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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 手 回 歸 愛 心慶 獻手

四地離岸人民幣業務狀況
■香港

2013年首4個月，經香港銀行結算的人民幣貿易總

額超過11,000億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48%。現

時，香港銀行間人民幣外匯市場方面，人民幣即期

及遠期交易日平均成交額約600億元；每日透過香港

即時支付系統結算的人民幣交易總額3,900億元。

■台灣

在截至今年3月5日的一個月內，中國銀行台北分

行就辦理人民幣清算業務達4,500多筆，總金額突破

100億元人民幣。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SWIFT）最新的《人民幣追蹤》報告指，台灣在過

去6個月的人民幣支付額增加120%，超越美國及澳

洲成為全球第四大人民幣離岸中心。

■新加坡

今年5月27日，新加坡金管局宣布正式啟動人民幣

清算服務，新交所也在當天宣布推出人民幣計價債

券存託服務。匯豐、渣打等大行當日共計發行債券

15億元人民幣；星展銀行的首期離岸人民幣債券也

於兩天後在新加坡成功定價，認購額接近20億元，

達預定發行量的4倍。

■倫敦

據倫敦金融城6月份報告披露，2012年當地進出口

融資業務量達到336億元，較2011年增長100%。全

年當地的人民幣信用證及其他貸款擔保額按年增長

13倍至47億元；日均人民幣即期外匯交易量比2011

年增長了2.4倍，達到25億美元。目前離岸人民幣現

貨及遠期合約每日平均成交額約100億美元。

專家：人幣在港仍未循環

倫敦短期未造成威脅

新加坡最有可能當「老二」

人幣業務規模巨
港保離岸中心優勢
業界：競爭對手環伺 未動搖港「一哥」地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出席2013陸家嘴金融論壇
時表示，香港的銀行2004年獲准為個人客戶提供人民幣存

款、兌換、匯款及卡類服務，成為首個提供離岸人民幣銀行服務
的地方。自此之後，人民幣資金便開始在離岸累積。香港現時擁
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所累積的資金達8,370億元。

陳家強：資金池達8,370億

2007年，香港發行首筆離岸人民幣「點心」債，至今年5月底
共已發行276筆「點心」債，未償還餘額2,780億元。至於人民幣
跨境貿易結算業務更是快速增長，今年首4個月內，經香港銀行
結算的貿易額達11,064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了48%。

目前，本港人民幣計價的產品種類繁多，包括投資離岸債券的
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黃金及債券交易所買賣基金、貨幣
期貨、公司股份、上市權證等。2011年，中央政府推出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計劃（RQFII），建立了新的境外人民幣
回流管道，該計劃的投資額度現已增至2,700億元人民幣。

人幣國際化 港扮重要角色

陳家強表示，樂於見到不少國際金融中心增加使用人民幣，因
為這是人民幣走向完全自由兌換的必經之路。「我們相信，最終
只有一個人民幣離岸市場，而我們將致力為這個市場服務，擔當
產品創新和服務中心的角色。」截至今年4月底，香港人民幣清
算平台的參加行已達209家，其中185家是國外或內地銀行機構的
附屬公司。

隨㠥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多個城市均瞄準了人民幣
離岸業務這塊「大蛋糕」，新加坡、台灣和倫敦等對手早已磨刀
霍霍，希望從中分一杯羹。本港目前雖仍穩居「最大離岸人民幣
中心」的寶座，但有分析憂慮，在各地競爭下，或將動搖本港的

「一哥」地位。
然而，不少金融界人士認為此種說法言之過早，認為至少在

2020年前，其他城市無法與本港並駕齊驅。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業
務首席經濟師廖群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新加坡、台灣、倫敦等
地爭相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是必然趨勢，因為人民幣要國際化，
香港只是第一步，「如果所有離岸業務都集中於香港，那就不叫
國際化了。」

廖群：餅做大 港業務量增

廖群稱，其他中心的相繼崛起，對本港人民幣業務必然會有一
定的分流，但不會改變香港作為最大離岸中心的地位。到目前為
止，香港仍是惟一獲國家肯定其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的城市，

「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第一個傾斜在香港，其他城市沒法
比」。

他又認為，今後其
他離岸中心和香港將
有 一 個 最 大 區 別 ，

「就人民幣的資金流量
和產品而言，香港是
批發中心，其他是零
售中心」。因為回流渠
道不是香港、就是上
海，由於上海主要做
在岸業務，因此離岸
業務仍要通過香港來
發展，「這個餅做大
了，雖然今後香港的
市場份額會減少，但
業務量會增加」。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自2004年起致力推動人

民幣業務的發展，並取得輝煌成就，尤其是離岸人民

幣業務近年來迅速增長。據港府披露數據，在人民幣

貿易結算業務方面，今年首4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

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總額已經超過11,000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48%。本港目前已成

為全球最大規模及最具效率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新加
坡近年來一直被視為本港的最強競爭對
手，在人民幣離岸業務上，獅城雖無法
和本港相提並論，卻最有實力和野心。
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業務首席經濟師廖群
認為，在中央政府的戰略考慮中，人民
幣國際化「第一站在香港，第二站在新
加坡」。中短期而言，在各個人民幣離
岸業務的地區中，新加坡將是最強勢的

「二哥」爭奪者。

聯繫東盟 星平台最佳

不少本港銀行界人士均預計，今後新
加坡的人民幣服務需求將會很大，香港
將面臨新加坡「激烈的競爭」。事實
上，此前有不少本港業界人士已指出，
香港對人民幣結算監管操作繁複嚴格，
例如跨境貿易要出示貿易單據、個人客
戶每人每日只可結匯2萬元人民幣等
等，已經導致不少業務流失至新加坡，

未來的形勢有可能更加嚴
峻。

雖然截至目前，新加坡
未能如香港、台灣般，屢
屢被北京政府直接表態大
力支持，但廖群認為，中
央政府肯定也希望培育新
加坡市場，將之打造為另
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主
要是因為新加坡是東盟和
東南亞的金融中心，尤其
是印尼、泰國等國家，在

發展人民幣業務時將會更多選擇新加坡
而非香港。

他稱，儘管中國和不少東盟國家在領
土上有爭議，但仍希望彼此建立更多聯
繫。「新加坡是最好的聯繫點，這方面

（中國）必然有戰略考慮」。 此外，新加
坡亦是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十多年來一
直緊追本港之後穩坐亞軍寶座，人均
GDP更不斷增長，數年前已經超過本
港，加上新加坡當局決策迅速，這些優
勢均有助其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

回流機制 仍遠遜本港

不過廖群相信新加坡無法取代香港地
位，原因是其人民幣回流機制遠遜本
港，「它不可能有一個前海特區，直接
吸納回流資金，所以只能以中心對中心
的方式回流，必須通過香港或上海來完
成。新加坡的業務量大了，回流時經過
香港的流量也會相應增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 對於本港人民幣的發展前景，中
信銀行國際中國業務首席經濟師廖群總體持樂觀看法，但亦指出
存在諸多不足，包括「人民幣產品設計方面跟不上，需求也沒能
完全調動起來，QDII的半直通車和直通車一直是只聞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等。他稱，香港從政府到業界應跟中央多溝通，進
一步放寬RQFII額度。

需拓新產品刺激需求

廖群表示，香港人民幣業務以結算業務發展最快，其次是人民
幣債發行，第三是人民幣存款。而人民幣貸款業務只是最近一兩
年才起步，截至目前人民幣貸款不到1,000億元，相較於6,000多
億元的存款「遠遠不夠」，顯示人民幣在香港「沒有循環起來」。

談及RQFII時，廖群表示，由於目前A股弱勢，投資者對
RQFII有戒心，加上RQFII對額度和發行者資格均有限制，市場
發展不如預期快。在此形勢下，銀行開發人民幣產品的積極性也
未能得到發揮，導致市場需求進一步減少，進而形成非良性循
環。「現在只能等待市場氣氛的復甦，等待A股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本身是全球三
大金融中心的倫敦，近年來對人民幣業務也虎
視眈眈。據倫敦金融城6月份發表的最新報告披
露，2012年當地各企業對人民幣的使用明顯增
多，進出口融資業務量達到336億元（人民幣，
下同），較2011年增長100%。倫敦交易所早前更
宣布，已作好充分準備打造人民幣交易樞紐，
未來倫敦將會是人民幣在歐洲的主要交易地。　

事實上，中英兩國央行更於日前簽署了規模
為2,000億元人民幣(約210億英鎊)的中英雙邊本
幣互換協議，旨在為雙邊經貿往來提供支持，
並有利於維護金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與英格
蘭銀行的聯合聲明指，互換協議有效期三年，

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根據倫敦金融城的報告，2012年當地的人民幣

信用證及其他貸款擔保額按年增長13倍，至47億
元；日均人民幣即期外匯交易量比2011年增長了
2.4倍，達到25億美元。目前離岸人民幣現貨及
遠期合約每日平均成交額大概為100億美元。

可成人幣歐洲主要交易地

倫敦交易所更多次表示其拓展人民幣業務的
多項計劃，該所亞太區總裁祝曉健去年接受本
報專訪時指出，現時倫敦能夠交易及清算的貨
幣種類多達18種，此方面比香港有優勢；而且倫
敦同時是美元的離岸中心。如果倫敦可成為人

民幣離岸中心之一，相信將會是人民幣未來在
歐洲的主要交易地。

廖群認為，雖然倫敦的人民幣離岸業務暫時
未及新加坡，但長期而言也會是本港的競爭對
手，因為「只要歐洲用（人民幣），倫敦就發展
起來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隨㠥兩岸關係
的改善，人民幣在台灣
市場的發展呈現突飛猛
進的態勢。台金管會今
年3月擬定一份《促進債
券市場發展方案》，比照
本港「點心債」的管理
規範，採取將專業投資
機構與一般投資人區隔
的 雙 軌 制 ， 大 力 推 動

「寶島債」發展。截至目
前，已有中國信託銀行
等4家銀行與企業發行了

「寶島債」，總金額達28
億元人民幣(下同)。

手續簡 債息發行成本低

雖然該金額難與本港去年高達1,482.2億元的「點心債」
水平相比，但其相較「點心債」具有不少優勢，已引起業
界關注。路透社引述一大型證券商承銷主管表示，以中國
信託寶島債發行利率2.9%為例，若是在境外發行，恐怕要
到3.3%-3.5%。遠東新財務長王健誠亦指出，之所以捨棄

「點心債」到台灣發「寶島債」，是因為在香港發行的律師
與會計師費用偏高、發行時間冗長無法掌握時效。

有本港業界人士呼籲採取針對性措施，降低「點心債」
的利率並簡化手續。金管局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
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所須符合的要求和發行機制，與發
行其他幣種債券相同，並不存在人民幣債券發行時間較長

的情況。至於發行成本是否偏高，該發言人未有正面回覆，僅表示
「取決於當時的市場情況而定」。

業界：難取代「點心債」

中信銀行國際中國業務首席經濟師廖群也認為，「寶島債」不可
能取代「點心債」，台灣也無法取代香港，原因是台灣自身並非國
際金融中心，雖然當地市場自身有使用人民幣的需求，但其經濟主
要依靠高科技和製造業，「金融方面沒聽說有很厲害的一面」。他
又稱，中央肯定會有很多政策支持台灣發展人民幣業務，可惜台灣
當局未必會接受，因為有政治因素干擾。「人民幣國際化不能指望
台灣」，韓國、日本及東盟等國家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都不會選擇
台灣。

兩地可合作共贏拓業務

多數分析相信，港台兩地可通過合作共贏的方式拓展人民幣業
務。金管局發言人指出，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落實，有助於推動在
兩岸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更多使用人民幣。隨㠥台灣當地的人民幣業
務逐步開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活動將會更為活躍，香港作為離岸
人民幣業務中心亦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
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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