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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財庫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出席一
個論壇時表示，人民幣即將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加上中國推進「一帶一路」
計劃，人民幣的角色將不斷增加。隨更多地區成為人民幣清
算中心，將有助擴大人民幣的全球流通量。他料，海外對人民
幣需求將越來越大，香港作為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未來需提
高人民幣離岸服務質素，以及發展更多種類的人民幣業務，以
成為全球具影響力的人民幣業務樞紐。
此外，A股在短期內，也有機會被納入國際主要指數，例如

MSCI指數，這將有利內地金融市場的開放，亦有助大中華企
業的融資。在國家「十三五」的規劃下，香港需穩定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以為「一帶一路」企業提供人民幣融資服務。

滬港通運作暢順
滬港通推出已一周年，陳家強表示，互聯互通政策連接兩地

交易所及市場，兩地在尊重對方不同體制及營運規則下，運作
暢順，突顯兩地監管合作很重要，若兩地無互信基礎，市場質
素將缺乏保證。
至於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他指可讓有一定條件的基金獲得

審批認可，並在官方地區銷售，將可增加兩地基金產品選擇，
有助股市的長遠發展及提高市場質素，同時香港也可為內地企
業「走出去」作出貢獻。
他指出，內地改革開放紅利大，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未

來應發揮低稅率優勢，在公平環境下，歡迎內地企業參與香港
市場。

陳家強：海外人民幣需求增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昨日發表《貿易風向》（TradeWinds）
研究報告，預期未來十年亞洲毋庸置疑是帶動全球貿易增長的
動力，至2050年，全球貿易總額可能高達68.5萬億美元，屆時
中國將穩佔全球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
報告指出，中國自2007年起成為全球出口大國，透過領導全
球工業生產演變成「世界工廠」。中國的貿易額由當年1.43萬
億美元，至2015年增加至1.94萬億美元，估計至2050年將進一
步上升至11.75萬億美元。
根據報告，目前全球貿易總額已達到17.9萬億美元，估計2025

年將增加至27.8萬億美元，而2050年更將增加至68.5萬億美
元。按地域劃分，至2050年，亞太區佔全球貿易的份額，將由目
前約三分之一，擴大至46%，而此消彼長下，西歐的份額將由目
前34%下降至22%，北美的份額則由目前12%下降至10%。

香港續鞏固門戶角色
匯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陳樑才表示，隨中國在全球貿易的

重要性不斷提升，香港應該繼續鞏固其作為中國門戶的角色，
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事實上，當內地對外的連繫日
漸增強，香港亦能受惠。
報告亦指出，「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計

劃，能夠支持中國基建的發展，令貿易繼續增長，同時讓中國
藉這些計劃，持續擴大其在國際貿易的影響力。

匯豐：2050年中國領導全球貿易

內地12私募失聯

公告稱，根據基金業協會核查，通
過私募基金登記備案系統預留的

電話、電子郵件及短信方式均無法與
12家私募取得聯繫，未在限定時間內
回覆相關情況說明。基金業協會要
求，限上述機構自周一(23日)公告發
出後5個工作日內與協會聯繫，並回
覆相關情況說明，逾期則認定為「失
聯(異常)」私募機構。
協會指出，包括華天國泰(北京)資產管
理公司、中融坤瑞(北京)投資基金管理公
司等12家私募機構（見表）失聯。

部分曾爆兌付危機
據了解，在這12家私募中，有10
家為無產品的空殼公司，部分之前曾
被爆料出現兌付危機。名單中的中元
寶盛之前因擔保項目出現風險，就曾

傳出億元基金無法如期還本付息的消
息。而中融坤瑞也曾有投資者稱購買
其項目後沒能按期連本帶息兌付。

基金數目年內倍增
目前來看，私募正處在一個爆發式

增長階段。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0
月底，協會已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為21,821家，是年初6,974家的2.13
倍；已備案私募基金為20,853隻，是
年初8,846隻的1.36倍，該20,853隻基
金認繳規模4.89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實繳規模4.04萬億元。
不同規模的私募基金家數今年也處在

瘋狂遞增階段，甚至20億元（人民幣，
下同）規模以下的私募基金家數今年以
來增長219.08%，而100億元以上規模
的私募基金家數增長97.67%。

協會督促自律管理
按私募基金總規模劃分，管理正在

運行的基金規模在 20 億元以下的
21,388 家，20億元至 50億元的 260
家，50億元至100億元的88家，100
億元以上的85家。

對私募扎堆出現的現象，中國基金
業協會日前表示，會要求關於私募基
金管理人的專業化管理，下一步協會
將對不符合要求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進
行自律管理。同時也擁護和支持中國
證監會對私募基金行業加強監管，督
促行業規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蔡競文）內地私募基金「一

哥」徐翔涉內幕交易被帶走調查，震驚市場，但原來股災之

後，私募基金界掀起風暴，不少私募基金相繼出事。中國基金

業協會日前在官網公佈一批共計12家失聯(異常)私募機構名

單，部分被曝在去年曾出現過兌付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孔
雯瓊）國泰君安國際（1788）主席閻
峰仍然失聯，公司管理層昨日表示，
公司財務及運作正常，對業務無影
響，又計劃在年底前推出IPO及固定
收益項目。深圳國際（0152）亦發出
通告指，嘗試聯絡非執行董事閻峰，
但未成功。
代理行政總裁王冬青昨在電話會議
表示，公司運作一切正常，員工亦非
常穩定。公司未來有意推多4個至5個
IPO項目，於年底亦會推4個至7個固
定收益項目。財務總監黃天禮指，經

紀和孖展業務規模沒有大改動，而且
公司財務狀況健康，銀行對公司仍然
大力支持，銀行授信沒有影響。國泰
君安國際昨收報2.92元，升2.46%；
深圳國際收報13.18元，跌0.45%。

母企內部矛盾激化
另外，近日母公司國泰君安又爆出旗

下兩大團隊首席不和，並各自公開在微
信發表聲明，一時間惹得市場關注度大
增。據悉，起內訌的都是大師級別人
物，一位是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另
一位則是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

任澤平率先發表聲明，稱與林采宜
是兩個不同的宏觀團隊，林采宜團隊
未經許可，擅自在各大機構投資者群
進行宣傳，並撇清他帶領團隊與林采
宜團隊無關。林采宜則回應稱，君子
不出惡言。並表示任博來的時候對他
挺好，工作上交集甚少，也從未有過
任何過節，今後也不會攻擊任澤平。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交惡或和一

場年度經濟學家評選有關，主辦方在
邀請任澤平的同時，又邀請林采宜，
導致一個機構有兩人參加評選。林采
宜之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事

情起因一名下屬同時幫她和任澤平拉
票，結果導致任澤平誤會。
事情發生後，網絡傳言任澤平要離職

國泰君安，但國泰君安今日舉行的年度
策略會任澤平確認將會正常參加。

國泰君安國際：公司運作正常

■截至10月底，中國基金業協會已備案私募基金為20,853隻，認繳規模4.89
萬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失聯私募機構名單失聯私募機構名單
11、、華天國泰華天國泰((北京北京))資產管理資產管理
22、、中融坤瑞中融坤瑞((北京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投資基金管理
33、、中元寶盛中元寶盛((北京北京))資產管理資產管理
44、、融易融融易融((北京北京))資產管理資產管理
55、、銀河瑞盈投資基金管理銀河瑞盈投資基金管理((北京北京))
66、、中投華融投資基金管理中投華融投資基金管理((北京北京))
77、、萬弘基金管理萬弘基金管理((蘇州蘇州))
88、、湖北奧信創業投資管理湖北奧信創業投資管理
99、、幸匯財富幸匯財富((北京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投資基金管理
1010、、洲海鴻潤洲海鴻潤((北京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投資基金管理
1111、、北京幸福財富投資基金管理北京幸福財富投資基金管理
1212、、深圳市中星基金管理深圳市中星基金管理

■母公司國泰君安爆出任澤平與林采
宜(見圖)團隊不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