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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金
融中心，不僅是連通內地

和海外的橋樑，更是全球最大的
離岸人民幣中心、擁有充裕的國
際化人才儲備。中西區區議員、
華潤資本副總經理、首席投資官
張宗相信，只要香港能利用好這
些優勢，就能在未來50年保持獨
特的地位。他並建議，未來可以
推出更多人民幣計價產品，讓離
岸人民幣流動起來，為市場提供
更多人民幣投資選擇。

責任編輯：許偉生 美術編輯：蕭潔景

大公報記者 蔣去悄
實習記者蔣夢宇

根據金管局統計，截至今年5月底，離岸人
民幣存款額突破1.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亦接近1.2萬億
元，是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樞紐。張宗表示，在全
球貿易脫鈎的大環境下，人民幣在全球貿易支付
中所佔的份額持續增加，其中俄羅斯、中東及東
南亞使用人民幣的比例正逐漸提升。

助力人幣國際化大有可為
張宗認為，香港擁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

場，有大量儲蓄沉澱，這些錢絕大多數時間都在
境外流動，隨着市場規模不斷增加，乃至與在岸
市場相比都佔據相當大的比例時，人民幣國際化
便水到渠成，屆時只要打開在岸和離岸之間的
「閘門」 ，該過程可能一夜之間就能實現。

張宗並提醒，香港承擔着控制人民幣在境內
外與其他貨幣轉換的角色，只有這樣才能在保障
金融安全的情況下，培養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影
響力，該功能在全球範圍內具備唯一性，因此香
港不僅是具備重大戰略價值的試驗場，還能在該
過程中迎來巨大機遇，關鍵在於如何把握。

手握巨大優勢，應當如何發揮？張宗指出，
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龐大，而目前市場上以
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還不算多，完全可以擴充這類
金融產品的數量，為投資者提供更多的產品，充
分活躍市場交易，同時為內地政府及企業提供資
金籌措渠道。

「超過1.1萬億人民幣總不能全部以存款的
形式停留在賬上，要思考怎樣利用起來。」 張宗
表示，資金流動存在乘數效應，這些錢只要流轉

三次就能擴大為三萬億元，不論是特區政府還是
業界，都可以考慮設立更多好的，有一定吸引力
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讓資金充分流
轉。

內地債獲境外投資者追捧
港交所在去年推出 「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

式」 ，為持有離岸人民幣的投資者提供交易渠
道。張宗指出，除了股市外，內地政府和企業還
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以此前廣東、深圳和海南
多次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為例，在海外投資者群
體中收穫不錯的反響，說明在境外發行的該類債
券有不錯吸引力，惟不同地區之間亦會有所分
別， 「深圳和上海發債會賣得很好，價格也可能
很便宜。」

此外，京東等多家內地企業近期紛紛在港發
行可轉債。張宗提到，這些債券賣得很好，利率
也偏低，很多美資銀行和金融機構都有購買，
「難道他們真的不看好中國市場？還是要挑選資

產的。」 他指出，這些外資並沒有那麼不看好中
國經濟，微觀來看不同企業發債的效果可能有差
異，相信有機會釋放現有市場的投資需求。

活用人幣資金池 港離岸樞紐機遇大
張宗︰人幣計價產品應更多樣化 吸引外資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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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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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世界，是海外與內地資金出入
的重要樞紐。因此，與其他金融
中心相比，張宗認為香港的制度
優勢顯著，最為突出的利好在於
「一國兩制」 。他指出，業界常
常將香港視作連接內地和世界的
橋樑，個人認為香港更像一個
「路由器」 ，在兩個制度之間實
現信息的流通和搬運，除了連接
功能外，還具備轉換的作用。

「路由器是做什麼的？是網
絡中的一個個節點，能夠理解不
同局域網和廣域網的協議。」 張
宗指出，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制
度，但其中要怎樣互相轉換，去
實現信息的流通和搬運？路由器
便是起到連接和轉換的作用。

張宗指出，假如香港能起到
轉換器的作用，那麼放眼全球都
找不到第二個功能相似的主體，
而新加坡缺乏巨大的市場作為腹
地，除非與整個東南亞合併為一
個國家，否則難與香港相提並
論。

人才豐富 熟悉國際市場
除了制度優勢外，張宗表

示，香港還具備充足的人才儲
備，特別是理解自由資本主義的
人才，以一座城市而言，其數量
超過北京、上海及廣州的總和。
他認為，香港作為對外開放的窗
口，毫無疑問需要這些理解世界
的人才，在內地城市則很難找
到，相信這絕對是一項獨特的優
勢。

他同時提到，這項優勢也表
現在香港企業出海前往中東、東
南亞市場發展時，本地的技術性
和商務型人才，相較內地而言會
更加理解市場經濟、以及外語掌
握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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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通內外

特區政府近年推出多
種措施以促進和支持中小企

業的發展，張宗表示，香港能為從事金融科技業
務的中小企提供相對自由的環境，允許企業進行
創新，為市場引入更豐富的金融產品及工具。此
外，他建議，應改善港交所與內地交易所角色重
合的問題，通過產品差異化鞏固香港的優勢。

張宗認為，香港傳統意義上的投資仍主要關
注基礎設施，但由於國家及特區政府對科創的重
視，投資者對此類企業的關注度有所提升，香港
有機會發展如 「灌木叢」 般的企業生態，體量雖
小但數目及種類豐富。他表示，這會對本地金融
市場助益良多，如為監控和管理風險的中後台系
統提供創新工具。

此外，張宗指出，目前港交所與內地交易所
的定位不夠清晰，有些產品存在重合。他建議，
港交所可以做更多工作來強化自身優勢，建立差
異化角色。例如，港交所具備更大的市場容納度
以及更寬容的金融監管，能夠允許大盤公司進行

彈性較大的交易。他還希望，國家能夠引導三間
交易所作出功能區分，以便更好互相配合。

至於外資是否會回流香港市場，張宗表示並
不擔心，相信 「只要投資者能在這個市場賺到
錢，大家就都會來。」

大公報實習記者蔣夢宇

金融新機遇

近年香港大力吸引企業來
港，張宗對此建議，香港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HKIC）可以加強 「投後管理」 ，
即不局限於為內地赴港企業提供資金，還需提供包
括市場、服務在內的其他資源，在業務端發力，幫
助他們落戶香港。

張宗表示，市場上多數的投資基金的策略並非
追求每一個項目都能有回報，而是追求一種 「可能
性」 ，即做成少數幾個能帶來數倍回報的項目。並
且基於這種策略及人力不足等現實問題，很多投資
基金忽略了 「投後管理」 的重要性。

張宗指出，HKIC是通過投資拉動香港經濟的

戰略投資者，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抓手，而具有發展
前景的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投資，還有來港後的市
場拓展以及在業務發展上的協助， 「投資只是藥引
子」 ，在現時經濟表現仍有待改善的背景下，企業
更缺少業務渠道，僅靠 「租金優惠」 等措施不足以
留住來港企業。

「如何為這些企業提供訂單才是HKIC的最大
挑戰。」 張宗建議，HKIC應發揮背靠政府的優
勢，協助企業開拓市場、發展業務或對接市場資
源，若特區政府及投資機構能夠給予企業一定數量
的訂單，赴港企業就能更好落戶香港。

大公報實習記者蔣夢宇

力避兩地交易所重合
強化錯位發展鞏固優勢

清晰定位

做好投後管理增在港落戶吸引力
加強支援

▲港交所與內地交易所角色重合的問題，可通過
產品差異化來進行改善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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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省市來港發債情況
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數據來源：深圳市財政局及國家發改委

深圳市

50億離岸人民幣債券

50億離岸人民幣債券

50億離岸人民幣債券

海南省

-

50億離岸人民幣
債券

50億離岸人民幣
債券

2023年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狀況
分項

中國跨境人民幣
結算量

經常項下跨境
人民幣結算量

貿易項下跨境
人民幣結算量

人民幣在全球支付
結算的使用份額

數據來源：
中國銀行2024年《人民幣國際化白皮書》

人民幣使用情況

52.3萬億元

14萬億元

10.7萬億元

4.14%

按年變幅

+24.1%

+33.4%

+34.9%

+2.23個
百分點

國家常態化在港
發行央票和國債

年份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數據截至2024年6月止
數據來源：香港金管局及國家財政部

人民銀行

1200億人民幣
央行票據

1600億人民幣
央行票據

1400億人民幣
央行票據*

財政部

230億人民幣國債

500億人民幣國債

550億人民幣國債
（年內將發行總量）

香港人民幣存款走勢香港人民幣存款走勢（（億元億元））
1134011340

97959795

83598359
92689268

72167216
6322632261506150

55915591

20172017年年

20182018年年
20192019年年

20202020年年
20212021年年

20222022年年
20232023年年

20242024年年
（（截至截至55月月））

54675467

20162016年年

▲本港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還不算多，完全
可以擴充這類金融產品的數量，為投資者
提供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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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9日
最高3.70億人幣

8月

昨日
0.52億人幣

7月

註冊非香港公司數目（間）

資料來源：公司註冊處 *註：截至2024年5月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11061 12494 13752 14348 14533 1482614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