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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深、滬交易所去年在中央
「祝福」下，宣告籌組合資公司，為內地與本港股市走向融合
奠下重要基石。三間交易所合作，長遠有利兩地投資產品及股
票互掛，促進兩地資金互通。港交所今年7月在與滬深交易所
組合資的簽署協議儀式後表示，三所將共同研發新的跨境指數
及相關交易產品，期望指數可於本年底出台，明年推出相關期
貨及期權產品，並且以人民幣買賣及計價。

助拓港人幣股票巿場

三所合資公司成立後，未來主要工作為發展跨境指數，指數
由在三所上巿的大型內地股組成，並另編制以跨滬深巿場的A
股指數及港股指數。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早前表示，指數最
快可於本年內面世，相關期貨及期權產品，例如ETF、窩輪及
牛熊證等，則需待明年才推出。有關產品或以雙幣形式推出，
或單以港元或人民幣計價，以提振本地人民幣股票巿場。
此外，港交所在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後，會尋求與上

海期交所合作，甚至成立合資公司，以及倉庫互換等。港交所
表示，LME結算所與籌組中的場外交易(OTC)結算所，以及股
票、期貨、期權結算系統結合後，相信在此基礎上，可再與中
國證券登記、中國國債登記結算、上海清算所及中國期貨保證
金監管中心等內地機構聯通。

冀部分滬債在港結算
另外，港交所亦期望可將部分上海債券拿到本港結算，並

且讓更多的人民幣國債於港交所掛牌。事實上，財政部在09
年開始，年年來港發人民幣債，今年230億元人民幣的金額創
新高，當中55億元人民幣為零售部分，且都在港交所上市，
港府亦成功爭取內地常規化來港發行國債，有助推動本港債
市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過去一年中央擴闊跨境人民幣使
用，當中以開放境外直接投資（FDI），讓海外企業經香港取得人
民幣資金後回內地投資；另啟動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方式
（RQFII），亦允許境外資金投放於內地的股票及債券市場，直接
令港銀業務空間錄得幾何級擴大，當中以企業相關業務的進展尤
顯，有銀行的人民幣業務佔比已達兩成，成利潤支柱。

洪丕正：大中華區成火車頭
剛公布中期業績的渣打香港，大中華區業務已佔其整體盈利的

30%，其中企業銀行業務，上半年人民幣相關業務更增長達
60%；在FDI放寬而引發企業借取人民幣的意慾下，人民幣貸款
增長1倍。該行行政總裁洪丕正坦言，大中華業務已成為銀行增
長的火車頭。創興銀行(1111)常務董事兼副行政總裁劉惠民亦
指，本港傳統銀行業已飽和，人民幣業務將成下半年以至未來的
增長動力，若內地繼續放寬人民幣業務規範，收入及利潤勢將提
升。
而星展香港上半年的人民幣業務收入，已佔其總收入的21%，

成銀行利潤另一支柱。而人民幣貸款亦在貿易業務帶動下，較去
年底增達22%，貸款規模累積至220億元人民幣。星展香港企業
及機構銀行業務總監張建生表示，自金管局漸漸放寬人民幣業務
監管要求，一些原在新加坡的人民幣業務已轉移到香港進行，主
要是貿易融資等短期貸款，相信人民幣業務的貢獻會越來越大。
該行行政總裁龐華毅亦指，本港人民幣業務發展，會較新加坡及
其他離岸中心優勝。

高息搶非港居民人幣戶口
除企業銀行業務以外，個人業務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儘管利

錢仍少，但為搶佔市佔率以及足夠人民幣資金應付潛在業務，港
銀自去年起已大舉調高人民幣存款息率，令「食息一族」受惠不
少。金管局更宣布，在8月起容許非本港居民在本港開設人民幣
帳戶，且不設兌換上限，再次引得銀行界磨刀霍霍，其中 生更
以一星期定存息率高達6.38厘搶客。
花旗香港亦準備於9月起，接受非本港居民開設人民幣戶口。

該行環球個人銀行服務行政總裁及總經理盧韋柏預期，非本港居
民開戶業務啟動後，可令人民幣業務的盈利貢獻大大提高。

陳家強在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36招」推出經過一年

的實踐，已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政府未來會關注措施的

發展，研究有甚麼「突破點」可以發掘、跟進。其中，商品期

貨、資產管理等業務，將是下階段的重點。

拓商品期貨 符國家戰略
他指，內地與港府都意識到商品期貨是兩地可以尋求更多合作

的項目，尤其是本港目前的股市發展成熟、債市已漸有規模的今

天，正處起步點的商品期貨業務，正是本港金融界未來發展的新

方向。他承認，未來港府會將商品期貨的發展提上工作的目標，

但商品期貨不容易做，因為商品市場在外國的發展已高度成熟，

是難以從外國手上搶得交投，這也是港交所為何要收購LME的原

因。

故他認為，本港要在商品期貨市場發展上有所作為，必需要與

內地合作，互利互惠，既能完善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目標，也要

符合國家的戰略需要，特別是目前中國是全球金屬的主要消費

國，如果在本港能建立起一個具規模的商品市場平台，吸引外國

投資者參與，絕對是好事情。但至於港府有何具體計劃？他說目

前言之尚早，沒可以透露的資料。

港府負起對本港期貨市場發展作宏觀的、理論層面的規劃，港

交所則主理實質的基礎建設。該所率先於7月收購LME，LME是

全球最大的工業金屬交易平台之一。港交所表示，在收購LME及

為LME建立本身結算所後，會向中央游說讓內地參與者，以試點

形式來港買賣。中國佔全球工業金屬消費四成，相信人民幣可經

商品交易渠道大量流出，並匯聚本港市場，成為推動人民幣貨

幣、利率掉期及其他產品發展的動力。

冀內地期貨商試點來港
中國證監早前表明，內地商品期貨相對發展較快，香港金融期

貨市場比較成熟，兩地期貨市場可以優勢互補。中證監支持符合

條件的內地期貨公司在港設立子公司，也支持兩地期貨市場深入

研究和探討可能的合作路徑和方式。陳家強表示，「李克強來港

除了宣布一系列挺港措施外，最重要就是表達兩地合作『金融創

新』，讓我們不斷在此信念下，不懈地探討各種各樣發展的可能

性。」

在資產管理的發展上，他表示，這同樣是本港需要繼續努力的

地方。他直言，雖然近年愈來愈多外國公司來港上市，但他並未

滿意，隨了因市況影響外國公司來港掛牌的意慾外，香港的資產

量並未足夠也是另一主要因素。港府在近年已取消了遺產稅及境

外基金所得稅，吸引大量國際基金來港，推動本港資本市場，政

府下一步將修改信託法，讓更多的國際及內地資金，透過信託方

法來投資，這有助吸引更多外國公司在港集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實習記者 唐

穎敏）從目前的發展情況看，銀行暫時是本港
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最大受惠者，有本地券商直
言感到被忽略。耀才證券（1428）主席葉茂林
表示，人民幣產品對增加公司業務有正面影
響，但指中央的惠港措施只照顧大銀行和內地
證券行，有「大細超」之嫌。
他又希望內地一視同仁，盡早開放雙向投資

市場，讓本港證券行可在內地進行投資買賣活
動。
耀才行政總裁陳 峰亦指，雖然目前內地金

融業仍未完全開放，但相信將會成為大趨勢，
公司已妥善裝備交易系統，並積極在內地舉行
投資講座，打造好品牌形象，預料內地交易平
台開放後，公司能從中受惠。他認為，本港人
民幣存款不斷上升，投資者手上有不少人民幣

資金可作投資，而近期港交所陸續推出人民幣
產品，包括跨境ETF、人民幣國債及允許雙幣
雙股模式，這些產品能增加證券行收入來源，
對業務有正面影響。

海通計劃申請次批RQFII
由於中證監的RQFII項目先向中資券商及基

金公司開放，海通國際（0665）藉母公司海通
證券（6837）在內地市場的優勢，於本港的人
民幣業務發展佔有先機。海通國際副主席及行
政總裁林涌承認中資背景是公司的優異之處，
公司會作好準備，合適的時候會公布人民幣相
關產品的詳情。他稱，公司正計劃申請1億美
元QFII額度，同時亦有意申請第2批RQFII；
相信得益於與母公司合作，能有助推動其人民
幣業務。

「36招」金融經貿措施
落實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中央挺港
「36招」，一年以來已有多項得到落實，例如在
深圳前海多個領域實行「先行先試」優惠政
策，吸引多間港資銀行入駐發展；而去年及今
年先後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8及補充協議9，
更令本港業界獲得大量商機。
前海上月在港舉行政策宣講暨招商推介會，

37家港企簽訂合作協議，涉及逾2,200億元人
民幣。由於外界普遍預料未來的政策將大大利
好人民幣業務， 生、匯豐、東亞三大港資銀

行均帶頭簽約。新世界主席鄭家純亦簽署諒解
備忘錄，表示有意在前海發展，期望發展金
融、現代物流以及輔助性地產等行業。

兩CEPA補充協議「大手筆」
另外，去年11月香港與內地簽訂CEPA補充

協議8，涉及32項優惠措施，主要涵蓋貨物、
服務、金融的貿易合作及貿易投資便利化安
排，包括16個服務領域的23項開放措施，其中
15項均為落實李克強的「挺港措施」。其中允

許香港認可的檢測機構承擔中國強制性產品認
證（CCC）的產品檢測的範圍，更由4類指定
產品，一下子擴大至所有需要CCC認證的香
港本地加工產品，令業界喜出望外。至於今年
簽訂6月簽訂的CEPA補充協議9，亦有不少
「大手筆」措施，其中涉及「粵港服務貿易自
由化」的藍圖，引起業界廣泛關注。廣東省省
長朱小丹當時表示，服務貿易自由化是粵港合
作的新主題，廣東省將爭取在2015年前，率先
基本實現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

港銀財團「先行先試」入前海

港券商欲分杯羹

部分港銀人民幣業務概況
■ 　　生 以高息定期存款搶非本港居民開人民幣戶口。

計劃向 生中國增資，擴大內地業務。

■渣打香港 大中華區成增長火車頭，上半年，企業銀行人民

幣相關業務增長60%，人民幣貸款增長一倍；個人

銀行客戶中，來自大中華的新增客戶增加90%。

■星展香港 人民幣業務佔整體收入21%。

截至6月底，擁人民幣存款140億元人民幣，市佔

率約2.5%；人民幣貸款餘額為220億元人民幣。

■花旗香港 9月起接受非本港居民開設人民幣戶口，料會令人

民幣業務盈利貢獻大增；推出人民幣貨幣掛 產

品等新產品吸客。

■創　　興 人民幣業務將成該行下半年增長動力；年底前於

廣東省開設一間分行。

■大　　新 上半年人民幣貸款由去年底的3.8億元增加至22億

元人民幣；存款達57億元人民幣。

■永　　亨 上半年人民幣存款佔該行總存款3%，市佔率約1%。

2011年

8月 中央推出挺港「36招」

啟動RQFII、人民幣FDI及跨境ETF

港交所與滬交所、深交所磋商在港

成立合資公司

9月 商務部公布人民幣FDI細則

12月 CEPA 8簽訂

批出21家RQFII試點機構

2012年

1月 RQFII產品出台

6月 CEPA 9簽訂

港滬深三地交易所簽約組合資

廣東宣布粵港服務貿易2年內自由化

7月 首隻A股ETF掛牌

港股ETF在內地認購

前海獲批「先行先試」對港資開放

8月 允許非香港居民開人民幣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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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去年8月中央推出挺港「36招」，不

少措施已在過去一年相繼落實及出台，有效幫助香港應對了金融危機

和全球經濟疲弱的挑戰。財庫局局長陳家強表示，下一階段要發展的

項目還有很多，例如商品期貨、資產管理等業務；同時，本港今後的

人民幣業務亦不會只局限在香港，而將會聯手內地共同發展。他並透

露，政府下一步將修改信託法，讓更多的國際及內地資金，透過信託

方法來港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