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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從不同金融機構收
集反饋，並積極與內地監管機構
探討，會不斷推出互聯互通優化
措施，為金融機構及投資者提供
更豐富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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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執
行總監容永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本港企
業不僅要面向海外，主動破局，繼
續開拓國際市場，更要面向廣闊的
內地市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
指出，不僅要對外說好香港故事，
更要宣傳大灣區的發展優勢，吸引
世界各地的企業和投資者參與中國
高水平對外開放，共享中國龐大市
場和開放發展的紅利。

容永祺續指，透過更高水平的
互聯互通，配合9個大灣區內地城市
在場所、人力資源、制度等方面的配
合，相信例如金融服務、法律服務、生
物醫療研究等香港優勢產業在大灣區能
夠獲得更好的發展。不僅如此，大灣區
在融合的過程中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良性

互動，對於創新科技亦有很大的推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九龍社團聯會

理事長徐莉表示，今年她是第二次參加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的活
動，她認為論壇對香港聚焦金融和科技

領域服務的創新與發展做出了深刻的
探討，起到了領航的作用。徐莉指，
現場邀請了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專業人
士，借此論壇向本港社會分享了他們
對於發展金融創科和新質生產力的設
想與期望。

港金融科技大有可為
徐莉認為，從硬件基礎和擴張速度

來看，內地在科創領域目前處於領先地
位，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具有成熟
的法律體系和與海外市場高度接軌等優
勢，在金融科技發展方面大有可為。她
還表示，大灣區的金融科技創新和新質

生產力發展與本港的民生息息相關，香
港地區團體在加速粵港澳大灣區融合，
推動產業創新的過程中不是旁觀者，而
是參與者。

大公報記者陸九如

宣傳大灣區優勢 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徐莉表示，內地在
科創領域處於領先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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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濂指出，時至今日， 「滬深
股通」 已成為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證
券市場最信賴的途徑，相關每日平均
交易額從2014年推出時的約60億元人
民幣，增至今年首十個月平均逾1360
億元人民幣，升幅達23倍，佔滬深證
券市場總交易量約8%。 「港股通」
方面，每日交易額從2014年推出時的
約9億港元，上升至今年首十個月平
均近440億港元，升幅達46倍，佔香
港證券市場總交易量約17%，累計更
為香港股市帶來超過3.4萬億港元淨資
金流入。 「債券通」 則進一步深化了
兩地資本市場的聯通，當中，北向通
的日均成交量從2017年的22億元人民
幣，增長至今年首十個月約431億元
人民幣，增幅超過18倍。

陳浩濂續指，互聯互通十年來快
速發展，由早年的深港股票通到2021
年啟動 「跨境理財通」 ，標誌着不斷
深化的跨市場、跨基建、跨機構聯
通。而市場對今年2月對 「跨境理財
通」 的優化措施亦反應正面。截至9
月底，參與 「跨境理財通」 的個人投
資者已超過12.45萬人，跨境匯劃資
金（包括粵港澳）突破914億元人民
幣。

推動人民幣資金國際化
談及互聯互通優化措施，華泰金

融控股（香港）首席執行官王磊表
示， 「跨境理財通2.0」 增選券商作為
中介主體，以令更多中介機構在該機
制下發揮渠道能力。金杜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鍾鑫則認為，互聯互通機制不
僅促進了標準化產品的放開，還逐步
向私募型產品拓展，推動人民幣及其
資產的國際化。他指出，越來越多國
際投資者透過香港投資內地市場。

在市場參與者看來，互聯互通機
制的前景值得期待。華夏銀行香港分
行行政總裁兼行長陳皓表示，該行最
初在大灣區金融市場布局是以企業金
融市場為主，得益於互聯互通機制，
集團未來將會逐步轉到企業金融和個
人業務 「雙聯動」 的模式。他期望，
未來跨境理財通能在投資上限及產品

方面進一步擴容，讓集團私人銀行板
塊業務從中受益。

鍾鑫指出，開放投資選擇是一個
需要循序漸進的過程，預期未來國家
在投資通道和出口方面會提供更為寬
鬆的條件，幫助投資者有序進入國際
市場。他續稱，高淨值客戶在資產配
置中的穩定性不足，呼籲專業機構加
強與客戶的溝通，提升服務覆蓋水
平。

灣區加強金融創科合作
此外，鍾鑫認為，香港作為區塊

鏈技術的 「試驗田」 ，未來應考慮放
寬境內投資者通過香港投資通證化資
產的限制。他表示，內地在虛擬貨幣
及通證化技術資源方面積累深厚，若
政策層面給予適度開放，將有助於支
持在香港或其他境外市場運營的相關
企業發展。

對於未來發展，陳浩濂回應稱，
特區政府從不同金融機構收集反饋，
並積極與內地監管機構探討，會不斷
推出優化措施，以為金融機構及投資
者提供更多機遇。他提及，去年人民
銀行、香港金管局及澳門金管局共同
簽署《關於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化金融
科技創新監管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同意把人民銀行的 「金融科技創新監
管工具」 、香港金管局的 「金融科技
監管沙盒」 和澳門金管局的 「創新金
融科技試行項目的監管要求」 聯網對

接，降低了創新試點的成本並加速推
出速度。陳浩濂表示，未來也會繼續
探討在大灣區內推出更多金融科技創
新。

「同改革 同創新 同
發展 領航 『9+2』 ．第五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 匯
集數百位政商界領袖。昨日
在圓桌論壇「互聯互通促融
合 深化改革新突破」環節，
嘉賓共同討論互聯互通機制
的發展成果及未來。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指
出，隨着近年兩地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不斷增量擴容，香
港充分發揮其「超級聯繫人」
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為
境內外投資者提供豐富的資
產配置選擇，亦吸引更多資
金流入兩地資本市場。

大公報記者
蔣夢宇 陳思華（文） 黃洋港（圖）

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

互聯互通不斷擴容 吸引全球資金
北向成交十年升23倍 南下買港股逾3.4萬億

互聯互通數據亮點
•「滬深股通」 方面，每日平均交易額從
2014年推出時的約60億元人民幣，上升至
2024年首10個月平均逾1360億元人民幣，
升幅達23倍，佔滬深證券市場總交易量約
8%

•「港股通」 方面，每日平均交易額從2014
年推出時的約9億港元，上升至2024年首
十個月平均近440億港元，升幅達46倍，
佔香港證券市場總交易量約17%，累計為
港股市場帶來逾3.4萬億港元淨資金流入

•2024年10月8日，滬深港通北向及南向交
易成交金額分別創下5101億元人民幣及
2803億港元的歷史新高

•「債券通」 方面，北向通的日均成交量由
2017年的22億元人民幣，上升至2024年首
十個月約431億元人民幣，增長超過18倍

•截至2024年9月底，參與 「跨境理財通」
的個人投資者已超過12.45萬人，跨境匯劃
資金（包括粵港澳）超過914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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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濂表示， 「滬深股通」 已成為
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證券市場最信賴
的途徑。

▲鍾鑫指出，越來越多國際投資者透
過香港投資內地市場。

兩地金融互通 銀行券商獲益多
互聯互通過去10年急速發展，已成為

商業銀行、券商及律師行業務的重要增長
點。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首席
執行官王磊表示，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的
互聯互通機制開通以來，公司從南向通和
北向通的資本市場中不斷獲益，收入從
100億元增長至2000億元，該業務板塊目
前已經成為公司最重要的增長點之一。

王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市場
已經日益形成多元化的優勢互補，在新興
領域包括互聯網金融、綠色金融及普惠金
融不斷有新亮點。在互聯網金融方面，香
港推出轉數快支付系統和發放了虛擬銀行
牌照，同時還設立了區塊鏈技術為基石的
數碼金融沙盒。廣東也搭建了基於區塊鏈
的貿易融資企業系統，推動企業和銀行的
線上融資對接和數碼認證評級及估值服
務，相信未來這個局面將不斷推進和延
伸，進一步為集團帶來收益。

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行政
總裁兼行長陳皓則表示，華夏銀行2020年

9月才正式在香港設立分行，在國家服務
大灣區，把香港金融中心做大做強的戰略
下受益匪淺。在互聯互通機制推動下，現
在的公司總資產亦超過1000億元。

此外，陳皓認為，互聯互通機制將為
華夏個人業務板塊提供發展的機遇。而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法律與金融體系始
終堅守國際標準，未來集團在大灣區尋覓
更多金融機遇時，相關法律服務的需求也
大增，而本港在法律方面擁有優勢，料將
推動本港律師行的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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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海內外市場 港人才具優勢
人才集中及多樣化是香港金融業穩

健發展的基石，更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的重要力量。陳浩濂表示，了解內地市
場的需求和政策，是進一步連接內地資
本市場的關鍵，而具備與國際投資者及
金融機構合作經驗的人才，對吸引外資
亦尤為重要。具備兩方面優勢的專業人
士正是香港 「一國兩制」 框架下的核心
資源之一。

港資管規模達31萬億
陳浩濂分享稱，香港的資產管理市場

規模已達4萬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
較2018年增長約30%。市場規模的擴大
不僅帶來更多投資機會，也帶來更多高質
量人才匯集。

華夏銀行香港分行行政總裁兼行長陳
皓表示，對於金融業的長遠發展，牌照與

人才是最關鍵的兩大要素。他認為，金融
界需要的人才既要具備過硬的專業技能，
也要熟悉香港獨特的環境。為吸引並留住
人才，他指出，企業需要提供更好的平台
和發展空間，讓員工看到晉升的可能性。
同時，人才亦需要主動融入香港的環境，
在這所城市扎根。只要做到這兩方面，業
務的發展就能水到渠成。

金融產品加快創新 滿足跨境理財需求
安永香港及澳門區主管合夥人李

舜兒昨在大灣區發展論壇上表示，互
聯互通機制啟動至今已經十周年，由
剛開始時的滬港股通，發展至今已經
涵蓋許多類別資產。香港作為橋樑，
聯通國際與內地廣大市場。

李舜兒認為，互聯互通機制最亮
眼之處是粵港澳跨境理財通，使到香
港獲益匪淺。香港金融
面向國際市場，能夠為
內地居民提供更多理財
選擇，從而更多的理財
服務需求在香港市場得
到滿足。她希望，當局
繼續增加理財通的產品
選擇，而在着力吸引更
多內地資金的同時，也
要提供更多創新的金融
產品，不能只限於傳統

理財產品。總括而言，互聯互通機制
能夠做到促進整個大灣區的聯通，幫
助境內及境外金融對接。

安永期待專業資格互認
另外，李舜兒表示，香港會計界

正尋求促成內地與香港兩地會計師資
格互認，以大灣區作為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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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言論重點

王 磊

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金融機構為融入發展大局，
產品開發選擇及人員專業能力方
面都需要邁向國際化的層次

陳 皓

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行政總裁兼行長

期望未來跨境理財通能在投
資上限及產品方面進一步擴容，
讓集團私人銀行板塊業務從中受
益

鍾 鑫
金杜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未來應考慮放寬內地投資者
通過香港投資各類通證化資產的
限制

▲容永祺認為，大灣
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
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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