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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近年波

譎雲詭，加上中國在應對肆

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堅持「動

態清零」政策，市場上不乏

刻意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在昨日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幾位中

國金融監管機構官員現身說法，引用多組數據力證中國經濟平穩發展。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與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的預錄訪談中直

言：「不要過分解讀中國，也不要對賭中國及香港（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他建議國際投資者親自了解中國，應認真

解讀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內容，並強調「中國的經

濟發展是重中之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曾業俊

「不要對賭中國及香港」
中央財金官員派定心丸 數據力證經濟平穩發展

陳茂波站台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國際金融領袖投資
峰會在風雨無改下繼續召開，現場雲集不少金融界
頂尖級人馬，對全球經濟均極具影響力，上周三在
沙特確診感染新冠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趕及回港，
昨親身出席投資峰會，他致辭時亦不忘繼續說好香
港故事，指他出席峰會就是為了提高與會者對香港

商業及投資的興趣，又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潛力和機遇無限。

着力拓綠色金融及金融科技
陳茂波昨出席投資峰會致辭時未有戴口罩，神情

輕鬆且面帶微笑，並落力地向在場的國際「大孖
沙」推銷香港。他指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與內地及全球均有獨一無二的聯繫，同時在很多方
面表現亦相當突出，有信心在集資、人民幣國際
化、與內地之間互聯互通，以及資產管理業務等各
方面都會做得最好。
展望未來，陳茂波指香港將朝兩方面發展，包括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以及金融科技。他提到香港目
標是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而順着全球發展潮流
下，香港願景是成為服務內地、區域和世界綠色轉
型的首要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加上國家「十四
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綠色金融中心，因此他
很有信心香港可實現目標。

推便利政策招攬外來人才
陳茂波又指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在金融科

技發展非常有利，加上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都落戶
香港，能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大量金融人才、
國際認可的監管制度，以及先進科技設施等。政府

會繼續推動具前瞻性和便利化政策措施，鼓勵創新
同時發展必要的金融基建，並善用香港作為「超級
聯繫人」的角色推動跨境合作，亦會確保有便利和
歡迎政策招攬來自內地和海外人才。
他亦不忘提到，香港由5年前只有不足180間金融
科技公司，發展至現時擁有超過800間金融科技公
司，當中不少來自內地、法國、以色列、英國等
地，而香港更培育了幾家本地獨角獸，他相信香港
在金融科技上發展前景不限於此。政府本周發表有
關虛擬資產發展政策宣言，已表明對擁抱新興領域
的想法，未來會為香港虛擬資產行業可持續和負責
任的發展提供便利的環境。

數看內地經濟概況
◆ 三季度GDP同比增3.9%，增速較二季

度升3.5個百分點。

◆ 9月消費物價指數(CPI)、生產物價指數
(PPI)分別2.8%及0.9%。

◆ 9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升逾12%。

◆ 9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和人民幣貸款餘額同
比增速分別為10.5%和11%。

◆ 房地產行業貸款佔總體貸款規模的
26%，行業不良貸款率僅約1%。

◆ 過去 20 年來住房貸款的違約率不足
0.1%，處於極低水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渣打集團行政總裁溫拓思（Bill Winters）：

◆銀行業界可善用金融科技更有效地防範金融犯罪行為。
◆ 虛擬銀行可成為傳統銀行以外的選擇，特別是對

較年輕客群而言。

貝萊德總裁Rob Kapito：

◆過去數年虛擬資產及區塊鏈形成的生態圈開始加
快發展步伐，數字資產和區塊鏈技術將與每個人
息息相關。

摩根大通總裁兼首席運營官Daniel Pinto：

◆證券數碼化的時代即將來臨，並且在公共區塊鏈中營
運將面臨挑戰，現在是時候加快發展相關金融科技。

滙豐控股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

◆隨便開放予散戶參與虛擬資產投資絕不恰當，必
須要有嚴格的監管。

◆央行數碼貨幣是好事，因為可促進國際貿易，
對中小企業務發展帶來很大幫助。

KKR聯席行政總裁Joseph Bae：

◆作為私募基金投資者，其責任是投資於有潛力的
公司身上，讓他們得以壯大，並且創造更大的價
值，例如是讓有潛質的公司在5至10年後上市。

紐約梅隆投資管理首席執行官Hanneke Smits：

◆現世代的投資者和政府都很關心ESG，現今ESG
的元素已經不可或缺，作為投資者亦不可以忽
視，而且以企業來說更加應該要將ESG視為重點
項目，為投資者帶來潛在價值。

花旗集團個人銀行及財富管理首席執行官
Anand Selvakesari：
◆花旗過去兩年均有投資於可持續發展的範疇，

包括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可持續運輸等。

亞投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金立群：
◆亞投行專注高質量發展，如ESG、綠色金融、可持續

發展等範疇，亞投行雖然相較其他國際銀行資源較
少，但希望可利用現有資源推動私人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大行談金融科技與ESG
方星海重申，中國會堅持對外開放的政

策，誠邀海外投資者來中國投資興
業，而中國經濟保持平穩發展，也有利於
環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全球經濟的復甦。

擬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
同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也在預
錄訪談視頻中強調，中國將持續推進改
革開放，穩步擴大金融領域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積極參
與國際金融合作與治理。未來將進一步
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
制度，着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
化一流營商環境，加強產權尤其是知識
產權保護，提升金融市場的投資信心。
易綱坦言，中國經濟面臨一些挑戰和下
行壓力，但總體延續恢復發展態勢。從數
據來看，今年三季度GDP 同比增長
3.9%，增速較二季度上升了3.5個百分
點，充分顯示出中國經濟的韌性。就業形
勢保持穩定，9月份調查失業率5.5%；另
外，得益於糧食豐收、煤炭和電力供應穩
定，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9月CPI同比
增長2.8%，PPI同比增長0.9%。

堅持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他分析指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將保持在合理區間。因為中國擁有超大
規模市場，城鎮化率仍有較大提升空
間，中等收入階層消費需求穩步增長。
此外，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師和
技工隊伍，已建成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
體系和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網絡。中國科
技創新亦蓬勃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不斷深化，將持續增強經濟增長動能。
貨幣政策方面，中國堅持實施穩健的貨

幣政策，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今
年以來，人民銀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推動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今年9月末，廣
義貨幣M2同比增長超過12%，社會融資
規模和人民幣貸款餘額同比增速分別在
10.5%和11%左右。目前市場利率穩中有
降，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較高，同時通

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普惠小
微、鄉村振興、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和薄
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
談及近期略有波動的人民幣匯率，易

綱回應稱，基於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以及堅持實施常態化貨幣政策，
央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
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度。人民幣兌美元有所貶值，但兌一籃
子貨幣相對穩定，兌其他主要貨幣有所
升值。他預料，人民幣匯率將繼續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幣
值和購買力將保持穩定。
此外，近年部分內房企發生債務違約

令內地房地產市場備受關注。中國銀行
行長劉金表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內
地房地產確實出現問題，部分發展商出
現資金流動性問題，引致地盤停工及股
票停牌，部分甚至牽涉銀行貸款及出現
違約。但隨着政府推出多項政策，以及
加強監管房地產銷售，幫助發展商解決
相關風險，內地房地產市場正在復甦。
劉金指出，內地政府期望內房回暖，

恢復更好的房地產市場，他對此亦非常
有信心。他更肯定地說，「沒有人比中
國政府和中國的銀行更關心房地產市
場，因為它與製造業有太多關係，亦牽
涉GDP增長與金融穩定。」並強調「不
要太擔心，不要看太多負面報道。」

房地產風險敞口水平合理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亦指出，監

管數據顯示，房地產的風險敞口維持在合
理水平，佔總體貸款的26%。總體而言，
房地產目前仍保持穩定，有信心銀行在房
地產的風險暴露處於低水平。他說房地產
的不良貸款率僅約1%，甚至低於整體水
平；90%的房地產貸款集中在住房貸款，
且其中大部分屬於首套房貸，信貸質素良
好。根據過去20年來的數據，住房貸款的
違約率不足0.1%，這是非常低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國堅持對外開放
市場，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昨在預錄訪談中表
示，內地市場一如既往歡迎外資進入，在內地金融市場
中，外資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截至目前，已有41
家外國銀行在內地設立法人實體、擁有超過116個分
行。近期亦樂見不少新設立的外國保險公司和財富管理
公司，均由外國資本持有。
他強調，十分鼓勵外資與內地的金融機構交流合作，

例如在財富管理業務方面，加強合作應付壞賬；在保險
業方面，可為內地的保險公司提供經驗和技巧，應對經
濟周期轉變。

鼓勵內地銀行「走出去」
在外資「引進來」的同時，肖遠企稱，銀保監會也十

分鼓勵內地的銀行「走出去」。他透露，四大國有銀行
不斷在海外擴充版圖，提升自我競爭力。四大行的海外
資產合約15萬億元人民幣，僅僅佔其總資產的3.5%，
仍有許多提升空間。
他建議，在海外的內地銀行，不僅要充分了解當地經濟

需要和客戶需求，同時也要符合當地監管規定和國際守
則。在確保良好信譽的同時，需要建立風險管理框架，提
升自身應對信貸、流動性及市場波動等風險的能力。
肖遠企還指，銀行也需要重視社會責任，應進一步支持

綠色金融及普惠金融，業界在海外設立機構時，勿忘吸引
當地的有才之士，積極參與當地人才培養及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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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擁巨大吸引力 美煽「杯葛」難逞
�� 香港多名政界和金融界人士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對今次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的成功舉行

感到振奮。他們指出，儘管有美西方別有用心者企圖
「杯葛」峰會，但絕大多數的嘉賓出席，證明了他們
的企圖沒有得逞，更彰顯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絕對吸引力。他們相信，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堅定帶
領下，只要社會各界同心協力，香港依舊是那顆充滿
活力、明亮的「東方之珠」。

宣告「Hong Kong is back」機遇處處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雖然美國企圖利

用出口術的方法，煽動金融高管「杯葛」峰會，但並
沒有動搖香港對國際金融人士和外資機構的吸引力。

香港本身的吸引力，來自背靠祖國的龐大市場，營商
環境自由優越，金融基建完善先進，生活文化中西融
合，是國際金融和商業機構設立區域總部的優選，加
之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多項新措施鞏固和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突出特區政府的決心，全球的金融
高管均樂於了解更多詳情。

立法會議員黃元山指出，今次峰會成功舉辦，他在
會場最深刻的感受是終於見證到「Hong Kong is
back」。在經歷疫情後，香港依然充滿活力，亦正式同
世界復常接軌。他相信憑藉香港優秀的制度及發展條
件，世界各地的資金、人才、企業都會積極考慮落戶香
港，只要社會各界同心協力把握好發展機遇，香港依舊
能夠發放璀璨光芒，依舊是那顆明亮的「東方之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俊碩認為，峰會的成功舉行

是香港向世界展現活力的信號，告訴全世界香港歡迎
來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客人。他指出，在峰會舉行前，
有外國勢力企圖「杯葛」峰會，但明顯沒有得逞，絕
大多數嘉賓都如期出席，足可見世界各地的金融領袖
及業界巨頭對香港的支持和肯定，以及對香港未來金
融發展的信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在Fb發帖指出，今次活
動正好向國際展示香港經歷風雨後仍然充滿活力。
未來，香港會舉辦不同的國際大型盛事，他期望各
類盛事都如今次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般，讓世界
各地看到香港的商機與朝氣，親身感受香港的機遇
處處。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優勢無可取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亦在Fb發帖表示，金融

峰會笑看風起雲變時，會議前夕有外國政客企圖以泛

政治化手段抹黑正常的金融業界交流，但這些都無阻
峰會順利進行，亦無阻香港正在邁向復常，無阻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

實德環球集團執行董事暨副主席馬浩文表示，這
次峰會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能夠成功順利舉行，讓香
港向世界宣布重返舞台，並將香港的實際情況展現人
前，令人感到鼓舞。他強調，與其聽信任何評論或揣
測，不如親身了解，今次出席的世界級嘉賓正是以實
際行動，來香港尋找投資機遇。

香港金融界人士王祖安亦認為，峰會的成功舉行
證明香港雖然受到兩年多疫情的影響，但依然是金融
業界心目中無可取代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上得到
廣泛的支持。香港擁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
勢，隨着國家的發展愈來愈穩定、蓬勃，許多外國投
資者都希望在香港投資，繼而進入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鄭濬文

◆◆陳茂波昨落力向在場的陳茂波昨落力向在場的
國際國際「「大孖沙大孖沙」」推推銷香港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易綱在預錄訪談視頻中表示，中國經濟面臨一些挑戰和下行壓
力，但總體延續恢復發展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方星海在預錄訪談中直言，「不要過分解
讀中國，也不要對賭中國及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蔡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