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金融中心 港跌出三甲
國際智庫調查排名 星洲躋身季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香港近期的出口、零售、

樓價、PMI等經濟數據全面下滑，就連引以為傲的「紐倫

港」也失陷，跌出全球金融中心三甲位置。英國智庫機構Z/

Yen Group昨日公佈「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香港得

753分，較去年下跌2分，排名亦從第三跌至第四，是多年

來首次三甲不入。新加坡得755分，較去年上升5分，排名

亦從第四升至第三，以2分的優勢取代了香港的季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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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今年 分數 城市 去年 分數

1 800 倫敦 1 796

2 792 紐約 2 788

3 755 新加坡 4 750

4 753 香港 3 755

5 728 東京 5 725

6 714 蘇黎世 7 715

7 712 華盛頓 10 711

8 711 三藩市 9 712

9 709 波士頓 12 709

10 707 多倫多 8 714

16 693 上海 21 698

19 688 深圳 23 694

23 682 北京 29 676

資料來源：GFCI 製表：記者 涂若奔

按2.4萬份報告計105項目
該份報告未有具體解釋排名變動原因，
僅表示調查機構統計了全球86個金融中
心，總共參考了24,495份評估報告，計算
了105個項目，評估了各個金融中心的人
才、商業環境、市場發展程度及基礎設施
等多個因素後，計算出分數和排名。今次
是該智庫發表的第19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報告。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副總經理鄂志寰昨
表示，金融市場並不完全認同 Z/Yen
Group的「金融中心指數」的計算標準和
評分的全面性和客觀性，對其排名也時有
爭議，本次香港以低於新加坡2分的成績
排名第4位，二者微小的差距並不具備顯
著的意義。但在高度不確定的全球市場環
境下，香港必須加快建設全面、多元化的
國際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拓展金融市場的
深度和廣度，才能保持在激烈的國際金融
中心競爭中站穩腳跟。

學者指本港有兩方面輸蝕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
務所長莊太量也認為，不需要對香港排名
下滑過份擔心，因為新加坡與香港一向都
在你追我趕，兩地的競爭力「叮噹馬
頭」，香港在稅制、金融自由度及人才資
源上不輸於新加坡，地位難被取代；相比
之下，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不夠穩定。不
過，香港也有兩大弱點，一是較少國際企

業來港上市，二是香港債券市場發展亦較
遜色。
據今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今年居
首的仍是倫敦，得800分。亞軍也依然是紐
約，得792分。兩個城市的分數均較去年增
加4分，仍以巨大優勢遠遠甩開其他城市。
事實上報告亦強調，「這兩個金融中心
（倫敦與紐約）是真正受到市場歡迎，而
不單止靠自身競爭力因素」，相信倫敦、
紐約未來仍是處於互相補足、而非全然互
相競爭的勢態。但在調查之中發現，若英
國退出歐盟，或會帶來負面影響。

大連大躍進 上海升5位
香港以往與紐約、倫敦齊名，號稱「紐
倫港」三大金融中心，今年卻首次失去這
一桂冠，以2分的微弱差距被新加坡奪走
季軍寶座。第五名是東京，與去年相同。
報告指出，前五大金融中心均是發展成熟
的大都會，有各自特色，更易吸納全球成
功的金融人才。
蘇黎世由第七升至第六，華盛頓由第十

升至第七。韓國最受傷，首爾去年以724
分名列第六，今年大幅減少19分，排名亦
暴跌至第十二位。釜山更大減46分，排名
倒退十四級，跌至第三十八位。
內地城市中以大連升幅最大，按年增
加8分，排名連跳十級，升至第三十一
位。上海則上升五級，升至第十六位，
但得分卻減少5分；第十九位的深圳亦有
同樣減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香港
加入亞投行好事近。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昨
日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舉辦的論壇活動時表
示，該行將在本月底舉行董事會，討論新
會員加入的機制，承諾「我們會盡快解決
香港入會的問題」。但被問到會否在香港
成立區域性總部時，他未有回應。

行長鼓勵港人入職
金立群致辭時多次強調，香港肯定是亞
投行的潛在會員之一，認為香港在亞投行
可扮演重要角色，可以提供債券、貨幣掉
期、銀行等服務。此外，香港在法律、仲

裁、公司管治等方面達到很高的國際標
準，在資本管理方面，更可作為其他國家
的範本。而亞投行也為香港帶來良好的機
遇，發展基建會帶來更多的職位。他還鼓
勵港人積極加入亞投行，「如果香港人有
興趣在亞投行做事，我非常開心」。
他說，當前各國面臨不同挑戰，包括保護

主義、債務增加、歐洲難民危機等。面對這
樣的情形，亞投行將致力於三方面工作：首
先是促進全球性的區域融合，亞投行的成員
國未來可能會增加到100個，將打破區域屏
障；其次，作為所有成員國共同所有和經營
的銀行，亞投行將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

經驗，同時也會聽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第
三，亞投行將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
設、教育、環保等多個方面提供支持，讓其
他發展中國家借鑒中國發展的經驗，促進整
個區域的共同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講

座教授劉遵義也在同一場合提出，香港可
以建立一個具流動性的債券交易市場，幫
助亞投行擴大資本，從而毋須再向股東融
資。現時全球面對低利率環境，變相令一
些欠發達國家難以吸引投資，相信亞投行
能夠把資金引導至發展中國家，並且控制
相關風險。

基建融資商機龐大
渣打銀行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行政總裁洪

丕正亦指出，未來亞洲基建需要10萬億美
元（約78萬億港元）資金，而來自公共的
資金只有1.5萬億美元左右，中間的差額要
由私人資金填補。本港可以在亞投行中提
供金融相關業務的服務，以及為沿線國家
提供風險管理業務。
信和置業主席黃志祥也表示，現時對亞

投行來說是很好的發展時機。銀行利率保
持在低位，原料商品價格亦很便宜。亞投
行幫助開發基建項目，在環球經濟不景
氣，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能夠提升區內
的繁榮。

亞投行盡快招港入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滙豐行
政總裁歐智華昨出席論壇時表示，內地今
年增長目標訂於6.5%至 7%並非沒有野
心，相信以目前環境內地仍可達標。他又
指出，內地經濟基本面強勁，亦可以用不
同工具刺激內需，確保能「軟着陸」。
他指出，內地製造業和出口業疲弱，但

消費依然強勁，佔GDP增長的三分之
二，反映內地經濟不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
影響，認為中央有足夠政策擴大內需，來
彌補短期增長放緩的影響。他又表示，貿
易雖未有復甦跡象，但內地目前仍有大量
的財政儲備可以使用，央行亦有空間於未
來幾個月內進行減息及降準。
歐智華表示，內地雖有足夠的財政儲

備，但不能過份依賴財政政策的支持，要
繼續改革。他認為內地與其他新興經濟體
有分別，因內地勞動人口教育水平較高，
對經濟轉型有利，加上城鎮化的比例亦偏
低，均有利未來的經濟發展。

倡自由兌換 減市場波動
去年人民幣出現大幅貶值，他認為人民

幣貶值不是為了刺激出口，而是經濟改革
的一部分，有效收窄在岸及離岸的人民幣
價差，他認為這是適宜的和必要的一步，
但有需要加大透明度。他又認為，目前環

球金融環境有利人民幣匯改，若內地開放
資本賬可有助銀行業分散投資，同時會減
少市場波動。
歐智華表示，人民幣向市場化發展將會

是金融改革重要的一部分，內地較其他新
興市場有更多外匯儲蓄，加上外債水平亦
不高，發行離岸債券將有助維持匯率的彈
性。

滙豐料內地「6.5」能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法興企
業及投資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師姚煒昨日表
示，內地經濟不會出現硬着陸或軟着陸，
相信會是顛簸着陸。她認為內地改革進度
緩慢，預料今年內地經濟增長難達6.5%，
只會增長6.2%。
對於債轉股，她認為這是拖延內地槓桿

問題的方法，內地利用債轉股解決槓桿問
題並非好方法，中央必須針對問題根源，
若企業最終未能解決債務問題，將會拖累
銀行表現，但她不擔心銀行出問題，因即
使出現問題，政府亦會出手。

料下半年2次降準共1%
對於人民幣走勢，她預料，人民幣短

期回穩，但下半年歐元、日圓有機會出
現新一輪貶值，人民幣目前關注一籃子
貨幣走勢，相信會跟隨，因此預料到年
底人民幣會小幅下跌至6.8。她又預計，

人行下半年或會降準2次，每次50個基
點，而7天逆回購利率亦會有一次25個
基點的下降空間。
有傳內地將實施托賓稅，她認為徵稅有
助約束短期炒賣活動，可以一試。

法興料內地經濟顛簸着陸

■法興企業及投資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師姚
煒。 黃萃華攝

■滙豐行政總裁歐智華。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金管局總
裁陳德霖昨出席論壇時表示，為配合「一
帶－路」發展，金管局籌備中的基建融資
促進辦公室（「基建辦」，IFFO）預計於
夏季成立，目的是作資訊交流，目前已獲
包括亞投行等持份者正面回應。
陳德霖表示，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

中可扮演重要角色，因為香港一直是內地
最大的對外貿易和金融中心，同時也是最
大的人民幣離岸巿場。他說，無論是海外
資金到內地，還是內地資金到海外，逾半
均經香港進出。

分享信息經驗 促進投資
他續說，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缺

乏資金和發展基建的技術，為作為中轉站
的香港帶來機遇。成立「基建辦」，可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金提供者、項

目發展商提供信息和經驗分享平台，促進
有效和可持續投資。
陳德霖強調，香港是中外資金往來的最

大樞紐，去年中國內地的外來直接投資
（FDI）中，有68%是透過香港進入。在
2014年，內地的境外直接投資（ODI）
中，58%的資金是透過香港「走出去」，
相信趨勢仍將持續。
他指出，去年內地的貿易中有20%至

25%是以人民幣結算，相信隨着人民幣國際
化的步伐加快，5至7年後內地的貿易將至
少有一半以人民幣結算。去年經香港處理的
人民幣貿易結算規模達到6.83萬億元人民
幣，相信在未來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銀籲發揮風險融資功能
另外，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岳毅指

出，香港在「一帶一路」的最主要優勢是發

揮融資，尤其是風險融資中心功能，而在法
律及仲裁服務、工程項目管理、商貿物流、
航運及空運服務、國際管理人才的供應等領
域也有很強的優勢及發揮的空間。
岳毅續說，中銀香港為配合國家「一帶一

路」發展戰略和母行的總體佈局，也制定了
與母行銜接的自身策略。未來中銀香港將抓
住「一帶一路」機遇，強化中銀在東盟乃至
亞洲的區域中心功能，將服務、產品、資源
等方面的優勢輻射至「一帶一路」區域，實
現由城市銀行向區域性銀行轉變。

■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講座教授劉遵義（右一）、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右三）、渣打
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行政總裁洪丕正（右四）、信和置業主席黃志祥（右五）。 張偉民 攝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張偉民 攝

夏天設「基建辦」 拓「一帶一路」商機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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