫敦地區的新增銀
行界職位，由2015年高峰期的10.8萬個，急跌至
只剩2.3萬個，減幅高達79%。由此可見，倫敦的
金融人才不但未有增加，反而嚴重減少。

相反地，金融人才在英國脫歐後，卻加速流入
歐洲大陸市場。除了德國法蘭克福仍然是不少大銀
行的總部所在，巴黎在這方面的地位亦愈來愈高。
在英國脫歐的初期，美國銀行在巴黎的固定收益和
交易部員工只有20人，現時已增加至180人，高盛
的員工人數亦由原本的100人增加至500人，摩根
大通的員工人數也大增6倍。

跨國企業削減在英投資
根據世界銀行數字，英國外國直接投資（FDI）

由2016年的3248.1億美元，大幅減至2022年的
441.3億美元，減幅達86%。究其原因，投資者已
不能再透過英國進入具有5億人口的歐洲單一市
場，所以投資英國的吸引力已經大減，而這亦可反
映，倫敦金融城的所謂排名結果，只是自欺欺人。

最後，翻查資料顯示，倫敦金融城政府的市長
是Michael Mainelli，他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同
時亦是商業智庫Z/Yen的創辦人和主席，而在同類
的金融中心排名調查中，Z/Yen是自從2018年9月
以來，便已把紐約名列全球首位的金融中心，而非
倫敦，其次則是新加坡和香港。這或會令人相信，
倫敦金融城的排名，旨在吹捧倫敦地位的公關宣
傳伎倆，而無視真正的國際金融新形勢。

大公報記者木子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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