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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來，揚帆奮進，推動中

國經濟巨輪乘風破浪。「（中央）講得好清楚，開放那

條路是不會變。」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中央支持下，香港持續是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得天獨厚的優勢，他相信在國家持續改革開放的

時代大幕下，香港將繼續作為國際資本進入內地和內

地資本走向世界的橋樑，而在助力人民幣「出海」的

過程中，香港更可「乘東風」做大、做強、做優離岸

人民幣業務。為了抓緊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會，他

指將從四方面入手，包括增強流動性、豐富產品、優

化基建和加大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2004年 香港成為內地以外第一個允許個人居民開設人
民幣銀行賬戶的城市

2006年 內地推出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
2007年 推出人民幣RTGS系統（即時支付結算）
2007年 第一次發行點心債
2011年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2014年 推出「滬港通」
2016年 推出「深港通」
2017年 推出「債券通」北向交易
2021年 推出「債券通」南向交易
2021年 推出「跨境理財通」
2021年 透過理財通將互聯互通機制擴大到財富領域

2021年 透過南向債券通允許內地金融機構對外投資，
並繼續為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及合
資格境內投資企業（QDIE）授予新配額

2022年 增加滬港通及深港通ETF
2023年 透過互換通增加衍生品管道
2023年 港交所推出雙櫃台證券機制
2024年 將內地債納入合資格抵押品名單
2024年 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境內債券回購業務
2024年 「理財通2.0」落地
2024年 擴大數字人民幣在港跨境試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剛剛在本月登「六」的余偉文，為金管局第三任總裁。他與
前兩任總裁一樣，都是金管局「開朝元老」，但其實他與

香港淵源不止於此，他甚至可稱得上見證本港回歸前後金融發
展變遷，就香港建設離岸人民幣樞紐、各項互聯互通措施「通
車」等大事記亦不難見到他的身影。余偉文早在1991年被派往
外匯基金管理局，至1993年金管局成立後加入為高級經理，及
後仕途平步青雲，至2007年獲委任為副總裁，2019年10月1日
起出任總裁，政府今年7月宣布他再續任5年，由今年10月1
日生效。

人民幣地位穩步升 成全球第四大貨幣
強大的貨幣是金融強國的基石，人民幣國際地位穩定提升，
成為建立金融強國的重要支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數據顯示，今年7月人民幣國際支付價值份額升至
4.74%，按月提升0.13個百分點。在全球支付份額當中，首三
位分別是美元、歐元和英鎊，人民幣排第四，連續9個月是全
球第四大貨幣。數據亦顯示，人民幣作為全球貨幣，在貿易融
資市場的份額，7月份達6%，高於歐元。目前已有30多個國家
在貿易結算或投資中轉向使用人民幣，反映人民幣在全球，特
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接受度和影響力大幅提升。
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余偉文亦相當看好人民
幣國際化前景樂觀。他認為就中短期來看，內地將維持寬鬆貨
幣政策環境，料有助帶動銀行和企業使用人民幣作為融資貨
幣，長遠來看亦有許多有利因素，例如隨着全球供應鏈不斷重
構，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尋求海外擴張，同時中國與東盟、中
東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合作將持續發展，而隨着
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中國的貿易夥伴越來越願意在跨國
交易中使用人民幣，同時來自實體經濟的人民幣活動，將進一
步增加對人民幣產品、資金管理、長期投資和風險管理的需
求。

正研究增強銀行人民幣流動性
為了抓緊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會，余偉文指從政府角度，
將從四方面入手，包括流動性、產品、基建和加大推廣。就流
動性方面，他指至7月底，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為逾1萬億元人
民幣，同月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為1.2萬億元人民
幣，他看到本港人民幣活動持續增長，包括在貿易結算、發債
和投資方面，雖然目前本港的人民幣資金池規模流動性足以支
撐目前的離岸業務規模，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人民幣資金
池規模的流動性需要隨着市場需求增長而成長，因此本港正研
究如何增強銀行人民幣流動性，令香港銀行可更多去支持一些
實體的人民幣活動及滿足客戶需求。

今年是內地與香港股市互聯互通開展
10周年，香港作為連接中外橋樑，為雙
邊金融逐步搭建「脈絡」，下一步將聚
焦如何「打通任督二脈」，為本港鞏固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加強動能。即將開
展下一個五年任期的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對於下一個五年的「小目標」，他
提到「如果你講內地機遇、人民幣國際
化、大灣區、互聯互通，其實我們都會
聚焦擴容」，因為大致要有的「互聯互
通措施」都已差不多齊備，未來可考慮
可否進一步擴大。

有機會推出「理財通3.0」
余偉文表示，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的

互聯互通措施，如滬港通、深港通、債
券通、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及跨
境理財通相繼推出，促進人民幣資金雙
向流動，他指當中有很多新措施，但未
來可考慮能否進一步擴大，如某一些措
施南向通的部分，其擴容空間可能較
大，如債券通北向通已做了很多及很暢
通，未來可考慮是否有空間擴大南向通
部分，以期擴大香港債市，促進更多

元化的點心債發行和交易，並發展離岸
人民幣固定收益生態圈，以及在2月初啟
動的「理財通2.0」，未來亦考慮會否有
機會推出「理財通3.0」。
余偉文強調，本港將繼續與其他監管
機構合作，就互聯互通方案擴容、配套
優化作出研究及考量，並研究如何可加
強動能。他提到股市方面，去年「港
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的推出，豐富
了人民幣產品的種類。風險管理產品方
面也取得了良好進展，包括去年開始運
作的互換通，而中國人民銀行、金管局
在今年初亦決定，以金管局人民幣流動
資金安排作為試點，接納內地國債和政
策性金融債作為合資格抵押品，債券通
投資者可通過向金管局抵押北向通持倉
中的合資格債券，使用金管局的人民幣
流動性安排。這是首次正式在離岸市場
確立在岸債券作為擔保品的功能，他又
預告尚有其他人民幣相關風險管理產品
正在醞釀中，他亦相當期待有
關產品可盡早推出。

做好監測 確保金融穩定
再度獲委任的余偉文，回想在五年前剛
「履新」面臨的挑戰，亦成為了他任內最
難忘的事件之一，一是上任時是正值黑暴
時期，第二是疫情後香港重返國際舞台
時。他提到在接任總裁後， 經歷過香港
黑暴、中美博弈至新冠疫情挑戰，「咁多
挑戰之中，我比較開心見到，本港金融系
統保持非常穩定」。談及未來工作重
點，余偉文指將繼續力求穩中求進，
「金融穩定仍是最主要工作目標」，其
中除了「底子基本功要好」外，監測工
作亦要做足，「我們監測數據比以前多好
多，同時用工具的多了很多，因此對市場
變化，無論場內或者場外衍生工具都會留
意到」，他又指亦會加應變計劃，以及為
保持市場信心進行「長期工作」，包括維
持金融穩定、金融發展，以及提升本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等。

余偉文稱，香港擁有強大的人民幣基建，為處理大量人民幣流動（包括佔
全球八成離岸人民幣交易）提供了高效和可靠的渠道，他認為加強基建對於
維持本港樞紐地位至關重要，因此未來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升級債務工具中
央結算系統（CMU），它是作為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提供電腦化結算交收服
務順利運作的關鍵平台。為實現CMU轉型為國際中央證券託管機構（IC-
SD）的願景，有關系統升級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另一項突破性舉措
是 mBridge 項目，他指由於人民幣成為mBridge 使用的央行數碼貨幣（CB-
DC） 之一，為人民幣跨境支付的使用提供了另一個選擇，而香港作為離岸
人民幣中心料亦從中受惠，而該計劃已進入最小可行產品（MVP）階段，金
管局正鼓勵香港銀行與業務夥伴合作，充分利用該平台，實現高效的跨境支
付。
至於對外加大推廣方面，余偉文特別提到近年政府官員馬不停蹄率團進行
外訪工作，包括去中東、東南亞推廣等，是因為希望透過與不同國家和金融
部門接觸，可以向他們「力銷」在貿易和投資活動中更廣泛使用人民幣的好
處和潛力，「當本港有了框架、基建、產品，其實都好需要銀行及實體經濟
去使用人民幣」，他舉例指如果沙特有一間企業同內地做生意，而他們在內
地入貨，過程中要支付人民幣，沙特那間企業可能產生人民幣貸款需求，因
此在過程中有必要將兩邊銀行連結起來，「譬如話沙特銀行，佢是否可

以連結到香港有人民幣流動性的銀行，可有些貸款畀佢，令
佢可以支持其客戶活動，或者如果個客戶用人民幣有何

關注等」，因此銀行推廣及應用其實是很重要。

余偉文在金管局總裁首個五年任期，經歷了三年疫情時間，對於
疫情有否阻隔或減慢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深有感觸地指其
實政策「落地」並無受阻礙，反而真正受影響的是措施的使用量，
主因受疫情未恢復影響通關，其使用量增加相對較慢，「一通關其
實已經無問題，去到理財通2.0，更增長得幾好」，故現時有關阻礙
全消下，「我真係想行得多啲、快啲，就是大灣區」。

期待大灣區全方位融合
「你見到疫情三年，內地買樓的資金北上都有困難，不過今年

初已經鬆綁，但是仍有一些未鬆綁，例如裝修錢、醫療支付，都
未完全『通晒』。」因此展望未來，他認為大灣區內融合，無論
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都可以做得更多更快。對於市場關
注人民幣使用增加，會不會邊緣化了港元，「其實唔驚，我見到
的是人民幣國際化下使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只是對香港有好
處。」

面對近年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尤其中美爭
拗不斷，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實在難以
在世界變局中「獨善其身」。展望未來挑
戰，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認為，現時宏觀環境
轉變大，「家啱啱又在拐點啦」，除了息
口變化外，市場亦關注美國11月大選，他
則認為無論哪一位獲選，「中美關係仍有複
雜性」，加上中東情況每日都在變化、黎巴
嫩亦都有一些衝突、俄烏衝突仍未解決，他
提醒未來一定要留意這些地緣政治變化，如
何影響到環球市場，以至宏觀經濟。

面對美國對華制裁，以至西方媒體抹黑，
香港亦陷入漩渦中。余偉文強調，並不認同
美國對香港有關制裁行為，倘對方一意弧
行，「有些人形容是『七傷拳』，因為香港
是如此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果有一
些大動作影響到香港，其實不止對香港有影
響，對環球金融體系都有影響」，因此他認
為金管局一直推行的抗震、監察、應變措
施，以及力求在做好準備之餘，亦需「做
強」，因為「你在國際上越強，別人就越難
去打擊」。

至於息口方面，余偉文指由加息周期至現
時減息周期開始，未來仍有很大不明朗因
素，如未來通脹走向等。他提到，服務業、
住屋通脹等已慢慢回落，不過由於住屋在通
脹一籃子因素中有一個滯後影響，所以料未
來幾個月住屋或者服務業「應該壓力唔大，
係一個 soft landing（軟着陸）」，慢慢回
落，他亦關注減息因素會否刺激一些消費者
慾望、或者帶動更多需求。他亦提到現時很
多人關注商業房地產（CRE）貸款問題，不
過他認為，對本港銀行帶來風險可控，因為
有關CRE貸款佔整體貸款佔比並不大。至
於未來五年最大挑戰料將是網絡保安問題，
如一些來自人工智能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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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中央結算系統
處理不同產品跨境交收

下一個五年 互聯互通聚焦擴容

做足準備應付地緣政治風險

「人民幣用多了 不會邊緣化港元」

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及互聯互通大事記

至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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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香港持
續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擁
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得天獨厚的
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