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深港
金融合作一定是我們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以「高
質量發展與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為主題的中國
人民大學首屆深圳金融論壇近日在深圳舉行，論壇
圍繞中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與金融「五篇大文章」
等主題，百餘位政產學研專家共論高質量發展與中
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會上還宣布成立中國人民大
學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旨在提煉和推廣深圳的金
融創新實踐。
「深圳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城市，它在全國乃至全

世界的金融發展中都處於領先地位。」人大深圳研
究院常務副院長、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深圳）執
行院長宋科在活動中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深圳的
特點是開放程度高，深圳這座城市將為深圳金融高
等研究院提供非常好的研究素材，從而對深圳乃至
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發展出謀劃策：「像前海
的金融創新，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企業
走出去等方面均走在前列，對其他地區的發展有引
領作用，今後我們希望通過對這些命題的研究，把深
圳的金融創新實踐提煉出來、推廣出去，形成一整套
可複製的高水平的、開放的金融樣板和模式。」

宋科說，深港金融合作一定會是人大深圳金融高
等研究院的重要課題。「我們還會把金融的對外開
放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利用這個平台和我們
多學科協同的優勢，爭取能夠在金融對外開放方面
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培養人才助金融高質量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林尚立指出，世界級的灣區必

須是世界級的金融科技創新高地。立足深圳和粵港
澳大灣區這一戰略支點，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深圳金
融高等研究院，着力打造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金
融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以強大的金融學科、
金融人才、金融智庫為支撐，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
融高質量發展。據悉，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將從兩
方面開展未來的工作：首先是開展針對貨幣、銀
行、資本市場等一系列的基礎研究；另一方面則是
政策研究，「旨在聯動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高
效，以深入研究來提供政策諮詢、推動金融高質量
發展。」宋科說。
在論壇上，一眾學者及業內人士共同探討了中國

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作

主旨演講時表示，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亟需建立
和完善中國式現代金融體制，保持貨幣信貸供應適
度有效，促進融資結構合理，圍繞服務實體經濟做
好金融服務的五篇大文章。要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
金融體系是保障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金融制度。
錨定金融強國建設目標，建立中國式現代金融體
系，堅定不移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人大原副校長、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求認

為，「金融強國」應當是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體
現金融普惠性並且能夠為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作出中
國貢獻的金融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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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地緣政治情況不
穩，以及高利率環境等宏觀因素，近年制
約了全球資產市場表現，也無可避免影響
到香港，尤其是前段時間股市交易及IPO
集資等的短期表現。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不是一日建成，回顧過去數十年的歷
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久經歷練，每次
低潮過後都能再創輝煌。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成就倚靠的是「一國兩制」的獨特地
位，國家的一直支持，特區政府、監管機
構和業界的長期耕耘，以及國際投資者的
口碑。由今天起，香港文匯報推出《新質
金融新動能》系列專題，以客觀事實及數
據，深入剖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優勢及新歷史階段新質金融的動能。我們
有信心、底氣和能力持續建設一個更有深
度和廣度的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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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為完善上
市規則，讓港股更多元化，並保持國際同
步，港交所近年進行了多項上市制度的改
革，除「同股不同權」上市機制外，還引入
了「18A」及「18C」章，分別針對未有盈利
生科公司及特專科技公司，其中18A已經使
香港成為亞洲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
集資中心。

力吸特專科企 增長潛力高
港交所中國區

上市發行服務部
主管、高級副總
裁韓穎姣昨在香
港獨立非執行董
事協會周年會議
2024 發表演講時

表示，上市制度改革塑造了香港資本市場的
新經濟生態系統，港交所亦與時俱進，設立
《上市規則》第18C章特專科技公司，適用
於從事新興及創新行業等特專科技公司來港
上市。
港交所設立特專科技新章節(18C)，韓穎姣
表示從事新興及創新行業，需投入巨額資本
及研發投資，將產品商業化或擴大業務規
模，以及需要花較長時間才可獲得可觀收益
或實現盈利，但增長潛力甚高的公司，可以
考慮透過特專科技新章節來港上市。
韓穎姣指出，特專科技行業可接納領域的
範疇有幾個，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涉及雲
端服務、人工智慧；先進硬體及軟體的公
司，如業務涉及機器人與自動化、半導體、
先進通訊技術以及電動及自動駕駛汽車等。
香港是全球領先的新股集資中心，韓穎姣

引述資料指出，2014至2023年，香港IPO累
計募集資金領跑全球，以2018年上市制度改
革以來的市場發展情況來看，香港有299家
新經濟公司成功上市，IPO融資金額9,449億
元，佔港股IPO融資總額的65.1%。

已成全球領先醫療健康集資中心
韓穎姣稱，上市制度改革塑造了香港資本
市場的新經濟生態系統，例如是與生物科技
相關的《上市規則》第18A章節，也造就香
港成為全球領先的醫療健康集資中心，該生
態圈不斷完善，自第18A章節上市新規生效
以來，醫療健康IPO的公司有127家，總募
資超過2,768億元。另外，與不同投票權相
關的《上市規則》第8A章節，促進了不同投
票權架構公司登陸香港的資本市場，8A章完
成上市企業14家，總募資超過1,794億元。

港交所韓穎姣：完善上市制度 促成新經濟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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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首屆深圳金融論壇近日在深圳舉行人大首屆深圳金融論壇近日在深圳舉行，，宣布宣布
成立人大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成立人大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 記者胡永愛記者胡永愛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
道）在中國人民大學首屆深圳金融論壇
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原主
席沈聯濤在視頻演講中表示，從全球角度
看，金融與發展的關係日益清晰。
他說，美國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活躍的資
本市場，美國企業融資主要靠直接融資，
美國企業靠自身的經營盈利和股票市場的
上漲來支撐企業的韌性。「這二三十年
來，全球央行競相降低貸款利率，導致出
現房地產泡沫、金融市場泡沫，如果美國
接下來加息加到利率5%左右，全球恐要面
對一個資產負債通縮的核心問題。」他分
析，美國股市的市值已經佔到美國30%以
上的GDP，去年該國的高科技公司、平台
公司、軟件AI公司在股市就收穫了10萬億
美元的財富，今年至今又收穫了3萬多億
美元財富，這兩個加起來是13萬億美元，
等於美國2/3的GDP的財富，這個財富就
對沖了美國的高利息對本國房地產的壓
力。「歐洲、日本、中國都受到美元高利
息的壓力，所以房地產通縮，如果股市再
漲不起來，那麼整個資產負債表都會受到
通縮的壓力。」

金發局建議
4路徑強化港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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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和財富管理中心

香港的資產與財富管理行業對本
地經濟發展和全球金融生態系統
至關重要。香港是亞洲區內最大
的對沖基金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
中心。

區景麟昨出席香港獨立非執行董事協會周
年會議2024，他指出，香港可以從4個

新增長路徑，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加強競爭力。首先，資產和財富管理
中心。香港的資產與財富管理行業對本地經
濟發展和全球金融生態系統至關重要，香港
的資產和財富管理市場持續增長。根據波士
頓諮詢公司的報告，香港預計將於2027年超
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交易記賬中心。截至
2022年年底，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總
值超過30.5萬億港元（3.9萬億美元），當中
64%的資金來自非香港投資者。香港是亞洲
區內最大的對沖基金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
心。

綠色債券發展佔亞洲三分一
近年，香港還致力拓展家族辦公室的相關

業務，進一步拓展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區
景麟表示，香港是家族辦公室在亞洲發展的
首選之地，特區政府的目標是到2025年吸引
至少200個家族辦公室入駐香港。

在國際可持續金融中心方面，香港的綠色
金融市場領先亞洲。2022年，在港發行綠色
及可持續債券總額逾800億美元，按年增逾
40%，發行規模佔整個亞洲市場的三分之
一，足證香港作為亞洲區內綠色金融中心的
地位。2023年，香港在ESG最佳實踐方面位
列亞洲首位及全球第三。

五個關鍵加速綠色金融發展
區景麟認為，香港作為綠色科技和綠色金
融中心，今後可以從五個關鍵方向加速發
展，分別為構建綠色科技生態系統、推動綠
色金融應用和創新、綠色認證和與國際標準
看齊、加強與大灣區和國際市場的交流與合
作，以及加強綠色技術和綠色金融領域的人
才培訓和教育。

為虛擬資產行業訂政策立場
推動香港成為數字資產中心方面，特區政
府於2022年10月底發表有關虛擬資產在港
發展的政策宣言，闡明政府為在香港發展具

活力的虛擬資產行業和生態系統而訂定的政
策立場和方針，對參與虛擬資產業務的機構
及公司持開放和包容態度。他舉例指出，證
監會認可虛擬資產期貨及現貨ETF，以讓散
戶投資者可以投資於受規管的虛擬資產產
品，其中虛擬資產現貨ETF更是亞洲區首個
掛牌產品。

政府撥款支持加速Web 3發展
國際創新和技術中心方面，區景麟稱，政
府致力支持Web 3.0生態系統發展，在2023
至202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撥款5,000萬
元加速推動Web 3生態圈的發展，包括舉辦
國際大型研討會，讓業界和企業更掌握前沿
發展，推動跨界別業務合作，並舉辦更多青
年工作坊。此外，政府於去年6月底成立第
三代互聯網（Web 3.0）發展專責小組，該
專責小組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旨在就香
港Web3的可持續和負責任發展提供建議。
工作組將研究相關問題，並提出推動Web 3
發展的具體建議。

「香港可從4個增長路徑發展，分別為資產和財富管理中
心，國際可持續金融中心，數字資產中心以及國際創新和
技術中心。」 ──金發局行政總監區景麟

前段時間香港股市樓市表現波動，市場時有「取代論」「遺址論」「內地化

論」等歪理邪說，惡意炒作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衰落」。事實上，香港的國

際金融中心久經歷練，每次低潮過後都能再創輝煌。香港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

董事會成員區景麟昨以事實及數據佐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韌力十足，深受外資歡

迎。就今後進一步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強競爭力，他認為，香

港可以從4個新的增長路徑發展，分別為資產和財富管理中心，國際可持續金融

中心，數字資產中心以及國際創新和技術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金發局行政總監、董事會成員區景麟昨以事實及數據佐證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韌力十足，深受外資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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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可持續金融中心

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領先亞洲。
2022 年，在港發行綠色及可持
續債券總額逾800億美元，按年
增逾40%，發行規模佔整個亞
洲市場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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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香港成為數字資產中心

政府2022年10月底發表有關虛
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對
參與虛擬資產業務的機構及公司
持開放和包容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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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創新和技術中心

政府致力支持Web 3.0 生態系
統發展，在去年 6 月底成立
Web 3.0發展專責小組，就香港
Web 3的可持續和負責任發展提
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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