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幣近年在全球的支付使用越來越多，香港則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中，擔當重要角色。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袁兆勇昨日出席「人民幣國際化與

金融服務論壇」時表示，金管局將循四大方向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包括提

高離岸人民幣流動性、豐富人民幣產品、提升香港金融基建，及積極開拓其他

市場以便進一步推廣離岸人民幣業務。另外，金管局上月宣布將推出人民幣貿

易融資流動資金安排，為銀行提供穩定及成本較低的資金來源，支持銀行向企

業提供人民幣貿易融資服務，計劃在本月底正式啟動此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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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四方向促人民幣國際化
增離岸流動性豐富產品 提升港金融基建拓海外

4000展商下月聚首珠寶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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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兆勇進一步指出，在提高離岸人民幣
流動性方面，包括局方早前與中國人

民銀行簽訂優化貨幣互換協議，及優化人
民幣貿易融資流動資金安排等；就豐富人
民幣產品方面，本港現時並不缺乏人民幣
產品，但仍需進一步豐富，及深化互聯互
通措施等。至於債市方面，倘若希望吸引
更多人來港發債，首要任務是建立好孳息
曲線，而國家財政部及人行現時亦常規化
在港發債，他期望有關發債的規模及年期
可以更豐富。

升級CMU系統滿足業界需要
至於提升香港金融基建方面，袁兆勇表

示，金管局正手升級CMU系統（債務工
具中央結算系統），冀做到硬件更快更能
滿足業界需要，同時變得更商業化模式運
作；金管局亦會積極開拓其他市場，如東
盟及中東，及鼓勵更多央行之間合作，以
盤活人民幣流動性。

財庫局：發揮試驗田功能
同場的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表示 ，香港
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在推動人
民幣國際化方面擁有無可比擬優勢，未來
香港將繼續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定位，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並
發揮防火牆、試驗田功能，推動更多創新
發展。他強調，特區政府聯同監管機構會
繼續與內地跟進及探討各項互聯互通機制
的擴容增量方案和優化安排，強化香港離
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的
進程。

月底啟人民幣貿易融資安排
陳浩濂透露，金管局將推出人民幣貿易

融資流動資金安排，現時金管局正與銀行
緊密聯繫，讓其全面了解該安排的各種操
作細節，並做好準備工作，計劃在本月底
正式啟動此安排。此外，債券通南向通已
於上月中起實施優化擴容措施，包括延長
基礎設施聯網下的結算時間及支持基礎設
施開展人民幣、港幣、美元、歐元等多幣
種債券結算，後續更將擴大合資格境內投
資者範圍，他相信優化安排有助於進一步
拓寬境內機構海外投資的渠道，滿足多樣
化資產配置需求，提升交易結算便利，為
香港債市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中銀香港昨舉辦「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
服務論壇」，聚焦探討人民幣在促進經濟
合作及金融創新的應用及機遇，吸引近百
名來自不同金融機構的代表參加。中銀香
港副總裁陳文致辭時表示，人民幣國際化
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至關重
要的樞紐作用，人民幣產品日益豐富，並
向周邊地區和全球市場輻射香港人民幣業
務優勢。

中銀香港續提升清算服務
他說，該行作為全球清算量最大的人民
幣清算行，將持續投放資源提升人民幣清
算服務，包括由去年12月起延長跨境人民
幣清算服務時間，由周一至周五每日24小
時提供即時跨境人民幣清算服務。該行亦
致力通過財富管理配套，促進跨境理財資
金雙向流動，並將繼續積極參與離岸人民
幣市場建設和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通過豐
富的人民幣產品及廣闊的人民幣應用場
景，滿足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日益增加
的人民幣金融服務需求，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中國正積極推動人民幣國
際化，而同時在各國積極「去美元化」和探索本幣結算
下，為人民幣使用帶來更多機會。中銀香港人民幣業務董
事總經理及交易銀行部總經理李海英認為，香港在人民幣
國際化方面可發揮更大作用，就日後強化全球人民幣樞
紐、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建議本港加快研究「期貨
通」、「南向互換通」、「新股通」及「私募通」等互聯
互通產品，促進內地及香港合作邁向更高台階，同時豐富
人民幣計價投資產品、完善人民幣生態圈，助力香港強化
風險管理中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地位。

「去美元化」促進人民幣支付
李海英昨出席論壇時表示，在各國積極「去美元化」

下，有助促進人民幣支付結算使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她解釋，跨國企業使用人民幣支付結算，有助降低匯率風
險和融資成本，而隨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愈來愈豐富，
可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多融資渠道和風險管理工具。
李海英提到，受惠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產品的興趣提

升，亦促進人民幣投資業務發展。她留意到，近年各國
央行及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認可度、關注度持續

提升，隨人民幣相關投資業務的客源和資金擴大，看
好人民幣資產的流動性有望進一步提升。另外，在中美
息差下人民幣融資成本優勢持續顯現，現時利差約3%，
預計美國減息後有關息差依然存在，她預期日後將有更
多跨國公司會選擇人民幣融資、發行點心債，置換美元
等高息貸款，以減低融資成本。

建議加強東盟中東貨幣合作
就本港未來發展方面，她建議本港需力提升人民幣
對外輻射能力，加強區域金融合作，包括加強市場宣
傳，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增強人民
幣的國際影響力和地位，以及加強與東盟和中東等地區
的貨幣合作，為區域離岸市場提供人民幣流動性和成熟
的市場機制。
展望未來，李海英認為離岸人民幣市場政策要進一步
便利對外貿易投資中使用人民幣，穩妥有序推動內地金
融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豐富風險對沖工具，並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發展，
包括要用好貨幣互換、人民幣清算安排等機制，為離岸
市場提供穩定的人民幣流動性。

廠商會：人民幣貸款省成本
同場的廠商會會長盧金榮亦認同，以往在貿易進出口
上未曾設想有彈性地使用美元以外的貨幣，而人民幣的
高流動性為商家提供新選擇。他特別提到，人民幣貸款
比起美元和港元更便宜，尤其是在長期和大額融資上可
節省更多成本，加上人民幣在各貨幣中相對穩定，且有
國家支持會比較有信心使用。他認為，現時國際更廣泛
地使用人民幣結算，對港商亦帶來實際的好處，因支付
和收款均使用人民幣時，會減少匯率風險。

中銀倡加快研互聯互通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貿發局主辦的世界級珠寶雙展，今
年3月初將繼續以「兩展兩地」模式揭幕。貿發局副總裁張淑芬昨日表
示，今年珠寶雙展將雲集逾40個國家及地區、約 4,000家展商，當中近七
成來自香港以外的地區，日本、西班牙、法屬波利尼西亞、阿聯酋、墨西
哥及黎巴嫩等地的展商更擴大參展規模。兩展預計會吸引超過110個買家
團親臨參觀，凸顯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及珠寶採購中心的地位。
所謂「兩展兩地」，即第11屆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將於3月2
日至6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展示各式珠寶原材料。第41屆香港國際
珠寶展則於3月4日至8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帶來一系列珍
貴珠寶首飾成品。

港貴重珠寶去年出口805億
貿發局珠寶業諮詢委員會主席、周生生董事兼副總經理周允成表示，過
去一年環球珠寶市場雖然面對挑戰，但本港貴重珠寶出口總值為805億
元，出口至美國的貴重珠寶價值按年升逾一成，歐盟升6.5%，中東升
3.8%，東盟升2.6%。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加徵關稅對本港珠寶業的影響，張淑芬則指，香港
本地商家在過去這幾年面對諸多挑戰時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以應對市場
的多樣化需求及市場的波動。因應金價上升，周允成亦表示，留意到許多
具有創新設計的黃金飾品，受到顧客的歡迎。市場上呈現出多元化的選
擇，從而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今年珠寶雙展以「譜奏閃爍樂章」為主題，共設38個國家及地區和業
界展館，包括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印度、日本、緬甸及斯里蘭卡等。業
界展館方面，亞洲珠寶文化設計工藝協會首度參展，而坦桑石協會、亞太
區創作師協會及國際彩色寶石協會將重臨，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亦會聯
同 Italian Exhibition Group（IEG）再度設館，展示最新珠寶製造機械及
技術。其間，大會亦將舉行超過30場珠寶行業講座及交流活動。

港商推熊貓珠寶迎商機
今年不少香港展商把握潮流推出創意產品，當中Austy Lee Company
Limited會帶來富有新年氣氛的蛇造型頸鏈。金致珠寶公司更呼應熊貓經
濟，推出「熊貓與竹」珠寶系列，以大熊貓「安安」、「可可」為藍本，
設計相當可愛。

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蔣
夢宇）香港與河南正積極探討兩地產業合
作機遇。香港中華聯誼會會長、正大製藥
集團總裁鄭翔玲昨在2025豫港企業家春茗
暨「投資河南」推介會中就提到，兩地在
低空經濟的產業發展及應用場景等方面有
前瞻性發展，可實現空管資源的優化配置
及共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廠
商會工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駱
百強也認為，香港正在大力推動新型工業
化，這與河南的產業升級方向高度契合。
駱百強說，香港擁有世界級的科研平
台、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以及暢通
的全球市場網絡，這為兩地在技術研

發、產業轉化及市場拓展等方面提供廣
闊的合作空間。隨香港「北部都會
區」的發展，香港作為科技創新樞紐的
角色將進一步強化，為河南的高端製造

業與科創企業提供絕佳的「走出去」機
遇。未來河南的創新技術可透過香港的
產業孵化平台加快轉化，而香港的科研
成果亦可在河南找到理想的應用場景，
最終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此外，河南作為中國內陸的交通樞

紐，可無縫連接中國東部與西部；而香
港則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樞紐之一。豫
港雙方可在跨境供應鏈管理和智慧物流
等深化合作，讓河南的優質產品更高效
地進入國際市場。同時，香港的專業貿
易服務也可為河南企業提供品牌塑造及
國際標準認證支持，助力河南產品提升
全球競爭力。

廠商會：港與河南產業升級高度契合

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蔣夢宇）憑藉獨特的區位優勢與高度開
放的市場環境，香港持續推動與內地市
場的深層次合作。其中，經濟、工業和
人口大省河南與香港的聯繫尤為緊密。
2025豫港企業家春茗暨「投資河南」推
介會昨日在香港舉辦，河南省政府副秘
書長周鋒於活動上表示，香港是河南的
首要外資來源地，河南吸收的外資中超
過六成來自香港；香港亦是河南企業
「走出去」的首選平台，當地上市企業
中有三分之二選擇在香港上市。特區政
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出席
活動時強調，香港未來將與河南攜手在
經貿投資與對外開放等領域深化合作。
陳百里提到，香港的金融及專業服務可

助河南企業進軍國際市場。香港擁有廣泛
的全球經貿網絡，目前經貿辦連同貿發局和
投資推廣署的辦事處遍布全球66個城市，
服務範圍覆蓋129個國家及地區。特區政
府近年亦積極開拓東盟與中東市場，並持
續加強與歐美等傳統市場的聯繫。香港已
經與21個經濟體簽訂9份自由貿易協定，
與33個經濟體簽訂24份投資保障協定，這
些協定有助於保障香港的海外投資，並提
升香港貨物與服務在當地市場的競爭力。

特區商經局：可助進軍國際
據投資推廣署數據顯示，去年共有539
家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展業務，較2023年大
幅增長41%。陳百里表示，數字反映國際
企業對香港營商環境與長遠發展潛力的信
心，並強調香港未來將與河南攜手，在經
貿投資與對外開放等領域深化合作。
周鋒透露，豫港貿易量常年保持約200
億元人民幣。他期待將與香港知名經貿
機構和商協會交流合作，並謀劃設立河
南省駐香港經貿聯絡處，簽署豫港合作

框架協議，以拓展更大範圍、更寬領域
的合作，實現兩地互利共贏。
在產業融合方面，周鋒表示，香港在
先進製造業領域擁有豐富的資金、技
術、人才資源與管理經驗，在現代服務
業領域，特別是數字經濟與會展業等領
域，亦具備高端人才和先進管理模式。
河南則正在實施先進製造業集群提升行
動，加快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他期
待，雙方能在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領域開展更多投資和項目合作，以推動
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此外，周鋒指出，河南希望進一步強
化與香港的科教人才合作。他表示，河
南願與香港科技及教育界建立更靈活的
人才培養交流機制，攜手探索聯合辦學
新模式，並共同建設一批科技研發中心
及成果轉化平台。他強調，透過打造
「香港技術+河南轉化+河南高端製造」
的新模式，進一步推動機制共建、資源
共用、成果共享，為兩地經濟社會發展
提供更多人才支撐與智力支持。

加強經貿合作
河南擬設駐港經貿聯絡處

●河南省政府副秘書長周鋒致辭。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林少權 攝

●2025豫港企業家春茗暨「投資河南」
推介會現場。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林少權 攝

●

左
起
：
中
銀
香
港
張
穎
思
、
中
銀
香
港
李
海
英
、
金

管
局
袁
兆
勇
、
財
庫
局
陳
浩
濂
、
中
銀
香
港
陳
文
、
廠

商
會
盧
金
榮
、
中
銀
香
港
周
國
昌
及
資
深
金
融
學
者
陳

鳳
翔
等
出
席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與
金
融
服
務
論
壇
。

●

中
銀
香
港
李
海
英
認
為
，
隨
着

人
民
幣
計
價
金
融
產
品
愈
來
愈
豐

富
，
可
為
實
體
經
濟
提
供
更
多
融

資
渠
道
和
風
險
管
理
工
具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馬
翠
媚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