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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投資者通過港股通配置海外資產將是長期趨
勢。

嘉實國際現時管理資產規模近萬億元
人民幣，其投資取向受到市場不少關注。
行政總裁孫晨透露未來5年發展大計，
「（公司）會在前面10年的基礎下，把
握好雙向的投資機遇，包括外資高度缺配
中國資產、內地投資者透過香港配置海外
資產，料會為公司帶來雙向的機遇」。

管理資產規模近萬億元
孫晨表示，嘉實國際作為中國國際資
產管理公司，是最早建立海外業務的先行
者，專門為銀行、保險公司等度身訂做投

資方案，幫助他們作海外的配置，產品方
面是全方位及全天候佈局，包括大中華區
股票、債券如中資海外債及亞洲債券等。
問到未來會否計劃海外再開多間分公

司，孫晨指選址或會考慮「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他指由於「一帶一路」是國
家政策，因此在拓展過程中，沿線國家
的一級、二級市場投資，都可能會形成
一些中國相關的投資機遇，「因為『一
帶一路』本身的意向是由中國驅動的，
作為一個中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對這個
趨勢的原動力有所了解，可以研究當中

是否有可抓住的機遇。」

港缺熟悉內地市場人才
至於人才方面，孫晨認為香港作為國

際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中心，總體而言
金融人才並不短缺，尤其外資有很多人
才，「但是對於投資內地及進行內地資
產管理的人才確實是短缺，主因中資公
司近幾年在香港拓展業務的力度等都正
在增大，相信一些定位清晰、具有良好
文化、投資實力及調研能力的公司會較
易吸引優秀人才加入。」

嘉實未來5年冀把握「雙向」機遇

孫晨小檔案

孫晨現任嘉實國際行政總裁，
同時是嘉實國際旗下多間公司
的董事會主席，包括 HGI
（USA）Investments LLC 、
Harvest Global Investments
（UK）Limited及嘉實國際投
資有限公司，分別涉獵北美、
歐洲以至另類投資業務。財金
界出身的他對金融財務策劃尤
為熟悉，曾任嘉信理財香港董
事總經理、嘉信理財紐約投資
專員，亦曾任匯豐銀行私人銀
行高級副總裁，負責開拓匯豐
銀行在內地市場的私人銀行業
務。孫晨在2012年和2013年
連任兩屆香港美國商會主席，
曾帶領由商會資深成員組成的
代表團前往華盛頓與美國政府
重要官員、國會議員以及知名
智囊機構就重要議題進行深入
會談 ，並對中國內地及香港
事務提供深入見解。

A股首批「入摩」名單上周揭盅，並將於下

月正式「入摩」，為A股國際化寫下歷史新

一頁。主營資產管理業務的嘉實國際行政總

裁孫晨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A股

「入摩」實際上是一個雙向過程，相信在海

外投資者對中國資產高度缺配下，A股「入

摩」正正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大家真正行動

去投資中國，預料最先部署A股的將會是亞

洲投資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嘉實國際孫晨嘉實國際孫晨：：雙向趨勢雙向趨勢勢惠及港股勢惠及港股

孫晨分析指，A股「入摩」實際上為內地及海外投資
者的雙向缺配，提供了一種包含出向及入向的雙向

過程，「『出向』就是中國投資者投資海外、進行海外配
置，而且是通過滬深港通的港股通，或者是類似的機制來
配置」，「『入向』是指A股『入摩』後為海外投資者進
入中國提供的一個契機，亦可視之為啟動事件，讓過去不
太關注內地A股的機構投資者去關注中國，並進行中國的
配置。」

亞洲投資者仍最先部署
孫晨認為在「入向」的趨勢，A股「入摩」後會有外資
進入內地A股市場，料對A股將帶來提振作用，雖然初期
流入資金規模未必太大，但他認為市場應關注長期可帶來
多少資金。他解釋，「因為A股『入摩』是一個循序漸進
過程，真正帶來的是一個啟動的作用，啟動外資機構對於
中國的研究和配置這個動作，後續投資的意願、投資的行
為就會逐漸加強。」
然而孫晨相信，亞洲投資者仍然會是最先部署A股的
先行者。他解釋，由於整個機制還在搭建的過程中，加
上亞洲投資者對於內地市場的認知可能更充分一些，故
相信亞洲投資者可更快作部署，但他亦提到曾與歐洲、
北美等地與海外機構投資者就退休金、養老金、主權基
金等溝通，其實大部分海外投資者對內地市場了解和關
注都高過市場預期，所以任何一個渠道的開通都十分重
要。

北水拓海外屬長期趨勢
對於外界憂慮A股「入摩」或令資金回流內地，從而
影響港股表現，孫晨則認為看待A股「入摩」這個話
題，不能只留意其短期及單向的趨勢，「其實A股『入
摩』這事情實際上早就決定，不過在這個時間點發生，
從這角度而言，這事情發生後，大家往往看它的短期影
響和衝擊」。
孫晨強調，內地投資者通過滬深港通的港股通等類似
機制配置海外資產，這趨勢實際上會是長期的趨勢，同
時是一個結構化的趨勢，「這趨勢不會因為某一件事情
如A股『入摩』而有所改變，這趨勢永遠都存在」。他
重申，A股「入摩」只是長期結構性變化中一小步，因
此市場不宜過於擔心單一事情會造成短期的市場行為。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早前亦公佈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
包括擴大滬深港通每日交易額度，問到現時交易額度仍
未用盡，預期日後會否有所改善，孫晨則認為在內地及
海外投資者雙向缺配下造成的需求，「其長期性或切實
性會讓港股通、債券通、QDII 等各方面額度被用
足」，而就短期而言，雖然互聯互通機制部分額度都未
被用盡，但他相信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看好消費升級科技板塊
而作為一間資產管理公司，孫晨較看好消費升級及科

技兩大板塊，又分享投資心得，指在選擇板塊時比較注
重基本面，以科技板塊為例，他會視乎中國對於科技領
域的整體投入和整體需求、在中國科技公司整體質量、
核心技術等基本面判斷公司整體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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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晨預期亞洲投資者仍會是孫晨預期亞洲投資者仍會是AA
股股「「入摩入摩」」後最先部署的先行後最先部署的先行
者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中美貿易摩擦成為全球關注議題，曾連任兩屆香
港美國商會主席的孫晨，也非常關注這一話題。他
認為，中美經濟本身具有高度互補性，所以雙方之
間的經濟合作也很難破裂，如果未來兩者可找到一
種新的合作領域，相信或會帶來雙贏局面。

中國轉型消費導向市場
孫晨表示，留意到不少中資、美資公司或對中美

貿易摩擦感到憂慮，尤其是在對方地區有利益關係
的公司，「但相信正正因為這種商界的擔憂，無論
是中資或是美資公司將共同去促進經貿合作解決破
局，如美商會一直在這方面都有努力，特別是中美
貿易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會相對起到促成、促進
和協作的作用，其作用是非常正面及積極的」。
對於中美貿易爭拗的原因，坊間說法多指因美方

憂慮中方強大，孫晨則認為中國崛起其實可為美國
在內的全世界帶來經濟利益。「中國原來是一個出
口導向的國家，但是今後會成為一個消費導向的強
大市場，這個市場的提供會給予美國、歐洲、日本
或韓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一個參與中國市場獲得盈
利的機會。」
孫晨提到，如中國金融領域未來對外開放，將會

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因為這是由中方主動實施
的一個舉措，而這個舉措本身有助縮小中美貿易間
的不平衡。他解釋，「因為美國的金融服務業很
強，中國推出這項措施等於為對方提供了一個新的
盈利空間，對於中國而言則有效擴大金融領域的深
度、廣度及國際化的程度，這也就是所謂雙贏局

面。」

金融開放有利化解分歧
孫晨重申，「從來都覺得貿易問題不是貿易戰來

解決的，都是用雙方進一步加強深度合作、找到新
的合作領域來解決的」。他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早
前在博鰲論壇活動上宣佈了一系列開放措施，「開
放內地金融業的各種條款基本上已經出爐，開放的
領域很廣，開放的力度也很大，現在外資也非常關
注及非常積極地、重新對中國進行部署。」
而在資產管理業務方面，孫晨表示歡迎在內地引

入競爭機制，他指公司作為一間中資國際資產管理
公司，對內地之間及與外資的競爭仍然很有信心，
「因為外資進入中國，就像以往中國公司開拓外地
市場，同樣需要經歷學習及增長的過程，相信本土
資產管理公司的調研能力和了解中國渠道的能力遠
勝外資。」

中美經濟須覓新合作領域

■■中國今後將會成為一個消費導向的強大市場中國今後將會成為一個消費導向的強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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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細節即將出
爐，熟悉內地以及投資市場的孫晨表
示，他看好大灣區的發展，又指「以大
灣區本身的概念作為主題，也是投資者

非常關注的主題」。

區內城市互補互動合作
孫晨解釋，由於大灣區的設計和實施都

是非常實在、可行性非常高，他不認為大
灣區內各個城市之間存在競爭，因為大灣
區各個城市本來就是互補的關係，因此應
將深圳、珠海、廣州、香港、澳門等城市
群視作大灣區整體，並與其他世界級的灣
區經濟進行綜合競爭，這都是對有關規劃
比較正確及積極的看法。
孫晨舉例指，「如香港的金融很強，

深圳的科技很強，而深圳和香港又能進
行金融的互動和合作；如廣州、澳門及
珠海整個珠江三角洲製造業、服務業視
作大灣區整體，與大灣區以外的地區進
行競爭。」
問到內地持續改革開放，一直作為內

地橋頭堡的香港日後應該擔任什麼角
色，孫晨則認為無論是香港或其他城
市，都應該增強本身的核心能力，同時
減少本身對於通道的依賴。

香港可大膽開拓新領域
在本港生活多年的孫晨認為，香港本身的

城市競爭優勢都很強，有優秀的人才、良好
的體制和機制等，各方面都有得天獨厚的自
發優勢，「如果這個城市能夠充分發揮本身
的潛力，打開一些過去沒有觸及的領域，如
打開科技的領域，發展出香港本身的核心能
力，這才是香港或其他城市為當地青年提供
更好發展機遇的最佳途徑。」

■大灣區城市
可互補優勢，
與其他世界級
灣區經濟進行
競爭。圖為深
圳河。

資料圖片

看好大灣區投資主題看好大灣區投資主題

■ 孫 晨 認
為，香港缺
乏對投資內
地及進行內
地資產管理
的人才。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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