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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港作防火牆 助力防風險

改革開放40年
點滴最難忘

�&

內地改革開放40年，金融業經
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4位不同背
景的專業人士，昨日在會上各自
掏出4樣能反映過去40年變化、
而且最深刻的紀念品。

中信泰富借殼惹仿效
楊再平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英

國《經濟學人》雜誌，當時雜誌
封面文章指中國銀行業技術上已
經破產，估計內地可能是下一個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地。「內地銀
行業發展初期風險管理嚴重不
足，在90年代中後期金融危機爆
發，境外猜測內地銀行業不良資
產率達20%，並按照國際的標準
推斷內地銀行業技術上死亡。」

他承認內部數字比外界猜測的
更嚴重；後來為了化解風險及防
止新的風險，就通過剝離化解這
些不良率，並引進戰略投資者，
按照新的股份制的標準進行改

革，按照公司治理來運行，同時
解決了再生不良率的機制問題。

梁伯韜拿出中信泰富上市時致
股東文件的封面，說最深刻的是
內地首間在香港借殼上市的公司
中信泰富。因為當時資本市場都
是比較敏感的，中資企業基本上
是摸着石頭過河。中信泰富成功
借殼上市後，也引發了其他企業
勁相仿效。

武平拿着一張芯片的相片，指最
令他難忘的是內地的資本在美國收
購的第一間半導體公司ISI。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
差距來自於科技，而高科技產業是
內地整個產業轉型和國家轉型的重
要歷程。

曹遠征則掏出了1979年中國銀
行發行的外匯兌換券，當時內地
禁止外幣流通，外國人和華僑到
境內需用外幣兌換外匯券，再到
指定地點消費。他認為有關票據
的出現以及取消，其實就是人民
幣故事裡的小篇章，也代表了內
地金融成長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央視論壇央視論壇 專家建言專家建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國家主席習近平

曾指出，「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

充分說明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地

位和作用。由央視財經頻道與大公報主辦、大公網

與中企信學院承辦的「2018央視財經論壇．香

港」昨在港舉行，論壇以「四十年，金融的力量

與責任」為主題，共同回顧內地金融在這40年間

的變遷和進程。出席論壇的嘉賓均認同，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能在金融創新上大有可為，推

動內地科技產業的發展，並且在人民幣國際化、金

融市場試驗田上，發揮更深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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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
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昨出席
論壇時指出，「一國兩制」是
香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
放則是最大的舞台；在推進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國家戰略的過程中，金
融是先行官。他相信香港金融
業都是大有可為的，包括幫助
內地企業走出去、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為粵港澳三地融合搭
建金融服務平台、提供更加便
捷的服務通道等。

逾千家內企在港上市
李大宏表示，香港與內地
的金融合作，早已從過去業
務技術層面的局部交流，拓
展至運行機制、金融市場、
資金融通等方面的深度合

作，香港成為了內地企業進
行國際融資的首選平台、以
及內地和國際交匯投融資的
主要平台，如今在香港上市
的內地企業超過1,000間，已
佔據H股半壁江山。
內地今年以來推行一系列放

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
股比限制的措施加速落地，李
大宏認為，未來香港應該如何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結合國家
發展規劃和重要戰略、充分發
揮香港在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優
勢和資源，都是市民大眾關注
的議題。
他再次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言論，指香港需要充分認識和準
確把握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
的定位，抓住機遇、乘勢而上，
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
新發展，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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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央電視台財
經頻道副總監趙赫於致辭時指出，內地改革開
放40年間，香港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的優勢、以及成熟的資
本市場，為內地金融市場有序地改革開放打開
了窗口，而且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拓展了空
間。

發揮金融創新等優勢
除此之外，他認為，香港在金融創新、金融監

管、對外貿易等方面，亦發揮出了獨特的優勢，
與內地市場分享經驗、與祖國實現共同發展，在
金融領域的不斷深化合作。
隨着滬深港通、人民幣國際化等步伐的持續邁
進，香港正作為內地金融與世界市場接軌的重要
門戶，為內地經濟的持續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趙赫還提及，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開啟了粵
港澳大灣區的嶄新未來，加上「一帶一路」建設
的發展機遇。他祝願香港能夠順應時代發展潮
流、充分發揮在金融資訊等方面的優勢和資源，
繼續保持穩定繁榮發展。

■左起：央視主持陳偉鴻，中銀國際副執行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兼百富勤集團董事總經理梁伯韜，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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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平：讓內地產業資本金融市場成為推動內地高科

技產業的最大力量。

楊再平：驚回眸，內地銀行業「技術上破產」背水一
戰，而今已然全球看好。

梁伯韜：互惠互利，這也代表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曹遠征：人民幣國際化是承擔國際義務。

今年是內地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論壇上，中銀國際副執
行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40年來中國經濟平

均年增長9.6%，這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重大變化──市場經
濟取代了傳統的計劃經濟，用開放的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市
場。40年後再回頭看，他認為，與時俱進的改革是金融的核
心，也是金融創新的靈魂，香港恰恰在這方面具有優勢。

吸引國際資本推動創新
武岳峰資本創始人兼展訊通訊創始人武平認為，習近平主
席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內地科技發展亦需要依
靠金融市場來推動。但他坦言，香港資本對高科技的理解，
遠遠落後於倫敦和紐約市場對高科技的理解。他希望，香港
和內地金融界能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利用國際資
本推動內地的高科技發展。
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兼百富勤集團董事總經理梁伯
韜十分贊同這一觀點，他更以自己曾經投資的京東、商湯科
技等科技公司為例，支持香港必須改革，不單單是搞一個科
技版或同股不同權，而是以科技推動經濟發展，建設完整的
生態圈，包括政府政策、風險投資、引進投資者等方面，都
形成創新。

人幣多邊使用邁新階段
在對話中，曹遠征表示，認同在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進程
中，香港起到了獨特作用，並指出現在人民幣國際化進入了
新的階段，由雙邊使用走向多邊使用，香港加強了在岸和離
岸市場的橋樑，同時走向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中國銀監會政策法規部巡視
員兼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秘書長楊再平也表示，香港在人民幣
國際化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企業家群體的國際視野以及粵
港澳大灣區的機遇，都能有無限的發揮。
梁伯韜補充，香港還可以扮演試驗田的角色，驗證金融市
場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而反過來實體經濟也支撐資本市
場的發展，做到互惠互利。他舉例，區塊鏈、電子貨幣的監
管、風險管理等等，都可以先放在香港實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出席論壇致辭時
表示，內地改革開放40年，香港一直
扮演着極為重要角色，而今天國家經
濟發展已經進入新時代，由高速增長
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國家發
展戰略中，跟香港關係較密切的包括
「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以創新驅動經濟發展、高質量可
持續發展及人民幣國際化，他相信，
香港可以成為一道「防火牆」和一片

「試驗田」，助力內地在風險可控的
環境下繼續改革開放。

研開展基建貸款證券化業務
陳茂波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

方面，金管局2年前已成立了基建融
資促進辦公室，透過匯聚各地合作夥
伴推動和引領資金到有回報的基建項
目，而金管局轄下的按證公司將逐步
開展基建貸款證券化的業務，引導市
場資金投向已營運的項目，也同時讓

銀行套回資金和利潤，投向其他新項
目。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方面，陳茂波認

為香港可以作為大灣區和其他地方中
資企業「走出去」的國際業務總部、
財資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未來亦會
爭取跟更多其他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
協議、保護投資協議和避免雙重徵稅
協議，以便內地企業把境外的投資和
業務總部放在香港。
他續指，會為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業
務提供稅務減半優惠，爭取更多內地企
業在本港設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以有
助分散和管理境外業務風險。

續拓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
陳茂波並指出，由於創新科技是驅

動新一輪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近年
本港亦透過金融服務的創新，以更好
地服務實體經濟，包括容許同股不同
權的高增長及創新產業企業和未有收
益的醫藥科技公司在港交所主板上
市，以配合新經濟企業發展的需要
等，他指未來將研究推出更多合適措
施，激活和引導市場資金以支持創新
科技產業的發展。
在綠色金融方面，他指港府正積極

推進多項工作，包括推出1,000億元

政府綠債計劃、綠債資助計劃、支持
香港品質保證局所推出的綠色金融認
證計劃等，吸引內地「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以至國際多邊機構透過香港
的資本市場為綠色項目融資，發展香
港成為區內的綠色金融樞紐，而直至
今年上半年，已有發行機構在港發行
15 筆綠色債券，總共集資 80 億美
元。

「帶路」有助推動人幣國際化
陳茂波預期，「一帶一路」倡議的

推展，將帶來龐大的基建投融資活
動，加上內地企業更廣泛地走到國際
市場，使用人民幣作為項目融資、定
價和交易貨幣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多，
有利於進一步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以
至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
他相信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務樞紐，可以為國際市場人民幣交易
提供全面、高效的配套服務。
而在發展、創新同時，陳茂波提醒
必須注意風險，管控好金融風險及確
保金融安全。他相信香港可以作為一
道「防火牆」和一片「試驗田」，繼
續助力內地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下，讓
金融市場有序的開放和讓人民幣逐步
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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