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建議

香港要加大創新香港要加大創新 鞏固金融中心地位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它的地位越穩固，我們的金融
就越安全。」張曉晶認為，在金融強國建設過程中，

金融安全是底線，香港有它的責任，也發揮重要作用。香港
有上海等其他城市無法具備的條件，包括香港是全球最自由
的經濟體之一，是全球高精尖人才的聚集地，資本可以自由
流動，金融監管與國際接軌等。

數字金融等將成特色領域
張曉晶特別提到，「香港的普通法體系最能兼容創新，對
創新型社會的構建會發揮巨大的作用。因此，科技金融、數
字金融以及數字資產等方面將會是香港未來非常大的優勢和
特色領域。」
分析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今年5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
過《21世紀金融創新與科技法案》（the Financial Innova-
tion and Techn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FIT21），張曉
晶指出這一法案的重大意義在於，它承認了數字資產的合
法性，並為數字資產構建了一個清晰的監管框架，試圖確
立全球標準。

可作虛擬貨幣政策試驗場
近年中國着力推動央行數字人民幣
以及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但私
人部門的加密資產、虛擬貨幣仍被全
面禁止。2021年9月，國家十部門聯
合發文《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
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重申虛
擬貨幣及相關業務為非法。張曉晶認
為，內地針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政策短
期內或難轉向，唯留下香港作為重要
的試驗場。
香港歷來是各項前沿金融創新的試
驗場，具備優良創新傳統。作為人民
幣國際化重要試驗區，香港是全球最
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擁有全球
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最大的離
岸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佔中
國境外人民幣跨境收付額度最大比重，也是全球提供最多人
民幣衍生品的集中地。

應推掛鈎人民幣的穩定幣
張曉晶認為，香港要在數字化時代進一步穩固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需要有一個清晰的監管框架，必要時中央可出台支
持香港數字資產發展的政策，給市場明確的政策預期，這樣
不僅有助於吸引全球創新資源到香港，也能讓內地的大型平
台企業、金融科技公司吃下政策定心丸，放心到香港進行數
字資產的業務活動及底層創新。
張曉晶同時建議，香港的當務之急是應盡快推出掛鈎人民
幣的穩定幣，這將提升數字金融時代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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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底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強國建設的

戰略目標，「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重要組

成部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國家金融

與發展實驗室主任張曉晶看來，從統籌發展與安全的

層面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既是中國金融安全

的壓艙石，也是金融創新的試驗場，在金融強國建設

中發揮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張曉晶在近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提出建議，香港要在數字金融、加密資產

領域再加大創新力度，明晰監管框架，吸引全球金融

科技的創新資源匯聚香港，並盡快研究推出掛鈎人民

幣的穩定幣，穩固香港在數字金融時代的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強 大 的 貨

幣，是金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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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跨境使用制度安排
具體來看，在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方面，張曉晶建

議，一是完善人民幣跨境

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礎設施

建設，有序推進本外幣一

體化資金池試點。繼續做好制度設

計、政策支持和市場培育，加強本外

幣協同，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基礎設

施建設，為境內外主體持有、使用人

民幣營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環境。

二是繼續穩步推進央行間雙邊本幣

互換和本幣結算合作，支持離岸人民

幣市場健康發展，促進人民幣在岸、

離岸市場形成良性循環。發揮好貨幣

互換對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和促

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作用，加強與周

邊 和 東 盟 國 家 本 幣 結 算 （LCS） 合

作。推進人民幣對相關國家貨幣直接

交易，支持境外國家和地區發展當地

人民幣外匯市場。

三是健 全 本 外 幣 一 體 化 的 跨 境 資

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提高開

放條件下跨境資金流動的管理能力

和風險防控能力。進一步完善跨境

資金流動評估預警體系，豐富宏觀

審慎管理工具箱，加強宏觀審慎管

理與微觀監管間的配合，提升開放

條件下跨境資金流動的管理能力和

風險防控能力，守好不發生系統性

金融風險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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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具有高度開放的商業環境、深度的金融市場體系、
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巨大的人才優勢、健全的法律體系
以及國際化的金融監管體系，一直是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
中心。由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最新撰寫、張曉晶任主編
的《2023中國金融報告——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分析
認為，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中，香港憑借獨特的區位優勢、開放的制度
環境和成熟的資本市場，恰好處於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
結合點，未來仍是機遇大於挑戰。
這份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報告指出，面對新加坡的挑
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集中體現在：銀行業
與保險業國際化優勢突出、股票市場規模優勢明顯、國
際債券發行領先、外匯市場交易活躍、資產管理規模強
勢增長等。但與紐約、倫敦甚至東京、上海相比，香港
自身的經濟體量還不足以支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向更高
能級躍升。
另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面臨雙重屬性帶來的挑戰，高
度開放的金融市場和聯繫匯率制下使全球資金在香港流通

量高、進出靈活，但也易出現跨境資金大進大出的極端
情況；香港經濟活力和市場資源高度依賴內地，但法律
制度和監管框架與內地有較大差異，可能積累潛在金融
風險。同時，中資金融機構在香港金融市場缺乏話語
權，「截至目前香港還沒有形成來自國家的大型金融機
構，在金融市場上缺少話語權和主導權，這導致在金融市
場發生較大幅度波動時，特別是爆發金融危機時，缺少本
土大型金融機構的有力支持，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香港金融
體系的穩定性。」

要進一步強化「超級聯繫人」功能
為此，香港需要進一步強化「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超級聯繫人」功能，以深度融合大灣區為契機，利用
CEPA框架以及前海、橫琴等自貿區的特殊優惠政策，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和REC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議）的金融樞紐建設，主動擔當起中外資金融通的橋樑，
進一步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覆蓋範圍，擴寬國際金融中心
業務，從而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從內地金融發展看，中央金融工
作會議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
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
融五篇大文章。張曉晶表示，第一
篇就是科技金融，首要任務是金融
支持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同時還
要服務民生、服務老百姓，破解發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做好「五篇大文章」，內地金融

體系仍有困難，需要改革。張曉晶
舉例說，現有的銀行主導的金融體
系支持創新能力不足，國資支持創
新也有先天不足；普惠金融如何實
現可持續發展仍需探討。另外，生
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實現碳
達峰、碳中和目標還需要金融體系
有力支持；人口老齡化加速演進，
養老金缺口以及老年人口金融服務

需求增加，給金融發展提出新要
求；經濟金融體系數字化轉型加速
推進，數字金融領域國際競爭加
劇，對數字金融發展提出新課題。
按照中央的部署，要着力做好
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
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
文章，優化資金供給結構，把更
多金融資源用於促進科技創新、
先進製造、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
業，切實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
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
務，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張
曉晶認為，香港的金融體系和金
融監管與國際接軌，很多金融制
度探索走在前列，可供內地下一
步的金融改革參考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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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內地與香
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機制，豐富風險管理產
品和流動性管理安排，
增強離岸和在岸兩個
市場間的聯繫；

◆強化香港全球
投融資平台的地位優
勢，支持香港打造海外
資本「引進來」和國
內企業「走出去」

的橋頭堡；

◆強化香港離岸人
民幣業務的樞紐地位，

推動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
通，促進香港股票人民幣計
價交易，推動落實離岸國債
期貨的措施，豐富人民幣
投資產品種類。

▲香港處於國內循環和
國際循環的結合點，未
來仍是機遇大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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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位於香
港中環的中國
銀 行 大 廈 等
建築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