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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積極推進互

聯互通機制平穩運

行下，「跨境理財

通2.0」（下稱「理財通2.0」）將於2月26

日實施。財金界以至大灣區內的居民都對

「理財通2.0」通車表現甚為期待，面對近

期表現較為低迷的港股，有立法會議員期

望，在「理財通2.0」通車後，可帶動跨境

開戶需求，並預計將吸引更多「北水」加

速流入香港，有望支撐港股表現。

帶動跨境開戶需求
立法會議員陳仲尼認為，「理

財通2.0」優化了大灣區居民的

投資渠道和准入門檻，大灣區

居民參與理財通業務試點將更

加方便，不單止參與渠道多元

化，可購買的理財產品亦更加多選

擇，宏觀而言，「理財通2.0」有助為香港

股票及財資市場帶來流動性，促進粵港澳

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他預期「理財通2.0」的實施將增加跨境

開戶需求，並預計南向資金會加速流入香

港 ， 將 為 香 港 金 融 市 場 注 入 更 多 「 活

水」，促進金融市場的活力和港股的流動

性，又鼓勵本地金融機構充分利用這個機

會，提高服務水平，同時為香港的財富管

理業務帶來新增長動力。

助吸更多外資來港
「理財通 2.0」提出多項

優化措施，當中提高了個

人投資額度，並降低准入

門檻，同時增加可選投資產

品的種類。立法會議員黃俊

碩亦相信，措施令更多大灣區居民可以參

與跨境投資，將為個人投資者提供更多多

元化的投資機會，同時也為本地的財富管

理業務帶來增長。他亦相信新政策將能夠

引導更多內地資金到香港，可以進一步

擴大投資者的廣度和深度，有助吸引更多

海外資金落戶香港進行投資。

今年1月股市互聯互通成交額有所上升，

參考港交所數據，滬股通日均買入成交金

額近279億元（人民幣，下同），日均賣出

成交金額 272 億元，買入及賣出成交額達

1.2萬億元；深股通日均買入成交金額286

億元，賣出成交金額298億元，買入及賣出

成交額達1.28萬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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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碩黃俊碩

◆◆陳仲尼陳仲尼

新安排增境內債券抵押品功能
逐擴試點逐擴試點 在「三聯通、三便利」措

施下，除了「跨境理財通
2.0」備受關注外，同樣矚目

的還有債券通，2月26日起北向通下的人民幣債券
將納入人民幣抵押品，並將支持各類已開展銀行間
債券市場現券交易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銀行間債
券市場債券回購業務。

業界倡建全面跨國回購安排
中銀香港高級策略規劃師席帥認為，將債券通下
債券納入金管局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僅是試點的開
始，未來如何在境外發展境內債券的押品功能才是
一個重要課題，他認為未來可考慮增加債券通下債
券作為「互換通」北向通的抵押品，以及考慮境內
債券作為離岸國債期貨交易的保證金等，當試點逐
漸擴大成熟，對於境內債券的押品功能接受度不斷
提升，可以逐漸建立起全面的跨國回購安排、制度
化運作。
債券通北向通交易量從去年11月的 9,856億元
（人民幣，下同）跌至去年12月的 6,737億元，
日均交易量321億元，其中國債交易最活躍，佔
總體的67%。去年5月互換通北向開通，作為全
球首個衍生性商品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投資者

可透過北向互換通，在不改變自己常用交易及結
算習慣的前提下，交易及結算在岸人民幣利率互
換產品。

港交所擬推國債期貨合約
席帥指出，在互換通開通前，境外投資者往往只

能透過離岸人民幣利率互換來管理利率風險，在互
換通開通後，將大大方便他們參與內地人民幣利率
互換，因此從交易本質來看，將境內債券納入保證
金合格抵押品是符合其機制設計的，而從目前實務
來看，離岸人民幣國債已經納入其中，他認為如果
債券通下債券作為合格抵押品在金管局人民幣流動
資金安排下運作順利，增加作為互換通的抵押品應
當指日可待。
其次可考慮境內債券作為離岸國債期貨交易的保

證金，他提到港交所去年底預告將於今年推出中國
公債期貨合約，根據前期公布的實施細則草案，
「國債期貨合約的按金要求及PC SPAN的更新檔
案將適時另行通知」，目前對於保證金的形式尚未
有規定，他認為如果能夠將境內債券納入保證金，
在為境外投資者提供利率風險對沖手段的背景下，
也有助於進一步激活境內資產在境外的使用，達到
一舉兩得的效果。

新政頻出促市場一體化 跨境服務需求殷切

在《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迎

來 5 周年之際，國家從去年底起

為推進大灣區互聯互通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和措施，新政及措施主

要着眼於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發

展，當中尤其注重大灣區產業多

元化布局，並強調對外開放和國

際化發展，以及追求穩中求進的

發展目標。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

指出，隨着國家全力深化大灣區

的互聯互通，在大灣區「一小時

生活圈」促進下，大灣區生活融

合加快，衍生龐大的跨境服務需

求，香港金融業要緊抓四方面的

時代機遇，促進跨境金融、民生

金融、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業務

在新時代登上新台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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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機遇開創機遇

共拓綠色金融 支持國家轉型
深化合作深化合作

◆◆香港應積極與內地香港應積極與內地
合作開發更多樣化的合作開發更多樣化的
綠色金融產品綠色金融產品。。圖為圖為
內地光伏發電場內地光伏發電場。。

香港作為世界前列的國際金融
中心，憑着「一國兩制」的制度
優勢，以至作為內地和環球橋樑

的角色，有充分條件在大灣區金融領域發揮更大作用，
包括近年大力發展的綠色金融。

籲完善碳交易產品體系
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經濟研究

員駱咪表示，目前香港的綠色評核認證機構同時具有國
際認可的綠色標準評估方法和對內地綠色市場一定程度
的了解，此外香港品質保證局也在綜合評估國際和內地
綠色金融標準的基礎上推出了綠色金融認證計劃，香港
在推動大灣區評價體系互認方面可以同時充當領導者和
仲介者的角色。
他續指，香港的綠色債券市場發展迅速，根據香港政

府發行的《綠色債券報告 2023》，截至 2023 年 7月
底，香港政府已成功發行約1,700億港元等值的綠色債
券，是2019年5月首批機構債券發行規模的22倍。隨
着國際投資者對綠色金融產品需求的增加，香港應在鞏
固現有綠色債券優勢領域的基礎上，積極與內地合作開
發更多樣化的綠色金融產品，進一步完善碳交易市場的
產品體系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風險管理機制。
此外，駱咪還建議香港金融機構借助「北部都會區」
發展的大勢，積極在河套、前海等創新平台設立分支機
構，加強與內地金融科技企業的交流與協作，積極合作
開發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同時積極發展資訊技術
應用創新和基礎軟體產業，並為深港金融科技企業提供
更為周到的金融數據服務；以及利用新技術大力支持數
字人民幣業務的發展，打造深港數字金融平台，豐富和
完善跨境支付結算手段。

上月底，人民銀行聯同香港
金管局發布「三聯通、三便
利」措施，更好地構建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 大灣區生活融合加快，衍生
龐大的跨境服務需求。圖為港
交所在深圳設立的前海聯合交
易中心。 資料圖片

去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接連發布了《前海規
劃》、《橫琴規劃》、《大灣區營商環境行動計

劃》、《橫琴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措施》等，對推進大灣
區互聯互通進行部署和規劃，持續完善「1＋N＋X」政
策體系，促進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產業多元化，對外開
放及國際化的發展。今年1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又聯同
香港金管局發布「三聯通、三便利」措施，更好地構建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金融發展擁有四方面時代機遇
中銀香港金融研究院經濟研究員駱咪指出，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一直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之
一。根據香港政府統計，2022年金融服務業佔香港本
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2.4%，相較2021年上升5.1%。
從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雲澤今年1月24日在第
十七屆亞洲金融論壇和《前海規劃》等新政均強調深化
內地與香港的金融合作與開放，而香港復常通關後，大
灣區生活融合加快，北上南下的人流有增無減，香港應
積極抓住新時代的發展機遇，緊跟大灣區新時代發展步
伐，促進跨境金融、民生金融、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業
務在新時代登上新台階。
總括而言，駱咪認為，香港要緊抓四方面的時代機

遇：1）緊抓跨境金融方面的時代機遇，支持跨境金融
數據流動、跨境保險、跨境資產管理、跨境投資等業務
的發展壯大；2）緊抓民生金融方面的時代機遇，鼓勵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創新發展，促進金融在消費、醫
療、教育、交通等民生領域的廣泛應用；3）緊抓科技
金融方面的時代機遇，加強深港兩地金融科技企業的交
流與協作，大力發展數字人民幣業務；4）緊抓綠色金
融方面的時代機遇，積極研究推動大灣區綠色評價體系

互認，進一步豐富綠色金融產品。

研新技術促跨境數據流通
在跨境金融方面，駱咪建議，香港應積極促進合資格

的金融機構在前海設立研發、數據、運營中心等支援金
融數據跨境流動，積極研究創新技術手段來使大灣區內
跨境數據轉移更為順暢，同時需吸引和培育相關技術人
才，致力於向大灣區跨境金融數據樞紐的目標成長；香
港也應當增強與內地保險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在養老
險、航運險、信用保險、機動車輛險及再保險等跨境保
險業務方面不斷嘗試新的業務模式和服務方式；香港的
銀行、資產管理機構應緊抓《前海規劃》等政策機遇，
積極在前海等平台設立專營機構，開展跨境理財業務和
跨境資產管理業務；跨境投資方面，香港應積極配合
QFLP和QDIE試點的拓寬，鼓勵合資格企業積極參與
前海跨境投資業務，同時緊抓債券通方面的新機遇，引
導國際投資者積極利用人民幣債券抵押、境內債券回購
等工具更好地管理流動性需求。

以科技開展民生金融創新
在民生金融方面，香港金融機構可以借助科技手段開

展產品、業務、模式、業態創新，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
投融資支援力度，加深對中小微企業業務發展需求的了
解，從而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多針對性的金融支援。同
時抓住深港消費、醫療、教育、交通等方面深化融合的
大趨勢，服務深港高端消費市場的發展，加深深港醫療
服務的跨境對接，建立與跨境保險相配套的醫療網路和
醫療服務，為建設更便利的跨境交通網絡和粵港澳三地
高校合作辦學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援，同時促進人工智慧
技術在更多線上生活服務和辦事便利方面的應用。

香港金融業要緊抓
四方面時代機遇

緊抓跨境金融的時代機遇，支持跨
境金融數據流動、跨境保險、跨境
資產管理、跨境投資等業務的發展
壯大；

緊抓民生金融的時代機遇，鼓勵金
融支持中小微企業創新發展，促進
金融在消費、醫療、教育、交通等
民生領域的廣泛應用；

緊抓科技金融的時代機遇，加強深
港兩地金融科技企業的交流與協
作，大力發展數字人民幣業務；

緊抓綠色金融的時代機遇，積極
研究推動大灣區綠色評價體系互
認，進一步豐富綠色金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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