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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勝昨出席峰會時表示，金融業界要因應人民幣的
國際化，研究今後港幣的定位。他認為，港幣未來

可以有5個發展方向：維持現狀、讓港幣自由浮動、將
港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港幣與人民幣掛鈎，以及直接
使用人民幣。他強調自己沒有特別傾向，不過指港幣若
保持現狀，只會令港幣走向本地化；由於人民幣仍然不
可自由兌現，現時與人民幣掛鈎的可能性十分低。若使
用一籃子貨幣掛鈎，他認為或可令港幣繼續保持強勢，
並減低通脹。至於會否直接使用人民幣，則要視乎中國
未來的經濟發展狀況。

人幣國際化 港幣應用減
王氏於會上解釋，目前大量香港商人於內地擁有業

務，「你會否每次都將港幣換成人民幣，交易後再兌換
回港幣？答案應該是不會，你會帶着很多人民幣」。在
此環境下，香港人身上的人民幣只會愈來愈多，令港幣
再難以跳出香港，變得本地化。隨着人民幣國際化，將
來港幣應用程度將會減少，甚至有逐步聯合的可能。
王冬勝其實不是第一次評論港幣的定位問題，早在去
年博鰲青年論壇，他已提出聯繫匯率需要研究是否要轉
變，包括是否應跟人民幣掛鈎。
就王冬勝昨日的建議，金管局發言人昨回覆本報記者查
詢時指，特區政府已多次重申毋須亦無意改變聯繫匯率制
度，形容經歷多次金融風暴的聯繫匯率，乃捍衛香港金融
穩定的基石，由於本港的經濟體系細小以及外向，堅持聯
匯制度「仍然是最適合香港」。王冬勝預期，中國內地或
會於2050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印度則會成為第三大
經濟體系；由於內地政府目標2020年將上海發展為國際
金融中心，故人民幣需要繼續其國際化的步伐，否則難以
達標。市場亦可預期2020年人民幣將可自由兌換，因人
民幣自由兌換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一環。

人幣短期內料難自由兌換
在強調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性的同時，王冬勝解釋，全

球貿易目前僅有1.6%以人民幣進行，比例遠低於美元的
近四成，雖然內地已逐步開放資本賬，包括設立四個離
岸人民幣中心，即香港、台灣、倫敦及新加坡，又設立
多個新型經濟特區，如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等。不
過，王冬勝形容中央政府仍關注大額資金流動，人民幣
的全自由兌換短期內難以達成，或會是在可控環境下自
由兌換；在開放資本賬的同時會留有一些限制。
此外，由於程序繁多，他預期內地的存款利率自由化
或需要至少一年才有望實現，存款保障機制更需一年至
一年半。然而，利率自由化將加劇銀行間的競爭，或減
低一眾銀行的利息收入，小型銀行甚至會面臨淘汰。
在「滬港通」的問題上，王冬勝似乎未有擔心，在他

看來「滬港通」的開通只屬時間問題，將吸引其他國家
以香港作為跳板，投資內地股市，對香港而言是一大商
機。他同時寄語港人不應自滿，因上海亦可與其他地區
進行類似「滬港通」的合作。

王冬勝倡棄港幣用人民幣
金管局回應：聯匯最合適 金融穩定基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人民幣國際化

為本港帶來無限商機，但隨人民幣日漸普及，

亦令港幣未來定位日漸模糊，昨日再有財金界猛

人就港幣定位發表意見。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

總裁王冬勝昨提出，應對人民幣國際化對香港的

影響，港幣未來定位有5個方向，包括維持現

狀、脫鈎美元讓港幣自由浮動、和一籃子貨幣掛

鈎，與人民幣掛鈎，甚至以人民幣全面取代港

幣。金管局發言人昨回應時強調，在香港獨特的

經濟體系下，聯匯制度仍然最適合香港。

任總提脫鈎受猛烈批評

港人民幣存款9445億 連升3月
香港文匯報訊 金管局昨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本港
人民幣存款額連升3個月。截至9月底止，本港人民幣
存款額9,445億元人民幣，較8月底的9,367.97億元上升
0.8%，但距今年4月的9,598.98億元歷史新高，仍有近
154億元差距。至9月底，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
總額為6,056億元人民幣，8月的數字為4,962億元。
統計又顯示，本港9月認可機構的存款總額上升
0.7%。由於定期存款的跌幅大於活期及儲蓄存款的升
幅，港元存款於9月減少0.3%；外幣存款總額上升

1.5%；貸款與墊款總額上升0.9%，當中在香港使用的
貸款（包括貿易融資）上升0.7%，在香港境外使用的
貸款增加1.6%。由於港元貸款增加但港元存款減少，
港元貸存比率由8月底的 80.9%，上升至 9月底的
81.8%。
今年第三季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包括貿易融資）增

加1.4%，第二季則增加4.4%。按經濟用途分析，在香
港使用的貸款錄得的季度升幅，由對批發及零售業的
貸款、對製造業的貸款及住宅按揭貸款帶動。

經季節因素調整後，9月港元貨幣供應量M1減少
0.5%，與去年同期比較則增加11.6%。未經季節因素
調整的港元貨幣供應量M3於9月減少0.3%，與去年同
期比較則增加9.7%。

外匯基金資產增1076億
金管局昨另公布，至9月底外匯基金總資產達32,146

億港元，較8月底增加1,076億港元，外幣資產增加
760億港元，港元資產增加316億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本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已
30年，在昨日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發表其意
見之前，過去亦曾有不少財金人士建議檢討聯匯制度，其中
最具分量的批評當來自有份催生聯匯的金管局前總裁任志
剛。任志剛於2012年以《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為題，從
學術角度指聯匯制度無法有效對抗通脹，且會阻礙國際金融
中心的發展，以及維持本港貨幣政策穩健。
任志剛該看法在當時受到猛烈批評，但在聯繫匯率已實行
近30周年的背景下，發文建議檢討實有對聯匯支持者當頭
捧喝的意義。在受到批評的一年，東亞銀行（0023）主席兼
行政總裁李國寶表態支持任志剛，李國寶當時稱，當香港回
歸祖國50年之後，港元或將逐步淘汰。李國寶該番言論與
昨日王冬勝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國寶籲循序掛鈎人幣
李國寶於2013年承認，聯匯制度過去幫助本港發展，惟

現時應部署未來進行檢討，因聯匯的確引發不少民生問題，
例如通脹、生活水平下降等。李國寶當時認為香港本來與中
國內地緊扣，港元最終會與人民幣掛鈎。
不過，李國寶認為與人民幣掛鈎前亦有一系列步驟可以遵
從，他建議應先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再逐漸擴大一籃子中的
人民幣比重，最終達至兩者掛鈎。
雖然每次有人批評聯繫匯率，均會引發大規模反擊，不過在

人民幣國際化的環境下，本港難以獨善其身，特別是港元的廣
泛使用度，會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逐漸減低，這將是不爭事實。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今年7月發表的《人民幣國

際化報告》指出，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八大支付貨幣；截至
2013年底，人行已與23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貨幣
互換協議，總規模為2.57萬億元人民幣；人民幣國際債券和
票據存量達到719.45億美元，同比增長34.9%。報告認為，
人民幣有望在2020年前成為僅次於美元、歐元之後的第三
大國際貨幣。 ■任志剛曾建議檢討聯匯制度。 資料圖片

■■王冬勝王冬勝（（右二右二））指指，，港幣港幣
未來定位有未來定位有55個方向個方向。。

重農行上季多賺16.5%勝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重

慶農村商業銀行（3618）昨日公布，
第三季純利按年上升16.5%至17.83
億元（人民幣，下同），優於市場預
期，每股盈利0.19元。期內利息淨收
入穩步提升，按年增加 17.5%至
46.88億元；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快
速增長，按年大幅上升 44.7%至
2.878億元，公司解釋主要是信用卡
業務及代客理財業務增加所致。三季
度營業收入上升22.7%，至50.92億
元 ； 客 戶 存 款 增 加 16.6% ， 至
4,057.16億元；貸存比率收窄3.08
個百分點，至55.2%。
今年首三季，該行純利錄得53.74

億元，按年升13.18%，每股基本盈
利 0.58 元。淨利息收入按年升
16.9%，至 135.39 億元；淨息差
3.36厘，按年收窄4點子；手續費及

佣金淨收入升36.6%，至6.85億元。

資產減值損失增逾倍
重農行同樣面對資本充足率「三

降」及不良貸款「雙升」的困局。該
行首三季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
9.87%，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87%，
資本充足率為12.69%，較上年末分別
下降1.98、1.98和0.95個百分點。不
良貸款餘額19.02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上年末增加2.53億元；不良
貸款率0.81%，較上年末上升0.01個
百分點。撥備覆蓋率442.49%，較上
年末提高11.89個百分點。
同時，該行首三季的資產減值損失

達 14.29 億 元 ， 較 上 年 末 上 升
106.95%。集團解釋主要是考慮宏觀
經濟的不明朗因素，所以加大貸款及
債券撥備。

盛力達遇抽飛 奧星超購800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最

近兩隻新股的招股反應各異。踏入第
二日招股的無錫盛力達科技（1289）
突現「抽飛」，孖展額由首日的超額
認購跌到第二日未足額。昨日截止公
開發售的奧星生命科技（6118），市
傳超購逾800倍，有望成為今年第五
大超購王。該股將於下周五上市，保
薦人為海通國際。
綜合7間券商，盛力達昨日孖展額

跌逾二成五，由首日招股剛足額的
3,000萬元，減少至2,240萬元，較
其公開發售集資額2,470萬元為低。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陳啟峰表示，散戶
對盛力達並不踴躍，有可能是因為其
業務概念不及奧星。輝立證券董事黃
瑋傑指，最近醫藥概念股強勢，奧星
主要從事藥物科研等上游業務，加上
其收入創年內新高，故對該股受到追
捧不感到意外。

港股再飆近300點 全月升4.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十月無股

災。多項利好因素帶動，港股昨日再升近300
點，恒指全月有1,065點或4.6%的進賬，是7
月以來表現最佳的月份，單是本周，升幅已近
700點。分析員指，美股近兩周見底回升，加
上內地A股近期造好，目前已見20個月高
位，令大市有所支撐。日本突然推出新一輪量
寬，更成港股昨日再升的催化劑。

日央行擴買債「放水」
美國第三季GDP初值增長3.5%，優於市場

預期，隔夜美股繼續強勢，道指重返17,000
點大關，恒指高開約211點。午後日本央行決
定擴大買債規模「放水」，日經指數狂飆
4.83%，令市場譁然。上證綜指亦大破2,400
點關，創出20個月新高，刺激恒指最多曾漲
344點，一度升穿24,000點。恒指最終收報
23,998點，升296點或1.25%，成交急增至
835億元，重返一個月高位。
事實上，恒指本周大挾淡友，已令熊證大量

「死亡」，昨日再衝高下，再有41隻熊證被
回收。目前港股已收復「佔中」失地，並升穿
「佔中」前23,678點的收市位。凱基證券董
事及研究部主管鄺民彬表示，日央行加大量寬
及A股資金充裕，相信大市仍能維持良好走
勢，但短線可能有機會略為調整，回落至
23,700點水平再上會更健康。

金沙本月累升達兩成
他又指，後市需視乎周末公布的內地PMI

數據，部分國企股亦陸續有改革的消息出台，

或刺激相關股類上揚。另外，資金流入績優股
及落後股，建議投資者留意有關分類。昨日濠
賭股就是回勇的分類之一，銀娛（0027）急
升5.16%，金沙（1928）再漲3%，該股本月
已累升了兩成，是本月最佳股份。

高官訪京 憧憬「滬港通」
重磅股推動大市，騰訊（0700）、中移動

（0941）、友邦（1299）、建行（0939）及
工行（1398）分別漲1.4%、2.6%、1.17%、
1%及1.18%，領導大市向上。其他中資金融
股亦有好表現，平保（2318） 、國壽
（2628）、交行（3328）亦各升 2.18%、
2.43%及 2.11%，令國指升 1.2%至 10,755

點。全周計，國指累升364點或3.5%。
本港三大財金「巨頭」下周將訪京，市場再

聚焦「滬港通」進展，相關概念股齊漲。港交
所（0388）升逾2%至171.9元，券商股敦沛
（0812）飆8.2%、第一上海（0227）再升
5.5%、中州（1375）升 6.8%、國泰君安
（1788）升3.4%、海通證券（6837）、申銀
萬國（0218）及中信証券（6030）分別升
3.26%、4.7%及3.5%。另外，藝人謝霆鋒搖
身一變成股壇新星，漢傳媒（0491）獲謝霆
鋒入主兼注入電影後期製作公司，昨日復牌即
爆升，盤中最多曾狂飆1.3倍，全日收報0.75
元，仍有97.4%進賬，市值增逾5億元至11.2
億元，謝霆鋒入股的賬面獲利已達1.4億元。

■■恒生指數昨收報恒生指數昨收報
2323,,998998..0606點點，，上升上升
296296..0202點點。。 中新社中新社

港幣5大發展方向

1、維持現狀不變；

2、讓港幣自由浮動；

3、港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鈎；

4、港幣與人民幣掛鈎；

5、直接使用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