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挺經濟反應佳 專家籲財政續加力
毛振華倡以債務擴張支持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9月24日，內地三

大金融部門聯合召開記者會，公布減

息、降準、鬆綁樓市、穩股市等多項

重磅金融政策提振經濟，A股及港股

應聲大漲。香港中國金融協會2024年

「氣候變化與綠色可持續金融」年會

論壇暨「卓越跨境金融服務大獎」頒

獎典禮近日在香港舉行，在論壇環

節，中誠信集團董事長、香港大學經

管學院教授、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

組專家組成員毛振華發表主題演講時

提到，市場對於內地挺經濟的「組合

拳」給了明確的歡迎信號，他同時提

出，實現全面復甦還需加大財政力

度，建議通過債務擴張來支持居民消

費和企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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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業俊） 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將於10月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羅
兵咸永道建議，特區政府應採取三管齊下的戰略部
署：透過重建資本市場信心，增強招商引才的綜合
吸引力，並抓緊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全面提升香
港的全球競爭力和金融韌性。
羅兵咸永道亞太區及中國副主席吳家裕昨表示，
香港在過去一年經濟復甦步伐不如預期，特區政府
如何快速有效地調整策略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挑戰，
將決定香港未來的經濟前景和競爭力。經濟復甦之
路將有賴各持份者協調一致，努力應對經濟挑戰，
在發展香港新質生產力的前提下，把握與內地及區
域合作夥伴更緊密融合所帶來的機遇，以促進增
長、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穩健經濟環境。

倡建另類平台助中小企業融資
在重建資本市場信心方面，羅兵咸永道香港資本
市場服務合夥人黃金錢認為，要振興香港資本市場，
必須着力透過針對性措施，提高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和
競爭力，包括為中小企業建立另類融資平台，協助中
小企業以較低成本和門檻在市場上融資和交易；延長

香港交易所的交易時間，吸引不同時區的投資者參與
投資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場；實施「新股通」以加強內
地與香港新股市場互聯互通；豁免買方印花稅，以降
低投資者在香港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和鼓勵長期投
資；以及實現資產證券化稅收中立。
該行又認為，擴大投資者基礎將賦能香港在傳統

市場以外吸引投資資金。加強與中東和東南亞等地
區的聯繫，不僅能增強關係資本，還能吸引新的投
資選擇。

引入企業駐港地區總部稅收優惠
在增強招商引才的綜合吸引力方面，該行指根據

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2023年版）顯示，有
海外或內地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達9,039家，反映了復
甦至2019年水平。特區政府應實施促進企業融入當
地生態系統的策略性舉措，引入地區總部稅收優
惠，並擴大稅收協定網絡。
羅兵咸永道南部私人客戶及家族企業稅務主管合

夥人王曉彥表示，提供針對地區總部的稅務優惠將
進一步吸引跨國企業在香港開設業務。加快實施擬
議的公司遷冊制度以及將簡化的居民身份證明書審

批流程適用對象延伸至經遷冊公司，有助吸引尋求
有利商業條件的海外公司。

強化數碼基建 研創建區塊鏈基金
至於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該行認為優化數字

經濟機遇的方法可聚焦關注兩個重要組成部分：開
發強大的數碼資產和虛擬資產平台，以及加強數字

經濟基礎設施。羅兵咸永道香港數碼資產主管合夥
人Peter Brewin提到，香港應在擴大基金和金融產
品代幣化規模的舉措中果斷擔當市場領先地位，例
如探索創建區塊鏈基金。
在虛擬資產監管方面，該行建議擴大虛擬資產交
易平台制度，包括更廣泛的產品供應，以便香港受
監管的場所能夠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地球氣候變化與社會經濟影
響深遠。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主任巢清
塵在演講中提出，氣候和金融高度緊密關
聯，無論是從制度建設和國際合作，還是在
推動一些技術創新的工具方法，以及在構建
相應的產品體系和服務體系，以至支持銀行
和金融界在投資未來的解決方案，氣候氣象
可以和金融更緊密合作。
巢清塵表示，過去的100年大概是過去12.5
萬年以來最暖的時期，而最近的十年跟工業
革命時期相比已經上升了1.2攝氏度，大量的
科學研究也表明這些影響主要是由於人類排
放的溫室氣體造成的。由於跟氣候有關的這
些極端事件佔到了90%以上的自然災害的比
例，造成了大概84%的經濟損失和92%的保
險損失。巢清塵以圖例解釋稱，全球不斷地
變暖，造成了更多對健康包括勞動生產力效
率的大量的降低。因此，在這麼大的氣候變
化的大背景下，就需要銀行業在風險評估和
量化分析方面給出風險轉移的解決方案，在
包括綠色投資、一系列的資產管理方面，更
要重視氣候變化的問題，以及綠色低碳、減
排等。

港巨災債券體現金融業界貢獻
巢清塵提到，香港在2022年專門針對颱風

發布了首個巨災債券，因此金融行業可以為
應對氣候變化作出重要貢獻。

自然災害風險地圖助投資規劃
她又稱，國家氣候中心已經研發了針對10
種自然災害風險地圖，通過這些風險地圖和
歷史災情，還有歷史理賠的這些數據，就可
以更好地來作相應的定價的分析。通過大模
型和相應的預測，可以進一步做未來的損失
評估，為未來的救災和理賠提供一個很好的
支持。而這些信息都可以為未來的整體的投
資和規劃提供相應的信息。
中國氣象局金融氣象重點創新團隊首席科學
家趙艷霞說，極端天氣事件頻發，都直接或間
接地影響到或傳導到了金融領域，包括證券，
特別是期貨交易都要參考一些氣象風險的變化，
所以國際上把氣象災害風險納入到了決策和管

理當中，氣象跟金融有了很密切的合作。

攜手四金融部門合建協調機制
她表示，團隊為金融行業已經研發了一個

可應用的工具指數的服務平台，中國氣象局
牽頭與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
局和中國證監會4個機構將聯合發布文件，預
計10月份會發布。
她指，文件總的目標是到2025年要形成一
個業務協同保障有力的金融與氣象協調機制
的一個初步建立，到2030年要營造有利於氣
象與金融協同發展的政策環境，體制機制和
標準體系的建設，即氣象如何在賦能金融的
高質量發展，或者在為金融的風險減量風險
管理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毛振華在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提到，這兩天市場反應都很強烈，
主要因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以及中證監日前作了

非常震撼的政策發布，市場給了非常明確的歡迎的信號。
對於資本市場的反應，他表示，內地經濟面臨的復甦是兩方面的，一

是三年疫情之後的復甦，經過這兩年的努力，大體上已經完成了。另一
個是經濟周期的經濟下行期的復甦和反彈。毛振華認為，內地三大監管
部門周二發布的政策，應該是吹響了經濟復甦的逆周期的復甦的號角，
如此大的力度是有史以來很罕見的。

料財政部門發布高質量發展政策
「其實我覺得(政策)還是稍微來的晚了一點點，但是是非常必要，所

以市場的反應大家都看到了。」毛振華說，應對經濟下行期，從金融體
系來看，金融的政策只是一方面的。在經濟復甦的政策層面，「大家最
期待的還在後面，我們的財政政策。」他說，財政政策是跟分配有關
係，而目前，經濟的實體部門、企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僅僅依靠金融
體系還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還需要在財政政策方面着手。相信接下來
財政部門也會發布一個高質量發展的政策，也應該很震撼。

債務擴張助提振市場主體信心
市場對財政政策的期待是什麼？毛振華說，是要加大財政開支的力
度。在經濟下行期，由於市場消費的主體信心明顯不足，他們對於擴
大消費、擴大信貸、擴大投資缺乏慾望，而這個時候政府作為市場裏
面最重要的一個主體，可以發揮力量。他說，內地還擁有很大的債務
擴展空間，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稅收之外，債務的擴張也是很重要的
來源。

加力補助居民利提振消費信心
他續指，可以用債務來作為錯峰。目前內地的國債只佔了整個GDP

的比例的20%多一點，是全世界債務最低的國家。跟世界七大工業國比
較，內地的政府債務即便與地方政府的各種債務加起來也依然低於七大
工業國裏面的五個國家。國家應該在這個時候加大債務發行的力度，特
別是要將債務擴張力度注資到居民部分，加大力度給予他們補助，讓他
們有所收穫，以恢復消費的信心。而在這個基礎之上，民營企業和投資
界的信心也能逐漸恢復起來。
「所以我們很期待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其他的部門，比如說

國家發改委和其他的監管部門，也會出台相應的措施。」毛振華認為，
經濟的復甦是一個綜合的項目，就像氣候一樣，是一個綜合的發展過
程。「相信我們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非常好的機制，能夠使我們向同
一個方向來發力，解決存在的問題。」他對國家經濟大復甦充滿了期
待。

港全民「拚經濟」助重拾升軌
談到香港，毛振華說，現在香港克服了過去的一些不利因素，正在重

歸到全民拚經濟、經濟增速進一步提升的軌道，香港依然是中國最重要
的一個信息中心，而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又剛剛重返三甲，深信香
港的機遇仍在。

▲ 毛振華認為，內地應
該加大債務發行的力度，
特別是要將債務擴張力度
注資到居民部分，加大力
度給予他們補助，讓他們
有所收穫，以恢復消費的
信心。 記者郭木又攝

● 巢清塵表示，國家氣候中心研發的自然災害風
險地圖，為未來的整體投資和規劃提供相應的信
息。 郭木又攝

氣象專家：氣候和金融應多方面更緊密合作

羅兵咸倡港三管齊下發展新質生產力

● 趙艷霞稱，極端天氣事件直接或間接
地影響到或傳導到了金融領域，氣象跟
金融因而有了很密切的合作。 郭木又攝

●羅兵咸永道
建議特區政府
透過重建資本
市場信心，增
強招商引才的
綜合吸引力，
並抓緊數字經
濟的發展機
遇，全面提升
香港的全球競
爭力和金融韌
性。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署理財政司司長黃
偉綸在 9月 25日舉行的香港中國金融協會
2024年「氣候變化與綠色可持續金融」年會
論壇暨「卓越跨境金融服務大獎」頒獎典禮
上致辭時分享了特區政府在「綠色能源」和
「綠色金融」兩方面的工作。
他說，氣候變化是全球的挑戰，特區政府

全力配合國家「3060」雙碳目標，承諾了會
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從2005年的水平減少
一半，以及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特區政府在今年6月公布了香港新聞發展策

略，提出按照完善法規、制定標準，配合市場
以及審慎推進四大策略，穩慎有序營造有利於
本地新聞發展的環境。同時政府也正在努力把
香港打造成為優質綠色能源的家居中心，進一
步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定位。
運輸及物流局聯同環境及生態局已經聘請顧問
展開為本地和遠洋船舶提供綠色傳統燃料加速
的可行性研究。在綠色金融方面，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去年在香港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
債務總額超過了500億美元，其中的債券總額
大概是 300 億美元，佔亞洲區市場總額的

37%，居亞洲首位。

孟羽：深化與內地及國際金融界合作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主席孟羽表示，今年年

會論壇聚焦氣候變化與綠色與可持續金融這
一前沿議題，所邀請的重磅嘉賓來自多元化
的領域，致力於推動金融與氣象的跨界融
合。他稱，展望未來，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將
緊緊圍繞服務國家金融強國建設，服務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與提升，深化與內
地及國際金融界的交流合作。

黃偉綸：港綠色債券發行額亞洲居首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2024年「氣候變化與綠色可持續金融」年會論壇暨「卓越跨境金融服務大獎」頒獎典禮現場。 記者郭木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