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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去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帶來挺港「36招」，財庫

局局長陳家強指出，「36招」許多措施已迅速落實，尤其在金融範疇，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他

指，即使在今年很差的市況下，上半年人民幣FDI（外商直接投資）總額918億元已超過去年全

年，佔到本港整體FDI的四分之一；人民幣資金池已增至近萬億元

人民幣，人民幣業務並成為本港銀行業務的新增長點，有效幫助

香港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疲弱的挑戰。他認為，相信市況一

旦好轉，多種人民幣金融產品將有爆炸性發展。

■人民幣國債在港常態化發行，有利於發展人民幣債券訂價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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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梁振英倡議成立金融發展局提升香港金融競
爭力，籌備小組預計年底前就該局的工作目
標及運作模式等向特區政府提交報告。財庫
局局長陳家強表示，上屆政府在發展金融市
場方面表現不俗，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風
暴，凸顯了香港金融體制的完善，並相信新
增的金融發展局，可進一步加強對外推廣工
作及凝聚業界聲音，與當局發揮互補作用。

凝聚業界聲音作研究
留任到「梁班子」的陳家強在訪問中表

示，認同梁振英的金融經濟發展政綱，包括
增設金融發展局。他說，以往政府會提出政
策方向，再由監管機構落實，亦不時率領業
界外訪尋找商機，但基於時間所限，外訪團
一年最多一至兩次，加上政府或監管機構本
身有角色，行事要體面一點，只能強調香港
有完善監管制度及政策方向，總不能「賣膏

藥般」推廣宣傳，故此新成立的金融發展局
正好與當局發揮互補作用。
他坦言，金融發展局可以像其他非官方機

構般更靈活推銷香港，「當政府就市場發展
表態後，有非官方的、代表民間及市場的機
構在落實層面說話，可以在推廣上互補。」
此外，官方考慮金融政策時並非憑空構思，
往往需要業界的建議，金融發展局正好扮演
凝聚業界聲音的角色，「利用resource及
research(資源及研究)，把業界聲音提升到切
實可行的方案。」例如在資金管理方面，新
加坡會刻意把相關稅項調低，但香港卻不能
只為個別行業提供減稅優惠，「當我不做A
方案，業界可以為我們提供B或C方法，政
府對相關溝通求之不得。」

內耗影響港整體發展
被問及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因反對派的拉布

鬧劇，而令建議新增的財政司副司長等至今

仍出台無期。陳家強強調，政府的政策目標
不會因此而改變，並會貫徹密切與內地部門
合作，各部門同事會因應整體規劃發展多做
一點，「金融方面的內耗可能少一點，因為
那一套未必是香港人可以自己決定，還受到
外圍環境影響。」不過，內耗太多，一定影
響香港整體發展，「香港經濟往往涉及土地
運用、新興行業等，有爭議可以理解，這亦
是香港多元的可貴之處，但內耗就不是為事
情爭議般簡單」。
曾受「拉布之苦」的陳家強，在回應可曾

擔心《公司條例草案》最終付之一炬時也笑
指，「說沒有擔心就假的，但我不擔心條例
不獲通過，只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流會。」結
果，他在開足60小時會議，條例終趕及於會
期前通過，「以往好少在法例通過後慶祝，
但今次因為條例搞了10年，加上衝刺過程好
辛苦，所以由起草條文到後期參與的同事，
也一起開派對」。

撐設金發局 不靠「賣膏藥」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同樣是港府向中央爭取多年的政策，在去年8月成為「36招」
之一，而RQFII的有關產品已於今年1月出台，雖然市場反應未如預
期般熱烈，但陳家強對RQFII機制成功確立，表示非常雀躍，因為
RQFII措施突破了過去政策的框架，令本港可推出更多樣化的人民
幣產品。

變相放寬投資股票上限
「去年12月中央批出21家RQFII，均為內地資產管理公司和券商

在港的子公司，瓜分了200億元人民幣的RQFII額度，產品必須符合
80%債券和20%股票的投資限制，下一步我們會研究怎樣可爭取更
大的放寬」，陳家強說。事實上，在不斷的研究及爭取下，內地在
今年中，再批出500億元人民幣額度，並批准母公司為資產管理公
司的RQFII，申請發行A股ETF，變相放寬投資股票上限至100%，
這亦將RQFII的發展，推展至跨境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範疇。
兩地跨境ETF同樣醞釀了數年之久，亦同樣是中央宣布的「36招」

之一，對投資者而言，H股ETF開拓了人民幣資金直接投資香港市
場的渠道，標誌「小型港股直通車」正式試水，為內地投資者全球
化資產配置提供了便捷通道。

人幣ETF發展空間仍大
與此同時，在港交所掛牌的A股ETF—華夏滬深300指數

ETF(83188)於7月成功上市，陳家強表示高興，本港首隻人民幣實物
A股ETF在港掛牌，可令內地及本港的資金融通，今次發行的ETF有

別於市面上的合成ETF，因實物ETF的風險可控。陳家強又笑言，
估不到A股ETF先一步來港掛牌，而在內地交易所掛牌的港股ETF在
本月10日才完成資金募集，反映內地同樣熱衷發展創新金融產品，
兩地市場對產品都是很期待的。
他認為，用人民幣計價的ETF，未來仍有很大發展空間，例如推

出追蹤不同內地指數的ETF，預期未來會有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產
品，例如股票到香港上市，增加本港人民幣的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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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回顧過去一年，感觸良多，但更多的

是喜悅。他認為，「36招」不僅有助香港應對金融危機和全
球經濟疲弱的挑戰，也讓香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定位與功
能更清晰。

港在「十二五」定位更清晰
他說，「『36招』裡有多項措施，在這一年間已經相繼落實，相關

產品陸續出台，包括跨境ETF、RQFII等，人民幣國債亦常規地在
港發行，最令人鼓舞的是人民幣『回流機制』成功確立。這一眾措
施，都是特區政府向內地爭取多年的成果，且都在這一年間全面落
實，可以說，香港已取得階段性成功。當然這些政策，既惠及本
港，同時也有利內地金融革新及人民幣國際化。」
一年前，看好人民幣升值潛力的投資者，紛紛轉存人民幣，令

本港的人民幣存款急增，但當時市場上未有人民幣產品去有效地
「消化」人民幣存款，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幣缺乏回流內地的機
制，令留在本港的境外人民幣沒誘因去投資。陳家強表示，經過
多年向中央講述人民幣「內循環」及「外循環」的重要性，終成

功在去年8月，確立外商直接投資(FDI)機制，讓本港的人民幣，可
通過銀行的借貸，或合資格企業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得以回流
內地。

上半年人幣FDI超去年全年
他直言，在「36招」挺港措施中，以FDI政策對港至為重要，中

央宣布措施當日，港府立即與內地相關部委，包括人行、外管局及
商務部等緊密聯繫，眾志成城、充分合作，希望爭取FDI政策早日
「到位」。結果在去年的9月尾，FDI的辦法終正式面世，去年11月已
見有關政策成效，前後不用3個月已完成相關建設，效率令人喜出
望外。
他指出，2011年人民幣FDI佔香港所有FDI總數的12.1%，約900億

元人民幣；到今年首季，有關佔比急升至25.3%，第二季即使環球
經濟轉差，但人民幣FDI的佔比仍有24%，首兩季涉及的人民幣FDI
金額為470億及448億元人民幣，即合共918億元人民幣，換句話說，
今年上半年人民幣FDI的總額，已超過2011年的全年。他認為，人
民幣FDI的所佔比例高達約四分之一，是相當理想的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人民幣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機
制成功確立，促使本港的人民幣產品如雨後春筍般爭相「出
世」，為人民幣債券及點心債在本港大量發行，提供了最理想的
「土壤」，即使在人民幣升值預期減低的市況下，本港的人民幣業
務也有增無減，本港的人民幣資金池已增至近萬億元。

首七月發行人債786億
陳家強表示，人民幣債券的發行額近年飆升，例如2010年人民

幣債券的發行額只有358億元(人民幣，下同)；到了2011年，有關
發行額急升至1,079億元，增長了足足兩倍。到了今年首七個
月，人民幣債券的發行額達786億元，已相當去年全年的73%，
在目前經濟環境下，仍有如此數額，反映本港的人民幣債券業務
的發展令人鼓舞。
陳家強說，「今年的經濟環境與2011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環

球經濟活動有放慢跡象，內地亦調減了息率，令借貸成本下降，
某程度上會降低企業來港發人民幣債券的誘因，惟在經濟活動收
縮下，今年仍有這樣多數額的人債在港發行，足證有關機制已經
發揮作用。」他不擔心短期的經濟波動，會影響人民幣債券在港
發展的良好勢頭。

國債在港發行常態化
此外，內地在今年7月明確表示，人民幣國債會定期在港發

行，國債的年期更長，並在港交所(0388)上市及交易。事實上，
財政部自09年始，每年都在香港發行一定規模的國債。從最初的
60億元增加至去年的200億元，而今年以來，國家財政部在港發
行的國債共計達230億元。陳家強認為，內地常規地在港發國
債，對本港的人民幣債市發展有極大幫助，有利於發展人民幣債
券的訂價機制。
未來人民幣債券發展方面，他表示，港府將爭取中央放寬，讓

內地更多非金融企業來港發債，但這還要看市場的選擇，例如內
地借貸成本下降，企業寧願向內地銀行借錢。

港人債市場成功確立
對於投資者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下降，會否影響人民幣投資產

品的發展速度，陳家強承認，一定會有影響，例如內地進入減息
周期，上半年本港人民幣存款額幾乎沒升幅，但若以整個本港人
民幣資本市場計算，人民幣的存款應該要加上未到期人債的數
額。因為很多的人民幣存款，已轉移投資於人債，這亦歸功於
「回流機制」與本港人債市場的成功確立。

陳家強表示：「至
今年上半年，本港的
人民幣存款約5,570億
元，加上未到期的人
債總值2,234億元，以
及匯豐銀行早前發行
的人民幣存款證，本
港的人民幣資金池已
達8,000億至9,000億
元，雖然本港人民幣
存款表面上沒有上
升，但整體人民幣總
數是有增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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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強回顧一年成果 稱有助香港應對經濟疲弱挑戰

RQFII增人幣產品吸引力

■華夏滬深300指數ETF在7月上市，為本港首隻人民幣實物A股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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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點心債券市場

人民幣客戶存款及人民幣存款證總額■本港的人民

幣資金池已達

8000億至9000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