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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偉文：港存款5年增21% 金融體系具韌性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近期海外市場對香港金融業有不少
流言蜚語，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

梁鳳儀昨在滙豐全球投資峰會上強調，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活力和韌力不
減，金融機構對香港的信心亦未見
動搖，過去三年間，即使在疫情
影響下，證監會持牌機構的數目
仍能錄得逾4%增長，達到
3250家。其中，持有第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
（提供資產管理）牌照的機構數
目均上升逾13%，當中外資公司控
制的公司佔約15%，強調香港是充
滿生機及韌性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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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香港資產管理業，梁鳳儀表示，業界在宏觀逆境中
站穩了陣腳。同時，傳媒往往集中報道少數企業遷址及縮減
規模，但對開設新辦事處的公司卻少有提及。事實上，過去
三年，香港的對沖基金管理公司、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和
家族辦公室的總數目強勁增長24%。

新資金流入基金大升93%
她表示，去年新資金流入本港註冊投資基金反彈，按年

升93%，而他們的管理資產總值亦錄得中單位數增長。對於
當局新推出的投資基金制度來說，去年也是非凡的一年。相
比2022年，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數目增長超過一倍至
244家，而有限合夥基金數目則上升30%至737家。此外，
受證監會規管的大型金融集團去年的資產管理收入亦恢復正
增長。

縱然挑戰接踵而來，她指出，香港秉持自由的經濟體
制、健全的金融市場、世界級的監管制度和法治精神，並且
匯聚諸如各位的金融人才，因此多年來行穩致遠。即使過往
在1998年及2008年的危機中，香港金融市場都能重整旗
鼓，並展現出更強大的韌力和更澎湃的活力。

在加強市場的聯通性上，她表示，近年其中一項優化措
施就是ETF通。該機制在2022年7月推出，旋即取得成功。
於去年第四季，ETF通的南向交易額按年飆升逾80%，而北
向成交額甚至急增超過五倍。隨着本港不斷完善上市制度，
香港的互聯互通亦走向世界。證監會正努力加強與中東和東

南亞市場的聯繫。聚焦恒指及國指的預託證券去年於泰

國上市。此外，亞洲首隻亦是全球最大的沙特阿拉伯ETF去
年亦在香港上市。

港交所：吸引中東資金來港
港交所（00388）副行政總裁姚嘉仁指出，沙特阿拉伯

經濟正轉型，將為擔任超級聯繫人的香港帶來機遇。他指
出，沙特正積極多元化經濟結構，當中需要大量資金、
人力，以及區域內不同專家參與，認為應探索香港如
何更好地聯繫資本及機遇，作為連接內地與中東
其他地區資本的樞紐。

另外，南方東英去年推出南方東英沙
特阿拉伯ETF（02830），投資沙特
阿拉伯證交所上市的證券，為亞洲
首隻投資沙特的ETF。南方東
英資產管理總裁丁晨說，
ETF讓國際投資者可
以接觸中東市場，反
映香港不僅是中
國與西方的橋
樑，也可以
是中東與
西方的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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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機構日增

●過去三年，證監會持牌機構數
目增長逾4%至3250家；第4類及第

9類牌照機構數目均上升超過13%；2020年
到2023年，外資公司佔比每年均保持在15%左右

資產管理樞紐穩步向前

●香港的對沖基金管理公司、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和家族辦公
室的總數目強勁增長24%

●2023年，在港註冊成立的投資基金的資金流入淨額按年上漲93%，管
理資產價值中單位數增長。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數目按年增長逾倍

至244家，有限合夥基金數目則上升30%至737家

市場聯通性與人民幣國際化

●互聯互通機制將迎來十周年。滬深港通現已涵蓋兩地市場的80%股
票。日後將有更多措施出爐，包括增設大手交易制度，將人民幣櫃

台納入機制，推出房託通

●ETF通機制取得成功，於去年第四季，ETF通的南向交易額
按年飆升逾80%，而北向成交額甚至急增超過5倍
●跨境理財通自2021年推出以來，已有超過7萬名大

灣區投資者參與，今年2月推出多項優化措施，
包括提高投資額度，擴大合資格產品範疇，

及允許券商參與

●本港人民幣發債活動一直暢旺，互
聯互通機制推展至衍生產品，港

交所籌備推出中國國債期貨
合約；截至上月底，人民

幣櫃台平均日成交達
1億元人民幣

梁鳳儀：金融機構對香港充滿信心
持牌券商3年添4%外資佔15% 基金家辦勁增24%

【大公報訊】港股市底轉好，個別
股份慢牛向上，滙控（00005）昨日股
價破位再升1.1%，收報63.9元。恒生
（00011）宣布周三（10日）開始股份
回購計劃，資金偷步炒高，昨日股價升
3.1%，收報94.05元，創去年10月份以
來高位。大新銀行（02356）股價在3月
下旬大陽燭抽高，自始股價密密向上，
昨日升2.5%，報6.1元。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表
示，市場調低美國聯儲局今年減息
預期，對銀行盈利有正面幫助，因
為銀行息差縮窄的空間會因而變
小。張智威稱，進取的投資者可選
擇國際及本地銀行股，但穩健的投
資者仍然應該以內銀股作為首選。
他又稱，滙控今輪股價升浪有望延
續至5月初，因為屆時集團或公布
派發特別股息情況。

整體大市表現。恒指昨日早段
一度衝上萬七關，最多升274點，
見17006點，可惜資金承接力不
足，收市時升幅縮窄至95點，報

16828點。科指收市升33點，報3478
點。入市資金顯著減少，主板成交額829
億元，較上日減少170億元。北水連續第
7日淨買入港股，淨買入額縮水至27.33
億元，較上日減少20.16億元。

汽車股再現鑊氣
張智威稱，投資者注視美國周三公

布通脹數據，以揣測今年減息機會，所

以觀望情緒濃厚，指數短線料在16500
點水平上落。

儘管大市交投減少，但上升股份964
隻，下跌股份625隻，反映投資者在不同
板塊輪動尋寶，旺股不旺市。汽車股再
現鑊氣，而吉利汽車（00175）最值得
注意，昨日股價升1.8%，報9.58元，是
少數近月慢市向上的汽車股，自去年至
今累升32%。吉利汽車3月份批發銷量

15.08萬輛，按年增36.7%，按月增
35.4%；新能源汽車銷量4.47萬
輛 ， 按 年 增 59.4% ， 按 月 增
33.6%。其他汽車股，長城汽車
（02333）股價升8.6%，報10.64
元；小鵬汽車（09868）股價升
6%，報29.85元。

個別股份昨日出現斷崖式下
滑，天瑞水泥（01252）股價跌
99% ， 報 0.048 元 ； 浩 森 金 融
（03848）跌90.9%，報0.53元。
昇能集團（02459）跌49.8%，報
2.1元；中木國際（01822）股價跌
45.5%，報0.085元。

銀行股熱炒 恒指一度衝上萬七關

金管局總裁余
偉文在滙豐全球投

資峰會表示，過去幾年香港經歷很多挑
戰，面對黑暴、疫情等活生生的壓力測
試，歐美銀行業出現危機，本港也順利
渡過，無構成大影響，多種因素都反映
出本港具有自身獨特優勢及韌性，亦維
護了香港市場的信譽及能力。

他指出，本港外匯儲備仍有4200億
美元，銀行系統的流動性比率非常高。
過去五年，香港存款每年都有增加，累
計增加21%。由2019年到2022年，在
港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管理總值增長
20%，反映本港銀行業及資產管理業，
均保持彈性和強勁增長。

余偉文重申，香港金融體系具韌性
之餘，又具備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現

時國際投資者持有的中國債券及股票
中，約三分之二實際上是投資香港，並
相信未來會繼續增長，反映本港擁有獨
特優勢，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將會持續。

此外，余偉文又留意到，一些中東

及東盟國家正探
索以人民幣作為交
易貨幣，並有興趣投
資人民幣，相信人民幣國際
化趨勢將會持續。他表示，香港
普通法體系、資本和信息自由流動，監
管體系都將保持不變。同時，香港另一
個獨特的優勢是世界各地連接中國的主
要門戶。當國家繼續開放，香港就會成
為所有互聯互通計劃的首選地，而對於
投資者而言，他們實際上亦都願意來
港，因為本港具有很好的投資環境。

他相信，國家將繼續開放，並聯繫
全球資本市場，香港便成為所有互聯互
通計劃的首選地。他表示，大灣區為巨
大的市場，接近有8000萬人口，希望確
保大灣區內資本流動更順暢。

2024年
●1月 特首李家超與東盟十國駐港總領事出席午餐

會，交流不同議題

2023年
●12月 亞洲首隻、全球規模最大的沙特阿拉伯交易

所買賣基金ETF，在港交所掛牌

●10月 舉辦香港東盟峰會，多名東盟國家高級官員和政商
界領袖以線上和線下形式踴躍參與

●7月 特首李家超率團訪問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三個東南亞國
家聯盟成員國，加強香港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和投資合作

●2月 特首李家超率官員及工商界訪中東，香港和沙特企業、機構之間交
換六份合作備忘錄或合作意向書，涵蓋金融、創新科技、商務、交通、能
源等範疇。香港和阿聯酋的企業、機構之間也交換七份合作備忘錄或意向
書，加強兩地在建築專業、創新科技、商貿等多個領域的合作

●港交所與沙特證交所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探討在多個領域展開合作，以
推動雙方金融市場互惠互利

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在紐約出席為香港各界人士而
設的酒會時表示，香港是亞洲領先的
國際資產和財富管理中心，截至
2022年底，香港管理的資產總規模
接近4萬億美元（30.5萬億港元），
其中三分之二來自香港以外投資。同
時，香港擁有超過1.25萬名超高淨值
人士，數目超越全球其他城市。根據
最近一項研究估算，香港有超過
2700家單一家族辦公室。許正宇
稱，全球經濟重心將繼續東移，而香
港將可從中獲益。香港不僅是 「超級
聯繫人」 ，也是 「超級增值人」 ，推
動中西方交流合作，共同把握機遇。
香港仍然是吸引全球商業、投資和人
才的理想地。

許正宇在紐約訪問行程期間，
亦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圓桌午
餐會；席間與委員會會長歐倫斯及主
要來自金融界的與會人士，討論中國
及香港經濟發展，香港如何在國家發
展中發揮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

值人」 的角色。另外，許正宇與標準
普爾全球評級環球市場首席經濟學家
Paul Gruenwald會面，闡述維持香
港金融體系健全和財政狀況穩健措
施，並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兼行
政總裁John Williams見面，討論環
球經濟及利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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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經濟重心東移 港投資理想地

▲梁鳳儀表示，雖然挑戰持續，
不過香港的自由經濟、強勁的金

融市場、世界一流的監管、
法治和人才匯聚，有助應對

一場持久戰。 滙豐供圖

▲余偉文表示，中東及東盟國家對開拓
使用人民幣作交易結算感興趣，為香港
帶來發展空間。 滙豐供圖

把握機遇

▲許正宇在紐約訪問期間表示，香港
持續推動中西方交流合作，共同把握
機遇。

▲港股昨日一度衝上萬七關，惜承接力不足，收市報
16828點。 中新社

▲滙豐全球投資峰會昨日繼續舉行。 滙豐供圖

聯繫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