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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實 力 鐵 證香港香港機機遇遇

6個事實佐證港具活力韌性
黃偉綸：5措施提升港國際金融心中地位

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的申請及獲批個案數目*
人才入境計劃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一般就業政策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
排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
二代計劃

總數

註︰數字截至今年5月底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申請數目

85,424

44,831

33,522

32,487

200

109,753

212

306,429

獲批數目

68,098

41,499

29,724

30,837

169

18,539

129

188,995

黃偉綸昨日出席香港投資基金公會年會，向
與會者介紹香港的最新情況，他稱儘管近

年受地緣政治、高息環境等因素影響，然而多
項實際數據均顯示，香港充滿活力和韌性。他
在致辭時以6點事實作出闡述，佐證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前景非常樂觀。

資金持續流入 去年存款增5%
事實一：香港持續有資金流入。去年，香港
的銀行存款總額約16.2萬億港元，較2022年增
加逾5%。今年首4個月，銀行存款總額再增加
約2.1%，達16.6萬億港元。截至3月底，香港
註冊成立的基金整體錄得約900億港元的淨資金
流入，按年上升逾45%。
事實二：香港作為區內主要資產財富管理中
心。截至2022年年底，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總值達到約4萬億美元，亦是亞洲區內最大
的對沖基金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香港有
約2,700家單一家族辦公室，其中約60%管理價
值超過5,000萬美元的資產。在過去三年多，香
港對沖基金經理、私募基金經理和家族辦公室
的總數，增長了約24%。
事實三：企業數目也顯示樂觀一面。過去三
年，證監會持牌機構數目增加超過4%，達到約
3,250家。2023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
司數目為9,039間，較2022年略多。截至2022
年底，政府成立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已
成功吸引約50家重點企業，計劃落戶香港或在
港擴充業務，預計未來數年在港投資超過400億
元，創造逾1.3萬個就業機會。

吸引人才 過去年半12萬人移港
事實四：不少外地人才移居香港。特區政府
一直積極主動吸引各地人才。在過去約18個月
以來，各項人才計劃共收到逾30萬份申請，當
中約六成已獲批，約12萬人已來港，而他們的
年薪中位數為60萬港元，一成人的年薪更高達
250萬元。這麼多外地人士選擇移居香港，並在
香港作長遠投資，足以證明他們對香港經濟和

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事實五：香港的ESG和綠色金融發展快速增

長。截至今年3月底，有超過220隻獲香港證監
會認可的ESG基金，同比增長高達19%，合共
管理的資產規模約為1.3萬億港元（約1,700億
美元），按年增加14%。
事實六：香港在許多國際排名中表現相當不
錯。在競爭力方面，在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MD）最新發布的《2024 年世界競爭力年
報》，香港排名上升兩位至全球第五。其中
「經濟表現」躍升了25位，至第11位；在「國
際貿易」排名則上升至榜首；「國際投資」排
名第三，反映我們有強勁的經濟基礎、高效的
基礎設施和整體的營商環境均受到認可。此
外，香港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也排
名第四；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3年
全球創新指數》，「深圳—香港—廣州」科技
集群則位列全球第二位。

完善上市制度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不過，黃偉綸認為，縱觀上述情況，香港仍
不能滿足於現狀，需要走出舒適圈，增強香港
的獨特優勢，開拓新的卓越領域。他說，香港
正積極推行多項措施，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包括：第一，繼續完善上
市制度；第二，進一步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
和效率，由9月23日開始，香港在惡劣天氣下
將維持股票交易，與環球的主要股票市場看
齊，提升香港市場競爭力；第三，努力擴大並
深化資本市場與內地、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互
聯互通，實現雙贏，並進一步提升作為離岸人
民幣中心領先地位；第四，致力促進資產財富
管理業務的發展；第五，香港也正在快速推進
虛擬資產行業的發展。
他強調，特區政府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不斷發展充滿信心，樂觀是有事實根據
的。過程中，香港不僅服務自身，也為內地經
濟，以至全球金融界的繁榮作出貢獻。他邀請
與會者與政府攜手，一同對外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證監會投資
產品部執行董事蔡鳳儀昨出席香港投資基金公會
年會時表示，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進一步優
化，為本港基金管理業帶來機遇。認可香港基金
去年資金反彈的勢頭延續至今，首4個月認可基金
淨流入82億元人民幣，較去年的59億元淨流入為
多，亦超越疫前2019年全年的流入量，主要受惠
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利率變動及匯率差異等因素
所致。

首季ETF佔主板成交達14%
她續指，互認基金客地銷售比例由50%放寬至
80%，意味着放寬後，認可香港基金向內地客最
高銷售規模，將是基金管理規模的4倍。ETF通自
2022年7月推出以來，帶動本港ETF市場交投，
今年首季ETF佔主板成交比例達14%。
金管局助理總裁(外事)許懷志在同一場合表示，
「理財通2.0」推出後的2至3個月，開戶數目3.7
萬個，新增資金流350億元人民幣。他指，內地家
庭持有大量未投資現金，優化計劃可為業界帶來
新機遇。跨境計劃較為
複雜，涉及日常運作安
排，包括會計管理、系
統連接等。考慮到大量
內地投資者對品牌缺乏
認識，他認為，業界有
需要與內地金融機構合
作。金管局目前專注落
實「理財通2.0」，而隨
着產品在港發展，當局
會持續留意業界需要，
探索「理財通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最新報
告顯示，在香港特區政府債券發
行的推動下，香港的可持續債券
市場實現了迄今為止最大的增
長，領先於亞洲地區，並首次進
入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排名前十
的政府發行人行列。
CBI發布發表《2023年香港可持
續債務市場報告》，根據氣候債
券數據庫的方法論，並使用氣候
債券倡議組織的綠色、社會責任
和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掛鈎
債券（SLB）（統稱為GSS+）數
據庫，報告顯示，香港的可持續
債券市場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
增長。2023年，來自香港的GSS+
債務總額達到182億美元，按年增
長236%。

綠色主題債達156億美元
其中大部分可持續債務為綠色
主題，發行量為156億美元，而社
會主題則累計發行了26億美元。
2023年，香港發行人的社會與可
持續發展（S&S）發行量連續第三
年增長至25.6億美元，2022年的
S&S發行量為19.8億美元。

轉型融資是重要趨勢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兼會長
馬駿表示，轉型融資是全球可持
續金融發展的重要趨勢，為亞洲
高碳排放產業轉型融資提供了巨
大的增長機會。香港可以抓住這
個機會，擴大其與CGT（共通綠
色分類目錄）標準兼容的分類目
錄，將轉型活動納入其中，以減
少漂綠行為，並促進跨司法管轄
區的資本流動。作為亞洲領先的
綠色債務政府發行人，香港可以
進一步開拓與脫碳績效和激勵措
施相關的轉型產品，制定與轉型
相關的信息披露，並促進以科學
為基礎的轉型方法，鞏固其作為
亞洲領先的可持續融資中心的地
位。
渣打企業及投資銀行業務客戶
部香港、台灣及澳門區主管許穗
華表示，該報告再次展示了香港
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市場的優勢，
以及許多增長領域。憑藉本港創
新的可持續金融融資方案和專業
的可持續金融專家團隊，該行將
繼續幫助客戶追求可持續發展目
標，加快實現淨零轉型，同時推
廣香港作為亞洲的國際可持續金
融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作為全球
領先的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同時享有「一國
兩制」的先天優勢，是家族辦公室落戶發展的
最佳選址，特區政府近年亦頻頻出招吸引富豪
家族落戶香港。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第17屆年會
昨在港召開，私人財富管理公會行政委員會主
席盧彩雲在會上表示，已有數以千計的家辦在
港開設，東盟等不同走廊可吸引更多家辦來
港，亦為它們提供大中華及大灣區發展機會，
她認為本港能吸引東南亞及中東家族辦公室，
除簡單低稅制外，亦因看好大灣區投資機會。

股市回穩 投資A股港股興趣增
特區政府在去年3月發表「有關香港發展家族

辦公室業務」的政策宣
言，並正積極落實各項
措施，以締造具競爭力
的有利環境，讓全球家
辦和資產擁有人的業務
在香港蓬勃發展。中證
監在 4月推出「撐港 5
招」，以支持香港資本
市 場 ， 恒 指 昨 穩 企
18,000點關口，盧彩雲
在會上提到，隨着投資
情緒趨向正面，家辦對

香港及內地股市興趣增加，又透露有環球家
辦，特別是地區性家辦表示，有意在香港及內
地股市增加配置，而除了股市外，她指受地緣
政治因素影響，亦令家辦對黃金感興趣，相較
於只持有紙黃金，部分家辦亦想持有實金。

中東印度家辦看好港人才充裕
同場的香港家族辦公室協會（FOAHK）主席
Jessica Cutrera表示，過去6個月有中東、印度
家辦有意來港，而這些家辦均期望得到政府、
銀行、保險業支持，她認為香港有具深度及廣
度的資源，亦有人才支持家辦的發展，同時特
區政府非常支持家辦，相關計劃簡單易明。對
於近年不少國家亦積極爭取家辦落戶，她認為
不少選擇落戶香港的家辦，主因期待連接中國
內地的機遇，能作出有效跨境連接，「大部分
落戶本港的家族辦公室，期待連接中國內地的
機遇，充分理解香港是中國內地市場的大門，
同時香港亦是離岸人民幣中心，這裏對家族而
言是很好的地方。」
市場正觀望美國減息時間表，對於家辦的投
資取向方面，Jessica Cutrera又表示，現時資金
由銀行存款流向定息產品，尋求長遠息率保
障，她亦留意到有家辦尋求分散投資及提高資
產流動性，包括參與大型地產項目及IPO，亦
有家辦正尋找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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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勢力近年密集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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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祖國

27周年之際，特區政府財政司副

司長黃偉綸昨出席投資基金公會年

會時，就以6個事實，再次佐證港

經濟具活力及韌性，國際金融心中

地位穩固，特區政府同時正推行5

項措施，進一步鞏固及提升香港的

國際金融心中地位。他相信，香港

不只為自身服務，亦為國家、內地

經濟，以及更廣泛的本地金融界作

出貢獻，期望在場的基金業界人士

向客戶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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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家辦最佳選址優勢
國際金融中心

•亞洲最大的跨境私人財富管理中
心，全球第二大

•可滿足家辦資產配置需求的多元
化平台

•領先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私募股權投資的理想平台

理想家辦運營環境

•安全、自主和穩定的財富管理平
台和健全的監管體系

•自由且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簡單低稅率的稅制，對單一家

辦、投資基金實行利得稅優惠制
度

•聯通世界的便利
•豐富的專業服務及人才

獨特的大中華區機會

•大中華區是亞洲重要的財富創造
區域，主導着亞太地區的私募股
權交易量

•定做的基金、債券和股票渠道，
以加強與中國內地的金融聯繫

•大灣區規劃在香港周圍創建一個
綜合金融創新區域

•無可比擬的大灣區投資機會

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

製表︰記者 馬翠媚

3���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政司副司
長黃偉綸昨日
講話提到 6個
事實，佐證港
經濟具活力及
韌性，國際金
融心中地位穩
固。

盧彩雲：家辦來港因看好大灣區機遇

◆◆私人財富管理公會行政委私人財富管理公會行政委
員會主席盧彩雲員會主席盧彩雲（（左二左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