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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
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

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釋金融強國的豐富內涵，
明確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方
向，釋放了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強音。如何穩

步擴大制度型金融開放，香港無疑是重要橋頭堡和關鍵突破口。著名
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中
央推動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意味着香港有了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
展空間，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影響力。 「香
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一定繼續是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
心。」 劉元春認為，金融強國戰略的實施會不斷提高人民幣在全球貨
幣體系中的地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意味着香港作為離岸人民
幣交易中心的重要性會不斷上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完
善的金融市場和監管體系，吸引了眾
多內地企業選擇在香港上市。據港交
所統計，2023年，在香港上市的內地
企業已超1400家，市值接近28萬億港
元，佔比高達77%。劉元春指出，中
央推動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提高
內地企業赴港上市的便利性；而內地
優質企業的集聚會吸引全球的資金流
向香港，為香港的金融機構提供更多
業務和盈利，從而提升香港資本市場
在全球的影響力。

雙向開放 利港擴展內地業務
「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是雙向

開放，香港金融機構進入內地市場拓
展業務的空間也會不斷提升。」 劉元
春強調，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城市，香
港的金融機構在技術、服務和產品創
新等領域具有專業優勢和人才優勢，
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規模龐大且增長
迅速，正需要香港的金融機構以其專
業優勢和人才優勢，助力內地金融市
場的發展。因此，中央推動金融領域
的制度型開放便利了香港金融機構進
入內地市場拓展業務，為香港金融機
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性機遇。

劉元春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具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和國際化
的金融規則。中央推動金融領域的制
度型開放，意味着內地經濟發展的成
果能更直接地為香港金融市場發展提
供堅實基礎，為金融機構提供更為廣
闊的業務發展空間，從而進一步提升
香港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和規則影響
力，提升香港在全球金融資源匹配中
的地位。

談及香港在金融強國戰略中扮演
的角色，劉元春表示，金融強國戰略
明確了金融發展的目標，作為我國金
融開放的前沿高地，香港在金融強國
戰略中至少在國際金融中心作用、人
民幣國際化、加速金融科創、金融人
才高地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人幣計價 金融創新大市場
首先，金融強國戰略需要香港進

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和功
能。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
香港既為全球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進入
內地金融市場提供便利的投融資交易
平台，也為中資金融機構參與全球金
融市場提供了渠道，發揮香港在全球
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

「香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
一定繼續是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交易
中心。」 劉元春認為，金融強國戰略
的實施會不斷提高人民幣在全球貨幣
體系中的地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這就意味着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
交易中心的重要性會不斷上升。 「隨
着金融強國戰略的實施，我們將看到
香港為全球機構和投資者提供更多的
人民幣投資渠道，湧現出更多以人民
幣計價的金融創新產品。」

此外，金融強國戰略需要香港加
速金融科技創新，成為全球金融科技
創新的中心。劉元春表示，香港可以
利用金融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加強
與內地金融機構的合作，成為內地金
融機構在金融科技領域與全球金融科
技公司合作的連接器，進一步推動香
港金融科技的創新活力，成為全球金
融科技創新的中心。

新階段 新發展

劉元春：建金融強國 港重要性更凸顯
人幣國際化加速 更多發展機遇 更大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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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港優勢 構築灣區金融人才高地
「不管是強

大的貨幣，還是
強大的中央銀行、金融機構、國際金融
中心和金融監管，任何一個金融強國目
標的實現，都需要強大的金融人才
隊伍的支撐。」 劉元春說道。

「作為全球老牌的國際金融中
心城市，香港一直是全球金融創新
人才的集聚之地，擁有一流的金融
教育資源和成熟的金融專業人才培
養機制。」 劉元春表示，金融強國
戰略的實施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視野
和創新能力的專業人才，因此，香

港未來需要進一步成為在全球吸引、培
養金融創新人才的高地，為金融強國戰
略的實施輸送更多的創新人才。

劉元春亦談到，大灣區作為中國金

融改革開放的前沿，需要在金融強國戰
略實施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這就需要
採取有效的措施，推動大灣區構築金融
人才高地。 「大灣區要利用香港的金融

人才優勢，加強香港和灣區其他地
區之間的人才交流，建立常態化交
流渠道和機制。比如，大灣區可以
更充分地利用香港的教育資源，採
取多種方式為灣區培養更多的金融
人才；還需要搭建平台更好利用內
地的教育資源，開拓香港與內地教
育機構之間的合作和交流，為人才
發展提供更多機遇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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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及 「香港應如何
提升金融與科創黏性，融入

大灣區產業體系？」 劉元春指出，首先，加強合
作與協同。香港可以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加強合
作，共同打造金融科技創新中心和產業生態圈。
通過共享資源、互相支持，實現金融與科創的深
度融合，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其次，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務。劉元春表示，
香港可以為大灣區的科創企業提供金融支持和服
務，包括風險投資、融資渠道、金融產品等。通
過提供便利的金融環境和創新金融工具，吸引更
多科創企業在大灣區發展，並促進金融與科創的
良性互動。

劉元春認為，在推動人才流動和交流方面，
香港可以積極推動金融和科技領域的人才流動和
交流。通過建立人才交流平台、舉辦專業培訓和
交流活動，促進香港和大灣區城市的人才互通，
共同提升金融與科創的人才素質和創新能力。

優勢互補

國家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香港強大背靠

人幣債券 投資新寵

•截至2023年末，共有
1124家境外機構進入中國
債券市場，覆蓋70多個國
家和地區，持有中國債券
總量為3.72萬億元人民
幣，較 「債券通」 開通前
增長340%。

金融巨擘 扎根中國

•人民幣作為支付貨幣、
投融資貨幣、儲備貨幣功
能不斷增強，銀行業的30
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均
在華設分支，全球最大40
家保險公司近半數進入中
國金融市場。

中資保險 布局海外

• 「一帶一路」 金融服務
行穩致遠。中國銀行業保
險業持續優化海外布局。
目前，13家中資銀行在50
個共建國家設立了145家
一級機構，6家中資保險
機構在8個共建國家設立
了15家境外分支機構。

外資湧入 港闢綠道

• 「滬深港通」 、 「債券
通」 、 「互換通」 平穩高
效運行。去年上半年，滬
深港通北向交易日均成交
額達1093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5%，並較2020年同
期增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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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滬港
通開通後，兩地相
繼迎來多個股市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

劉元春

主要研究領域
•開放宏觀經濟學；貨幣
政策與通貨膨脹分析；中
國經濟增長。

主要研究成果
•在《中國社會科學》、
《經濟研究》、《世界經
濟》、《管理世界》、
《人民日報》、《求是》
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
400篇，出版專著20本，
獲得 「孫冶方經濟學論文
獎」、 「孫冶方經濟學優
秀著作獎」、 「國家哲學
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獎」等
獎項近30項。

大公報記者孫志整理

現 任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經
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國務院特聘專家、國家
「百千萬人才工程」有突
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家
新世紀人才。

▲2023香港金融科技周上，參會者向展商諮詢業
務。 中通社

中央強調，中國特色
金融發展之路，堅持把金

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當被問及 「如
何令金融發展同實體經濟做到相平衡？如何更
好地在金融創新方面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
重點從哪些地方發力？」 劉元春表示，首先應
該加強監管和風險防控，實現金融創新發展和
風險控制之間的有效平衡。

「既要優化我國金融監管體系，提高我國
金融監管制度的有效性，能夠做到在事前防範
金融風險的發生，確保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安
全性和穩定性。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前提下，要
允許金融機構為企業和家庭提供更好的產品和
服務，更好地滿足家庭和企業的需求。」 劉元
春表示，在鼓勵金融創新發展的同時，要切實
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管，防止金融創新過度放
大風險，確保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
動。

此外，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採取有效的科
技金融支持政策，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實
體經濟的升級發展在本質上是經濟增長的創新
驅動，經濟增長的創新驅動需要科創企業的技
術創新，更加需要金融機構創新產品更好地服
務科創企業。一是要鼓勵金融科技創新，推動
金融與科技的深度融合，提高金融服務的智能
化和便捷性，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加精準和高效
的金融服務；二是要鼓勵支持金融機構開展綠
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金融業務，引導資金流向
環保和低碳領域，推動實體經濟向綠色和可持
續發展轉型。

加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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