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風險高過去年 香港懂應變可突破
亞洲金融論壇部分議程及嘉賓
第一日（1月13日）：財庫局局長許
正宇主持兩場主題討論新興前景

主題討論 I：
●吉爾吉斯斯坦總理阿德爾別克．卡西

馬利耶夫，來自巴基斯坦、盧森堡等
國的財長，以及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 副秘書長武內良樹，探討
各國對 2025 年的財金政策展望。

主題討論 II：
●多邊組織的領袖，包括亞洲開發銀行

副行長（金融及風險管理）Roberta
Casali、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長兼董
事會主席金立群，以及東南亞國家聯
盟 （ASEAN）副秘書長（經濟共同體
事務）Satvinder Singh，分享多邊合
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觀點。

政策對話：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擔任主持，邀

請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及執委會成
員 Philip Lane、芬蘭銀行行長 Olli
Rehn 博士等歐洲代表，探討全球貨幣
政策轉向寬鬆的機遇與挑戰，分析各
國如何以戰略部署振興經濟、推動創
新增長。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專場：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

秘書長 H.E. Jasem Mohamed AlBu-
daiwi聯同其他中東地區及本地講者深
入探討如何促進海灣阿拉伯國家與香
港之間的金融合作和投資。

環球經濟展望討論環節：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總

經理兼首席投資官劉浩凌發表特別演
講，與一眾講者分析國際經濟趨勢，
展望2025年新興行業與環球地區的商
機及財富累積的新知洞見。

第二日（1月14日）

專題午餐會：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資深副行長

（2008-2012）林毅夫教授，及世界經
濟論壇人工智能理事會聯席主席斯圖
爾特．羅素教授（Prof. Stuart Rus-
sell）兩位重量級嘉賓作主題演講，分
別剖析全球經濟格局在國際形勢變動
中的演變，以及人工智能如何成為推
動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新動力。

與李開復對話環節：
●特別邀請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探

討人工智能變革、科技發展對全球商
業生態的影響。

作為2025年區內首項金融盛事，由特區政府及香港貿發局

合辦的第18屆亞洲金融論壇本月13日至14日舉行，主題為

「啟動增長新引擎」，匯聚逾百位全球政商領袖，預計吸引

逾3,600位金融和商界翹楚參與，剖析2025年行業及環球新

商機，並探索香港如何在變局中尋求突破。論壇策劃委員會

主席、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慧虹昨表示，今年市場面對的

不確定性比去年更高，要「抱最好的希望，作最壞的打

算」， 預料亞洲今年仍然是全球增長引擎，內地經濟去年及

今年將分別增長約4.9%及約4.5%，香港多年來很有韌性，

很懂得應對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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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論壇下周開幕 逾3600政商翹楚與會研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香港工商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跨境理財通自2021年9月啟動至今持續穩步發展，「理
財通2.0」已於去年2月正式啟動，個人投資額度擴大至300萬
元人民幣，產品覆蓋低風險和「非複雜」基金，市場反應明顯
轉熱，愈來愈多內地銀⾏正物色與香港銀⾏合作展開業務，目
前試點銀⾏已增至34家。東亞銀⾏昨日（7日）宣布與廣州農
村商業銀⾏合作，進⼀步拓展跨境理財通2.0「南向通」業務，
讓更多粵港澳大灣區的合資格投資者把握「南向通」跨境投資
機遇。東亞銀⾏聯席⾏政總裁李民橋及李民斌相信，結合兩家
銀⾏的網絡及服務可以滿足大灣區日益增長的理財需求。

東亞：跨境理財重要里程碑
東亞銀⾏聯席⾏政總裁李民橋及李民斌表示，東亞很高興能

夠與廣州農村商業銀⾏合作，成為該⾏首間跨境理財通夥伴銀
⾏。此次合作是繼該⾏與東亞銀⾏（中國）共同推出跨境理財
通服務後，該⾏在跨境理財業務的又⼀重要里程碑，並相信東
亞銀⾏與廣州農村商業銀⾏攜手合作，結合兩⾏的龐大網絡及
專業服務，能滿足大灣區客戶不斷增長的理
財需求。是次合作亦貫徹該⾏致力為客戶提
供卓越服務，以及成為大灣區領先財富管理
機構的目標。
廣州農村商業銀⾏⾏長鄧曉雲表示，廣州
農村商業銀⾏成為東亞銀⾏首家集團外的跨
境理財通合作銀⾏。該⾏與東亞銀⾏共同開
啟「南向通」業務，不僅是兩家金融機構合
作的里程碑，更是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
新起點。作為植根南粵大地的本土金融服務
機構，該⾏在區域服務網絡、客戶黏度等方
面的優勢明顯，結合東亞銀⾏國際化財富管

理經驗，雙方強強聯合，將為大灣區用戶帶來更多元的投資選
擇，為深化兩地金融市場融合作出更大貢獻。

逾260隻合資格基金供投資
目前，東亞銀⾏的「南向通」服務提供逾260隻合資格基
金，包括主要投資於全球或區域性股票及固定收益之「非複
雜」基金產品。合資格大灣區居民只要成功開立「南向通」賬
戶，便可透過東亞銀⾏數碼平台，包括「東亞手機銀⾏」和
「東亞網上銀⾏」等應用程式享用全面的理財投資服務，以及
獲取最新市場分析資訊。
事實上，兩家銀⾏在大灣區內網點具有優勢，東亞銀⾏於大灣

區的網絡廣泛覆蓋「9+2」城市，位於前海的東亞銀⾏大廈作為
策略樞紐，進⼀步鞏固於大灣區的網絡優勢。廣州農村商業銀⾏
擁有11家中心支⾏、7家分⾏，分支機構570家，分布於8省1
市。2023年末該⾏全⾏資產規模突破1.3萬億元人民幣。
「理財通2.0」的優化措施正好讓金融機構快速融入大灣區

發展，能更深更廣地開拓業務，當中措施包括，把個人投資
者額度由 100 萬人民幣提高至 300 萬人民
幣；降低「南向通」的參與門檻，支持更多
大灣區居民參與試點；擴大參與機構範圍，
新增符合要求的證券公司作為參與主體。
「南向通」合資格產品範圍已獲擴大至包括
所有在港註冊成立並獲證監會認可，主要投
資大中華區股票的「非複雜」基金；以及在
香港註冊成立並獲證監會認可的「低」風險
至「中高」風險及「非複雜」的基金，讓香
港銀⾏可銷售的「南向通」基金數目上升接
近⼀倍，由擴容前約 160 隻增加至約 300
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
「跨境理財通2.0」落實至今近⼀年
時間，據人民銀⾏廣東省分⾏最新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1月底，
參與「理財通」的個人投資者累計
12.63萬人，包括港澳投資者5.25萬
及內地投資者7.38萬，整體人數較
2023年全年增加82.5%，主要是南
向通投資者增加。同期累計資金跨
境匯劃金額達 967.68 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 2023 年全年的
128.10億元大增6.55倍，主要受惠
於去年2月底「理財通2.0」落實初
期的熾熱氣氛，去年3月及4月每月
均錄逾百億元的資金跨境匯劃。
截至2024年 11月末，內地與香
港間往來的跨境匯劃額 902.42 億
元，佔匯劃總額的93.3%；內地與
澳門間往來的「跨境理財通」跨境
匯劃額 65.26 億元，佔匯劃總額
6.7%。大灣區內地9市中，深圳、

廣州、珠海、佛山4市「跨國理財
通」業務匯劃金額佔比為85.8%。

首批14家試點券商開展業務
額度使用情況方面，截至2025
年1月6日24時，跨境理財通南向
通淨流出110.88295億元，已用額
度7.39%，剩餘額度1,389.11705億
元。同期，北向通淨流入2.606518
億元，已用額度0.17%，剩餘額度
1,497.393482億元。
目前跨境理財通試點銀⾏已擴容
至 34 家，首批試點證券公司 14
家。據內媒引述消息報道，試點券
商已展開業務，有總部在粵港澳大
灣區的內地券商正謀求第二批跨境
理財通展業資格。部分未在香港設
立分支機構的內地券商亦有展業意
願，在搭建系統和團隊的同時，正
積極尋找在香港展業的券商作為業
務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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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虹表示，今年市場的主要風險包括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後的政
策、美元利率走勢方面、歐洲及內地經濟情況，以及全球地緣政

治風險等。她認為，多年以來，香港最大的優勢在於如何管理風險和抓
住發展機遇。至於利率的走勢，現在市場預計利率會有兩次調整，但隨
着特朗普上台，市場形勢可能會改變。至於港元方面，雖然與美元掛
鈎，但不能輕易預測香港利率會與美國完全同步。香港的利率還要根據
本地經濟情況、銀⾏成本及業務策略決定。

亞洲是今年全球增長引擎
林慧虹預期，今年全球經濟平均增長2.7%，亞洲增長4.4%，是帶動
全球增長的引擎，尤其印度及東盟增長非常強勁。而中國的貢獻亦巨
大，中國是東盟最大外商直接投資（FDI）來源，佔比達三分⼀，相當
於美日韓合計的3倍，東盟亦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亦是海灣阿拉
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最大夥伴，內地與中東貿易達3,250億美
元，超過內地與西方經濟體的貿易，帶來機遇。
內地經濟方面，她提到，內地推出的措施主要針對房地產及地方債，

上月訪京見到內地經濟環境好轉，亦有⼀些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反映
經濟活動持續。她有信心，內地去年經濟增長能夠達到5%左右的目
標，今年要關注消費方面，因為與期望的速度及規模仍有些距離，希望
有更多措施出台，對經濟影響較大。 她預期，內地2024年經濟增長料
達4.9%，2025年增長4.5%。
至於香港，她形容香港是交匯點，隨着內地與東盟及中東合作越來越

深，香港在人才、稅務、法制有優勢，可幫助內地、香港及海外企業，
形成三贏局面。她又提到，內地與海外企業母公司在香港設立子公司已
達到9,960家，增長10%，預料將會持續增長。該⾏預計，2024年及
2025本港GDP增長預測分別為增長2.5%及2%。

港聯通世界橋樑角色吃重
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劉會平表示，全球不同經濟體於新⼀年均面對維持
經濟增長的挑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發揮「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聯通世界的橋樑角色，讓投資者及集資者利用香港專業
服務及投資平台，促成合作，締造商機。
同場的特區政府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提到，本港資產市場去年下半年氣

氛明顯轉好，新股集資額全球排名第四，為新上市公司集資共800億
元，而資產及財富⾏業的總資產規模達4萬億美元。他亦提到，目前在
港經營的單⼀家族辦公室有約2,700家，其中過半資產規模超過5,000萬
美元。

財庫局：關注多個增長點
許正宇又指，利率走勢及地緣政治等不明朗因素難免帶來挑戰。他提
到，今年將會關注在數個增長點，包括做好成為亞洲區內領先的綠色金
融中心，致力成為首批本地準則與ISSB準則的司法管轄區、抓緊包括
穩定幣等虛擬資產的機遇、吸納更多家辦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和高淨值
人士來港管理資產，包括中東。
他續指，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根據最新的數據，全球金融機構在運用

人工智能方面的比例約為6%，而香港的這⼀比例則高於全球水平，達
到了38%。在這個相對有優勢的基礎之上，「我們應進⼀步努力，⼀方
面要有效管理相關風險，另⼀方面要促進人工智能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亞洲金
融論壇自2007年舉辦至今，已發展成為
香港以至亞洲的旗艦金融盛事。今屆亞洲
金融論壇以「啟動增長新引擎」為主題，
將會為2025年國際金融周 （IFW）揭開
序幕，迎來超過20個合作夥伴活動，涵
蓋⼀系列全球金融和商業界關注的主題，
包括私募投資、家族辦公室、零碳投資及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
作為本港開年首項大型金融活動以及亞
洲的旗艦金融盛事，亞洲金融論壇除了吸
引全球頂尖企業與領袖、促進資本與機遇
的高效對接、協助業界人士於新⼀年搶佔
先機外，更推動盛事經濟、說好香港故
事。講者陣容鼎盛，邀請了全球過百名金
融和商界領袖，以及財金官員擔任演講嘉
賓，當中包括前世界銀⾏首席經濟學家兼
資深副⾏長（2008-2012）林毅夫教授、
世界經濟論壇人工智能理事會聯席主席斯
圖爾特．羅素教授（Prof. Stuart Rus-
sell）、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及阿里巴
巴集團主席蔡崇信，還有來自安盛、花旗
集團、Federated Hermes、滙豐銀⾏、聯
想、春華資本等機構的領袖代表，展現香
港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的魅力。
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將於論壇首日（1月13日）主持兩場新興
前景主題討論。在早上的「主題討論I」，
邀請吉爾吉斯斯坦總理阿德爾別克．卡西
馬利耶夫，來自巴基斯坦、盧森堡等國的
財 長 ， 以 及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OECD） 副秘書長武內良樹，探討各
國對 2025 年的財金政策展望。

新增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專場
今屆還新增「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
會專場」，中東演講嘉賓海灣阿拉伯國家
合作委員會（GCC）秘書長H.E. Jasem
Mohamed AlBudaiwi聯同其他中東地區及
本地講者將在由GCC和亞洲金融論壇深
入探討如何促進海灣阿拉伯國家與香港之
間的金融合作和投資。
在「環球視野系列」、「明日對話系

列」、「專題工作坊」等多場討論環節
中，將聚焦最新⾏業趨勢，包括人工智能
（AI）、Web3.0、可持續發展、慈善事業
和家族辦公室等。

逾560個項目參與對接會議
「Deal-making環球投資項目對接」作
為「亞洲金融論壇」的重點環節之⼀，繼
續為項目持有人及投資者提供⼀對⼀的會
議，預計將有逾270位投資者及逾560個
項目參與，投資項目涵蓋環境、能源及環
保科技、食品及農業科技、醫療科技、金
融科技、深科技等重點⾏業。
展覽環節方面，金融科技專區、Inno-
Venture專區、FintechHK初創專區以及全
球投資機遇專區，將吸引超過130個來自
本地及環球的展商和國際金融機構、科技
企業、初創公司、投資促進機構及贊助機
構參與。

亞洲金融論壇主題涵蓋人工智能

貿發局副總裁劉會平：
香港正發揮「超級聯繫
人」和「超級增值人」聯
通世界的橋樑角色，
促 成 合 作 ， 締 造 商
機。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
目前在港經營的單一
家 族 辦 公 室 有 約
2,700家，其中過半
資產規模超過5,000
萬美元。

滙豐香港區行政
總裁林慧虹：
多年以來，香港
最大的優勢在於
如何管理風險和
抓住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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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橋（左）和李民斌（右）。

●右一為安永大中
華區首席執行長陳
凱。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艾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