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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以及內地資本項目逐步開

放，內地的需求將逐漸從資本籌集轉為涉及多元資產

類別的投資及風險管理。」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

加日前在一個論壇上如此指出。為此，港交

所正積極部署，開拓多元化投資產品，

並 加 強 與 內 地 市 場 互 聯 互

通，為投資者創造更大

的財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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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年「中國故事」幾乎壟斷環球增長機遇，似乎只要
跟中國沾上邊，就可有高速發展。美國華美銀行深具中國
色彩，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更是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銀行透過中國動力產生可觀增長，吳建民更預期：

「隨 內地經濟政策明朗，美國企業將再度加快投資中
國。與此同時，內地企業亦會繼續增加在美投資，主要是
投資娛樂、高科技及環保等產業，房地產項目也是內地投
資者焦點所在。」

與本港一樣，內地投資者最愛的投資始終是房地產。吳
建民指出，目前房地產投資，仍佔內地投資者赴美投資的
最大比重，他預計未來數年房地產相關投資金額仍會高速
增長，「去年投資額僅50億美元，算是較低水平，相信兩
年內可達每年100億美元。」

事實上，早年中國在美國投資的項目，不外乎是房地產
或者能源相關投資。不過，據吳建民觀察，最近的投資熱
潮已擴至電影行業，如萬達收購AMC院線。華美銀行近
日亦與多個內地及美國的電影公司建立夥伴關係，為該行
帶來了不少生意，「上半年電影行業有關的貸款已做了超
過1億美元，製作《蝙蝠俠》的Legendary Pictures及環球等
電影公司，亦是我們的客戶。」

跟隨內地政策走向發展，也是華美銀行成功壯大的主要
關鍵。吳建民指出：「我們銀行之所以成功爭取電影界青
睞，並不是全靠機遇。早於兩三年前，當內地宣佈支持文
化產業之時，我們已留意到內地電影界會有更強勁的資
本。」為此，他便立刻招兵買馬，從法國銀行高薪挖角，

請來負責電影貸款的專才，機會來臨時便能把握。
另一個經驗是，早年內地廠商於美國對太陽能等新能源

大量投資，吳建民於5年前已派員工去聽新能源的學術會
議，甚至要他們放下手上的貸款，專注學習。於是等到內
地廠商到美國進行投資，員工便不至於對新能源一竅不
通。最近有關投資減慢，吳建民指主要由於內地經濟增長
放緩，但相信長期仍是內地的主要發展目標。

華美銀行在吳建民的「中美金融橋樑」戰略下，已成功
開拓大中華區業務。目前，華美銀行除在上海及汕頭設有
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外，在北京、上海、深圳及台北也設有
辦事處，並將逐步升格為分行。不過，吳建民坦言暫時不
會考慮在中港進行收購。「因為香港銀行收購價昂貴，在
內地進行收購亦手續繁複。」

華美料美企增加投資中國

過去三年，內地投資者主導了港交所的發展。李小加稱，「內地正經
歷轉變，其中對香港影響最大的轉變在於，中國正成為資本出口

國。」換言之，以往內地是用貨物換錢，現在用錢換貨物的需求漸長，港
交所欲從中分一杯羹。具體的催化劑，就是去年重金收購回來的倫敦金屬
交易所（LME）。

資料顯示，LME成立於1877年，為全球最大的基礎金屬交易所，佔世界
期貨交易總量的65%，具壟斷地位。此前LME傳出售賣股權的消息時，芝
加哥商交所、洲際交易所等財力雄厚的老牌交易所都出價競購，最終港交
所以13.88億英鎊（折約167億港元）購得。

但這一切在李小加看來，都是值得的。他的自信來自於LME為其他業務

帶來的新宏圖：「當我們能向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商品投資管道時，便會
吸引更多的人民幣資金流入香港，自然地，會刺激業界研發更多人民幣投
資產品，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三方面發展商品業務
李小加相信LME的加入會帶來遠超商品交易本身的協同效應。他形容

LME對港交所而言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雞」，但現時阻滯在於，LME存在
諸多痼疾，之前會員制的架構並不以盈利和效率為目的。因此，港交所會
從三方面發展商品業務：
「首先是拓展LME現有的產品組合，在成交量以及地域覆蓋上爭取最大增

長，主要措施包括：降低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參與LME市場的門檻；擴大
LME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倉庫網路；發展亞洲時區結算，並計劃在以
後更進一步發展亞洲時區定價基準；以及發展人民幣結算。」
「其次為將港交所商品平台延伸至黑色金屬，包括鐵礦石、焦煤，以及其

他商品，如能源。最後，LME將由會員制公司逐步過渡至更商業化的架
構，會自建結算平台取代之前外包的結算業務。」李小加補充指，雖然港
交所在收購LME後，有關的資本開支及經營開支的高峰期已過，惟LME仍
有不少基建設施需要建立，預計未來一至兩年LME自身的開支將會進一步
攀升。

收入將更多元化及穩定
除LME的業務發展外，港交所還將人民幣債券指數和RQFII-ETF產品列

入未來發展規劃中。李小加表示：「因為我們相信，內地交易所和利率改
革會帶來很多機會。最終，人民幣資本市場完全開放，內地投資者的多元
化，意味 我們將見到資金外流到衍生產品，會成為未來趨勢。」

目前港交所75%的收入來自現貨股票，25%來自股票衍生產品，李小加

表示，進軍固定收益產品和商品將使收入更多元化，同時也更穩定。普遍
情況是，債券等固定收益產品客戶粘度較大，一旦能建立起流通量，流失
的概率低。他預計，現貨股票和其他產品的比例在未來三到五年內有望達
到一比一。

消息指出，LME日前已經推出亞洲服務櫃台，設立在港交所位於將軍澳
的新數據中心，將在亞洲交易時段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技術支持以及服務，
而這也是LME首次在倫敦以外地區推出服務櫃台。業內人士認為，設立亞
洲服務櫃台將會加強LME對亞洲會員的支持以及服務，並將為亞洲不斷擴
展的客戶群提供實地的系統技術支持。

加速跨資產類別投資產品推出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港交所去年重金收購LME

■香港緊鄰內地、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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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民預期，內地企業將繼續增加在美投資，當中包括房地產項目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Credit Agricole）在早前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由工業主導的經
濟增長模式已經逐漸被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取代，投資者未來應該專注於波
動性較低的市場，如香港。該行表示香港近兩年一直位於「世界最佳投資地點」的前
十名內，這一排名是根據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失業率、主權債務、往來賬戶和財政
赤字等六個經濟變數的統計所得出的。

香港向來是亞太地區總部中樞，不少跨國公司都在此設立亞太地區總部，其基建完
善、法制透明、稅制簡單、經濟自由更是香港的優勢。有內地學者指出，香港的優勢
可分為以下兩種：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且與內地沒
有時差和語言上的障礙；特殊的政治地位讓香港得以從西方法治、自由市場體制和中
國內地經濟增長中雙重受益。同時作為中國內地轉口貿易、航運、旅遊、會展、消費
中心，對金融業有一定支持的實體經濟也在香港形成。這些都是香港的比較優勢。此
外，受90年代後內地經濟崛起的影響，內地和香港的物流、資本流和獲益於自由行帶
來的人流都得到了一定的促進，進一步提升了香港的國際比較優勢。

香港的競爭優勢則包括人力資源和技術創新。香港的制度，例如法治、監管、企業
治理、產權（包括知識產權）和交易保護、政府與企業邊界劃分等，無論在微觀層面
還是宏觀層面，完全具備「競爭優勢」。這些優勢都在吸引 高淨值人士來港開戶投
資。

對於這樣一個評價相當高的自由港，國內的高淨值人士早就瞄準了這個市場開始部
署。來自中資銀行及諮詢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2012年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廣
東的高淨值家庭超過10萬戶，佔全國高淨值家庭40%以上，2015年中國內地的高淨值
人士將達到200萬人。無論是做金融投資，抑或是購置物業，這些高淨值人士越來越
樂於在海外配置資產，而香港恰恰可以集合他們所有的願望於一處，亦已經成為他們
投資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故此，香港的金融機構應該善用上述優勢，讓自由港
得以發揮其最大的作用，並為客戶提供以香港為依託，投資全球的優質服務，以吸引
更多的高淨值人士來港投資，讓資金不僅可以「走進香港」更可以「留在香港」，為
未來創造更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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