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金融業發展規劃
國際金融樞紐建設

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
領帶動作用，鞏固和提升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
設的投融資平台
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
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建立
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
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
中心。研究探索建設澳門
─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範
區

支持深圳依規發展以深交
所為核心的資本市場，加
快推進金融開放創新

支持廣州完善現代金融服
務體系，建設區域性私募
股權交易市場，建設產
權、大宗商品區域交易中
心，提升國際化水平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城市 特色金融產業發展

支持香港打造大灣區綠色
金融中心，建設國際認可
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

支持澳門發展租賃等特色
金融業務，探索與鄰近地
區錯位發展，研究在澳門
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
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
台、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支持深圳建設保險創新發
展試驗區，推進深港金融
市場互聯互通和深澳特色
金融合作，開展科技金融
試點，加強金融科技載體
建設

支持廣州建設綠色金融改
革創新試驗區，研究設立
以碳排放為首個品種的創
新型期貨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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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支持橫琴研建澳門證交所
業內：政策法律市場等多方面需完成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來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加上全球工商業及航運業受重
擊，但境外母公司駐公司未見顯著減
少。根據投資推廣署及政府統計處昨日
發表的「二零二零年有香境外母公司
的駐公司按年統計調查」結果顯示，

2020年有香境外母公司的駐
公司數目為9,025間，與去年
9,040 間的數目大致相若。該
9,025間公司包括1,504間地區總
部、2,479間地區辦事處及5,042
間當地辦事處。
按母公司所在的國家/地區分

析，中國內地居榜首，共有
1,986間公司，之後分別為日本
（1,398間）、美國（1,283間）、英
國（665間）及新加坡（453間）。
按行業分類而言，進出口貿易、

批發及零售業居首位，共有4,212間公
司，其次是金融及銀行業（1,735間）和專
業、商用及教育服務業（1,392間）。2020
年有香境外母公司的駐公司在香
的總就業人數為483,000人，較2019年
的493,000人輕微下降約2%。

內地正研究在橫琴建設澳門證券交易所，助力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加上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
表示要加強該城市的金融業發展，顯示大灣區的金
融業將邁向新的發展格局。市場人士認為，與香港
相比，深圳在創新科技業及創投融資上具有優勢；
相比於深圳，港澳都具有「一國兩制」、資金自由

進出的優勢，故澳門要發展證券市場相信會集中在吸引來自葡語國
家的資金，以及中小型企業上市。

中央銳意推進大灣區建設，深圳在發展金融業上，有更大的空
間，市場人士普遍認為，在培養創科產品及初創企業早期融資上，
深圳具有一定優勢。原因深圳具有眾多初創企業的優勢，可謂是大
灣區、甚至是中國「獨角獸」企業的搖籃。但由於內地資本賬未全
面開放，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加上在內地上市的時間很漫長，也較
難獲得國際資金，這令深圳難以在短時間內成為國際性金融中心。

貨幣與港元掛鈎 匯率穩定
反觀澳門與香港一樣，是「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城市，資金

自由進出，而澳門元又與港元實際掛鈎，即變相令澳門元與美元掛
鈎，使匯率維持穩定。此外，澳門也有自己的獨特優勢，首先是葡
語國家的聯繫，可能會獲得葡語系國家的投資者資金；企業在澳門
交易所融資，將可獲得國際資金，且資金出入自由，在背靠大灣區
下，對投資者有一定吸引力。

上市門檻料低 吸中小微企
同時，市場人士相信，企業在澳門上市的門檻，應會較香港及深

圳更低。在香港上市要滿足香港證券法規及一定的盈利要求，這對
中小微企業來說有一定難度，大灣區內大部分的科創公司都難以達
到在港上市「門檻」。中央提出設立澳門交易所的構想，相信目的
就是為了填補香港與深圳的這個「空缺」。而且，由於澳門交易所
的交易貨幣為人民幣，也有助人民幣的國際化。

金融基礎薄弱 法律法規欠缺
不過，澳門的短板也是很明顯的。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要具備足

夠的投資者與資金、多元化的上市企業，以及具規模的「中介團
體」，即是投資銀行、證券行、相關的法律及會計師事務所等。簡單
而言，就是買方、賣方與中介人，澳門在這方面就遠遜香港及深圳。

雖然再有澳門將設立證交所的消息，但港交所(0388)昨日似乎未
受影響，升近1%報386.2元。港股方面，昨日期指結算仍反覆高收
75點，收報26,894點，成交1,132億元。大市連升第6日，累漲537
點。內銀股表現突出，工行(1398)急升 4.3%，交行(3328)也升
4.6%，兩股升幅是藍籌最佳。另外，招行(3968)升3%，創出盤中及
收市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政府周三
發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評級機構惠譽認
為，政府在報告中強調與內地加強融合，
反映府希望借助內地經濟全面復甦，帶
動本經濟增長， 但同時擔心本經濟將
更依賴內地。不過惠譽報告也提到，香
在與內地的融合過程中，目前不太可能出
現會影響香高度自治的情況，所以維持
香「AA-」評級。
惠譽今年4月將香信貸評級由「AA」
下調至「AA-」。該行曾指出，由於本與
內地之間的金融、經濟及社會聯繫不斷增
加，因此兩地信貸評級亦相應收窄至相差
一個等級。

成內企離岸融資中心作用突顯
惠譽預期，兩地評級短期內不會趨向一
致， 但提醒如果在整合過程中，一旦本

在關鍵宏觀制度特點，即高度自治方面受
到侵蝕，如獨立的貨幣、財政框架及金融
監管等受影響，可能會出現評級下調壓
力，不過該行認為目前不太可能出現這個
結果。
對於成為熱話的大灣區規劃，惠譽認

為，大灣區對香經濟發展仍有待評估，
料本中期政策重點將會集中促進與內地
經濟進一步融合，以鞏固本作為內地企
業主要離岸融資中心的作用，該行亦提
到，即使螞蟻集團早前叫停上市，但今年
以來內地企業在集資活動強勁，進一步
突顯相關作用。

滙豐環球：在灣區協同效應多
滙豐環球研究的最新報告亦認為，施政

報告中有不少篇幅提及與內地進行深度融
合，特別是在大灣區內進行科技、金融及

人才流動等合作，該行相信香長期以來
通過多種渠道與內地發展經濟，料未來從
人員、創意、商品及資本方面，為大灣區
帶來更多協同效應，同時有助於促進長期
經濟增長。
但該行亦指出，施政報告未能提供與該

行預期相若的有力財政刺激措施，料是
府對財政更見謹慎的部分原因，或與疫情
下政府收入預計或低於往年有關。該行認
為本經濟短期內仍需恢復內需，而最近
香第四波疫情爆發，基於本地確診持續
增加，料在短期內出現較多限制性措施，
或損害復甦趨勢。雖然第四波疫情為本
經濟帶來挑戰，加上本一些財政措施，
如保就業計劃將在年底前到期，或對勞動
力市場帶來更大壓力。總體而言，該行期
望本經濟逐步復甦，並考慮基礎效應，
到2021年GDP增長應達到4.3%。

這也是內地官方首次明確表示澳門證券
交易所可能落地橫琴，但這並不出市

場預料，橫琴一直有「離岸金融島」的定
位。此次發改委在就全國政協提案的答覆
函稱，橫琴毗鄰澳門，區位優勢明顯，具
有粵澳合作的先天優勢。目前，澳門聯合
廣東在橫琴推動建設粵澳跨境金融合作
（珠海）示範區，已吸引澳門大西洋銀行
橫琴分行等十餘家澳門金融機構入駐，在
橫琴註冊的金融企業已有5,000餘家，為深
化粵澳金融產業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橫琴註冊金融企業逾5千家
中央在《粵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中提出，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
算的證券市場，探索建設澳門—珠海跨境
金融合作示範區。2019年10月，廣東省表
示，澳門證券交易所的方案已上報中央，

澳門金管局亦表態已委託國際顧問公司開
展可行性研究。
業內普遍認為，澳門證券交易所仍處籌

劃過程中，需要完成政策、法律、市場等
多方面準備才能推進最終落地。發改委此
次亦未透露推進時間表及最新進展。

澳金融體系法律處研究階段
專家認為，澳門具有自由、低稅率、資

金充裕等優勢，中央支持澳門成為葡語國家
的人民幣清算中心，但澳門證券交易所最終
成敗，除政策支持外，還需要吸引更多大型
金融機構，完善金融產業鏈及監管體系。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去年曾指出，澳門在
金融上缺乏很多法律，現時未具備條件建設
證券交易所。澳門金融立法仍需時間，近期
澳門特區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也表示，
《基金法》、《債券法》、《信託法》等金

融體系法律處於研究階段。
不過，澳門政府近日已把發展金融業提

到日程上來。澳門2021年財政年度施政報
告中提出，將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規，推
進《信託法》的立法和《金融體系法律制
度》的修訂工作，加強金融軟硬基礎設施
建設，鼓勵大灣區企業來澳門發行債券，
落實跨境雙向「理財通」試點，促進跨境
投資便利化，助力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和使
用。這些措施均彰顯澳門要做大做強現代
金融業的決心。

港澳金融業發展非此消彼長
對於中央支持建澳門證券交易所會否削弱

香地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
院長郭萬達表示，澳兩個城市金融業發展
並非此消彼長的關係，香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股票、外匯市場的地位無可替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珠
海橫琴新區有關部門負責人對記者透露，截
至今年9月末，橫琴金融類企業累計註冊資
本逾1.1萬億元人民幣；金融產業增加值佔
橫琴新區GDP的逾35%。而目前珠海及橫
琴在支持澳門現代金融業發展方面也做了不
少銜接準備工作，包括在金融基礎設施服務

方面，橫琴新區公共數據中心、橫琴智能超
算中心一期等已建設完成，電力、通訊（如
5G基站）等建設日趨完善，可為澳門金融基
礎設施的建設、運行和維護提供良好支持。
據悉，人民銀行等金融監管部門目前給予

橫琴眾多先行先試政策，包括在內地率先開
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

慎管理、跨國企業集團本外幣資金集中運營
管理等，為支持與澳門金融合作提供了強有
力的政策支撐。同時，橫琴亦加強制度創新
和規則銜接，促進粵澳金融合作。橫琴獲批
開展自由貿易賬戶（FT）試點，令企業可實
現本外幣一體化賬戶管理，在結算、匯兌、
融資方面更便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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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譽：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無礙高度自治

橫琴金融基礎設施趨完善

境外駐港公司維持逾9千間

橫琴澳門金融合作進展
■粵澳在橫琴推動建設粵澳跨境金融合作（珠海）示範區

■澳門大西洋銀行橫琴分行等十餘家澳門金融機構入駐

■ 橫琴新區公共數據中心、橫琴智能超算中心一期等已建
成，5G基站等通訊日趨完善，為澳門金融基建、運行和維
護提供良好支持

■橫琴加強制度創新和規則銜接，逐漸形成惠澳利澳的金融
服務體系，獲批開展自由貿易賬戶（FT）試點

■橫琴在內地率先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全口徑跨境融資宏
觀審慎管理等「先行先試」，為支持與澳門金融合作提供
強有力的政策支撐

整理：記者方俊明

■■發改委稱發改委稱，，研究探索在橫琴建設澳門研究探索在橫琴建設澳門
證券交易所證券交易所，，有利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有利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元發展，，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圖為圖為
橫琴金融產業服務基地橫琴金融產業服務基地。。 方俊明方俊明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方俊明

澳門發展金融業務有新進展。國家發改

委近日在回覆有關政協提案時表示，支持

研究探索在橫琴建設澳門證券交易所，並

將會同有關方面積極參與相關工作。國家

發改委稱，研究探索在橫琴建設澳門證券

交易所，有利於支持澳門發展符合自身實

際的特色金融產業，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落實

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相關任

務具有積極意義。

香港香港

深圳深圳

澳門澳門

廣州廣州

■ 今年來疫情肆虐，重創全球工商業及航運
業，但境外母公司駐港公司數目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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