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昨就《行政長官
2024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財庫局
局長許正宇在發言時表示，在金融發展方
面，財庫局將秉承以改革謀發展的精神，
來年的工作重點將集中四方面，包括：
一）鞏固提升現有優勢；二）建立新增長
點；三）拓展市場和深化海外網絡，以及
四）普惠市民。
首先在鞏固提升現有優勢方面，許正宇
指包括以下幾項工作，其中就資產及財富
管理，會繼續推動更多環球資金在港管
理，在今年內就優化為以私人形式發售的
基金、家族投資控權工具和私募基金附帶
權益的稅務寬免制度諮詢業界，從拓寬基
金定義、擴展合資格資產類別，以及靈活
執行安排三方面，助力市場發展。
在風險管理：保監局明年會開展檢討，

包括研究透過基建投資的資本要求豐富保
險公司資產配置以助分散風險，並帶動北
部都會區等基建投資。同時，將繼續爭取
海內外企業在港設立專屬自保公司。此
外，將與保監局推動中國信保（中國出口
信用保險公司）落戶香港發展，以提供更
完善出口信用保險服務。
就離岸人民幣業務：會升級債務工具中

央結算系統，便利國際投資以不同幣種
結算各類資產，以及提升固定收益市場的
基建。港交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會鼓勵更多上市公司增加人民幣股票
交易櫃台。另外，會爭取國家財政部增加
在港發行國債的規模和頻率，支持更多內
地及國際發行人在港發行綠色和可持續離
岸人民幣債券。

尋新增長點 建黃金交易生態圈
其次在建立新增長點方面，許正宇說，

其中將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和大宗商品
交易生態圈，會推動業界建構國際級的黃
金倉儲設施，透過拓展用家及投資在港
存放和交割實金，帶動衍生金融服務。具

體而言，正如剛才財政司司長所提及，我
們會在今年內成立工作小組，討論所需的
推行工作，包括強化交易機制及規管框
架、與內地探討把黃金產品納入「互聯互
通」等。亦會推動國際大宗商品交易所在
香港設立認可倉庫。
第三，拓展市場和深化海外網絡。其

中，追蹤香港股票指數的ETF已於上月底
成功在中東上市，現正吸納當地資金。局
方會持續積極開拓海外新資金，善用與內
地市場「互聯互通」的優勢，吸引國際企
業和內地大型企業赴港上市。同時為便利
非香港成立公司遷冊來港，我們會在今年
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引入公司遷冊
機制。

研究強積金「全自由行」具體方案
第四，普惠市民。積金局會研究強積金

「全自由行」的具體方案並諮詢公眾，允
許僱員將僱主的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
權益轉移至自選計劃，鼓勵僱員積極管理
強積金投資。另外，我們會檢視現行對放
債人的規管及公眾教育等措施，並計劃於
明年上半年展開諮詢，加大力度處理過度
借貸的問題。

成中外資一站式投資平台
互聯互通鞏固港超聯人角色

北向股票交易累計20萬億 南向5.6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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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互通自2014年11月17日推出，讓港滬兩地的投資可
直接進入對方市場進行投資。許正宇指出，有關機制以閉

環模式運作，為上海、深圳及香港提供了創新、穩健及高效的
跨境交易基礎設施，連接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允許
兩地投資在各自市場的監管體系下進行交易，為投資提供
極大便利，自推出以來，深受全球投資歡迎。

外資透過機制持A股達2.1萬億元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向滬深股通的日均成交額為1,302億元
人民幣，港股通的日均成交額為375億港元，港股通及滬深股
通的合資格股份共3,416隻，港股通累計淨買入3.3萬億港元，
國際投資透過互聯互通持有的A股總值更高達2.1萬億人民
幣。
許正宇回憶10年前，港股市場當時的目標，是如何吸引更多
H股來港上市，以增加本港的IPO數量，讓投資在港能買賣
更多產品。互聯互通的出現，一下子令內地與本港兩市場的優
質產品大幅增加，推動兩地的資本市場流通。他說，「本港因
為互聯互通而更容易做到『一站式投資平台』，吸引中外投資
薈萃，而這10年來，透過不斷優化及持續發展，目前互聯互
通的產品已擴展至債券、ETF、利率互換等領域，加上已經推
出的跨境理財通，以及現正計劃涉足大宗商品交易，足見有關
機制的成功。」
許正宇歸納出互聯互通的三大特性，包括凝聚力、生命力、
延展力。凝聚力方面，他指出因為互聯互通的出現，內地與本
港兩地市場的金融監管機構，互相溝通了解的機會大幅增加，
兩緊密聯繫合作，為共同目標努力進步，這實在是意料之外
的好處。

具三大特性 產品愈來愈多元化
「在各方的凝聚力下，互聯互通的產品愈來愈多元化，運作

亦愈加順利，這也是多得兩地當局的緊密合作。」最令許正宇
欣喜的，是因為有關機制，推動中國資產成為國際投資青睞
的資產類別，為龐大的內地投資群體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資選
擇，同時，為中國資產獲納入全球指數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多隻國際指數吸納更多的中資股為標的，讓大量外資持有
中國的股份，中國資產便更國際化。這10年經互聯互通的帶
動，不僅提升了市場流動性和產品多樣性，也促進了人民幣國
際化進程，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使得兩地市場的質與量都得到顯著提升。」
至於生命力方面，許正宇指出，互聯互通的交投量在10年來

不斷增加，由出台之初僅有數十億元的規模，發展至目前逾千
億元的規模，可見有關機制極具生命力。「互聯互通更加鞏固
了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角色，相信只要市場基建完善且具
效率，未來無論國際形勢怎麼變遷，仍會不斷吸引資金，使用
香港這個一站式投資平台。」

探討大宗商品保險產品納互聯互通
互聯互通亦具有高度延展力，由出台之初只有股票產品，發
展至債券、ETF，及後又將人民幣櫃台引入機制內，並衍生出
跨境理財通、互換通等產品，許正宇表示，未來本港也有意探
討發展如黃金等大宗商品、國債期貨、保險產品的互聯互通可
能。至於早年提出的新股通，也正等待合適時機。

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

的 互 聯 互 通 機 制 自

2014年 11月推出，正

迎來開通10周年。該機制促進了中國與全世界的雙向

資本流動，全球投資者皆認為這是劃時代的金融基

建，也是促進港股近10年來高速發展的主因。特區政

府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接受訪問時表示，互聯互通交易

額不斷上升，反映本港在聯通內地及國際資金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不斷

增量擴容，截至8月為止，滬深港通的北向交易總成

交額約20萬億元人民幣，南向交易總成交額逾5.6萬

億港元，反映香港擔當舉足輕重『超級聯繫人』角

色，亦是國際、內地企業，還有投資者籌融資的重要

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庫局
局長許正宇上周剛結束瑞士之行，與瑞士
各大國際組織、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進行
了廣泛交流。他表示，此行為未來持續推
動香港金融業的發展，有不少啟示。他
指，在國際政經格局充滿不確定性的當
下，香港未來的金融發展要以「高、寬、
深」三大方針為指引，從不同角度推動金
融業多元化發展，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直言，「瑞士之行
讓我對香港的金融未來充滿信心。我們將
繼續連接內地與全球，並在資產管理、綠
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領域推動更高質量發
展。」
許正宇稱，香港與瑞士同為世界級的金

融樞紐，兩地的金融服務業高度發達，尤
其在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和保險等領域更
都是全球領先。他指出：「瑞士擁有歷史
悠久的銀行、資產管理和保險業，是全球
資金配置和避險的熱門市場。香港則作為
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憑藉『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和與內地的緊密聯繫，是全球
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並在資產管
理、保險和風險管理等領域展現首屈一指
的競爭力。」他續說，更重要的是，兩地
同樣一直堅信互惠共贏的多邊合作和全球

化，這在目前全球地緣政治不穩的格局
下，更是可貴及重要。

推動高端專業化金融服務
他提出，本港應將從「高」端專業發
展、拓「寬」國際聯繫和「深」耕可持續
機遇三個方面，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
出更大貢獻。 首先，本港必須推動香港
金融服務向高端專業化發展，尤其是應對
全球市場日益複雜的風險和挑戰，保險相
連證券（ILS）是其中一個極具潛力的領
域。
此外，他指出，全球氣候變化、自然災

害等風險日益增加，市場對於能夠提供針
對此類風險的保險產品需求不斷上升，相
關 ILS去年發行金額便比前年增長超過
20%至430億美元。「香港作為亞洲的保
險中心，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和穩健的監
管框架，完全有能力在此領域發揮更大作
用。」
第二，香港必須進一步拓寬國際聯繫，

推動市場不同形式的互聯互通。「香港作
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一直
在推動與內地資本市場的深度連接。我們
將進一步優化互聯互通機制，例如積極與

內地商討為『債券通』南向通適度擴容，
以及豐富離岸投資投資在岸債券的流動
性管理相關配套。」他又說，當局會繼續
積極拓展和深化海外網絡，包括與中東、
東盟地區加強金融合作，同時繼續為內地
企業「出海」走向全球，提供金融和專業
服務支持，積極發展「總部經濟」。

拓寬國際聯繫 吸引家辦落戶
未來，本港將繼續加強與瑞士等不同國

家和地區的金融合作，拓寬國際聯繫，進
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資產管理樞紐的地
位。具體的政策措施包括擬增加基金及單
一家族辦公室可享有的稅務寬減合資格交
易種類，涵蓋排放衍生工具、排放限額、
保險相連證券、貸款和私募信貸投資，以
及虛擬資產等，滿足全球投資對不同資
產的需要。
最後，許正宇表示，香港具備完善的金

融基礎設施和政策支持，深耕可持續金融
機遇，包括將本地的匯報準則與國際財務
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ISSB）接軌，為企
業提供針對可持續發展高透明度的報告框
架，這將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全球可持續金
融市場中的領導地位，從而吸引更多國際
資本流入相關領域。

香港未來金融發展
瞄準「高、寬、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上周在深圳與香港工商界人
士舉行座談會，提醒香港不能僅靠傳統優勢「一招鮮、吃遍
天」，必須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包括要大力推動創科發
展，加大創科資源投入，壯大創科產業規模。財庫局局長許
正宇表示，在金融業這個範疇上，本港近年在金融科技的發
展上已在持續推進，包括發展數碼貨幣市場，以及提升本港
金融業在人工智能(AI)方面的發展。許正宇強調，本港金融
業在科技化上，在其他各類型產品及發展主題，亦一直在持
續推進。

金融業AI使用率達38%
許正宇說，財庫局將繼續積極推動金融創新，進一步強化
香港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和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
持續優化「互聯互通」機制；加強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的角色；以及積極拓展和深化海外網絡，開拓新增長
點，為香港金融業注入新動能。事實上，現時香港充分使用
AI，特別是金融行業，其使用率達38%，遠高於全球平均的
26%水平。
當局相信，隨着香港積極識變、應變、求變，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並繼續保持高度國際化、強化區域和環球協
作，將能為香港的長遠繁榮穩定提供強大動力。與此同時，
香港會繼續發揮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香港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實現香港與國家共同繁榮的美好未來。
許正宇又說，今次香港工商界座談會討論了工商界可如何
發揮助力，推動國家和香港經濟發展，交流也深化了政府與
工商界的交流。許正宇展望未來，香港將繼續在行政長官的
帶領下，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與社會各界攜手，穩步前行、開創新局，共同
尋求多元經濟發展，在全球經濟變局中展現韌性與活力。

財庫局明年四大重點工作包括普惠市民 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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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宇（左）上周在瑞士洛桑與國際管理發展學院院長
David Bach（右）會面。

●●許正宇指許正宇指，，互互
聯互通不斷增量聯互通不斷增量
擴容擴容，，反映本港反映本港
在聯通內地及國在聯通內地及國
際資金方面扮演際資金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曾興偉攝攝

●許正宇指，財庫局將秉承以改革謀發展
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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