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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內地金融市場日漸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及中企“走出去”進程加快，赴

港發展的中資銀行持續增加，且業務規模不斷擴大，鞏固和提升了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與中國建設銀行（亞洲）22日聯合主辦“香港

中環金融論壇”，匯集業界精英，共同探討中資銀行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並就

金融科技的研發應用展開熱議。

大公報記者 吳涵宇

香港是全球金融機構密度最高的城市之

一，近二十年來，中資銀行加快布局香港的步

伐，截至去年6月底，香港的中資銀行機構已達

32間。過去十年，香港中資銀行資產總量增長

了453%，由2006年末的1.46萬億港元增至2016

年6月底的8萬億港元，佔香港銀行業總資產比

例從18%急升至41%，成為香港建設國際金融中

心的重要力量。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副董事長及行長江

先周表示，高淨值客戶的私人財富資產規模不

斷增加，內地居民對香港保費收入貢獻率近

40%，受惠於境內母行龐大的客戶群和豐富的

資源，中資銀行憑藉內外聯動的優勢，實現在

港快速擴張，為發展本地客戶奠定了基礎。

人民幣結算業務空間大
伴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人民幣相關

業務不斷增加，而香港擁有世界最大的離岸人

民幣資金池，亦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

中心。借助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區位優

勢，在港中資銀行得到迅速發展。建銀國際董

事長兼總裁胡章宏指出，當前中國貿易額佔國

際貿易總額近12%，惟人民幣結算佔比不足

2%，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內地企業海外併購與整合的浪潮亦

為中資金融機構帶來機遇。在企業“走出

去”和“一帶一路”戰略下，眾多內地企業尋

求在全球範圍內併購先進技術，對外投資快速

增長。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需要約8

萬億美元投資，中資銀行更為熟悉相關政策及

法律法規，可推動香港成為企業融資中心，充

分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

儘管在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人民幣國際化

及海外併購加速的環境下，中資銀行機遇良

多，但仍面臨不少挑戰。近幾年中資銀行的快

速擴張已受到監管部門關注，想要深耕香港，

必須快速適應境外的經營規則和環境，並應對

較內地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

胡章宏坦言，中資銀行的爆發式增長主要

來自跨境金融，目前中資銀行的跨境資產約佔

三分之一。但在全球經濟不明朗因素眾多的情

況下，該等資產易受匯率波動及政策因素影

響，調整戰略、尋求新的業務增長點成為當務

之急。

市場飽和應加強產品研發
他續指，香港金融機構密布，市場幾乎飽

和，息差十年內收窄四成，由1.89%降至1.28%

水平，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資銀行進一步發

展。加上客戶的金融意識提升，對金融服務的

需求發生轉變，尤其在金融科技蓬勃發展的當

下，銀行必須加強產品研發、提高服務質素，

與時俱進。

論壇現場還展示了最新金融科技產品及系

統，建行（亞洲）“分行小助理”iCute的亮相

更引起眾多嘉賓興趣，紛紛上前“搭訕”。

iCute可通過語言識別等方式，協助大堂經理進

行客戶接待、引導分流、一般查詢等工作。

由華為研發的全渠道銀行系統則可運用大

數據、雲計算技術，分析客戶關係及消費行

為，進行智能精準營銷，華為香港代表處IT解

決方案總監楊智添介紹，目前該系統已於內地

部分銀行投入使用，香港多間銀行正在洽談

中，料很快即可引入。

【大公報訊】中資銀行近年加快部署

海外業務，香港是其中一個主要市場。香

港中資銀行業協會會長岳毅表示，儘管銀

行業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面臨諸多挑

戰，惟整體而言是“機遇大於挑戰”。他

說在港中資銀行“具有獨特的競爭優

勢”，應該牢牢把握發展機遇，一方面支

持國家發展戰略，同時鞏固、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

岳毅22日在“香港中環金融論壇”上

致辭時表示，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的日益

融合，以及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中資銀行

的實力不斷壯大，國際化程度持續提高，

成為市場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資產規

模、存款、貸款均佔香港市場總量的大約

三分之一”。以在香港成立已逾百年的廣

東銀行為例，在歷經風雨之後，也於2006

年在中國建設銀行的一系列收購活動中，

重回中資銀行的懷抱。

近年來，全球經濟曲折復甦，各國貨

幣政策分化加劇，金融市場出現結構性變

化和波動，“黑天鵝”事件頻生，監管及

合規成本上升，互聯網金融也給傳統銀行

帶來衝擊，銀行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比較

大的變化，面臨着諸多挑戰。

周邊地區投融資需求大
儘管挑戰重重，岳毅認為是“機遇伴

隨着挑戰，機遇大於挑戰”。他指出，隨

着國家“一帶一路”及企業“走出去”戰

略的推進，香港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基建發

展加快，也給中資銀行帶來巨大的投融資

需求；亞太經濟體仍將保持平均5%的經濟

增速，亞太特別是東盟國家與中國經貿往

來日趨頻密，有利於香港中資銀行開展區

域性業務；人民幣國際化將重塑中資銀行

的國際地位，香港致力於鞏固離岸人民幣

的樞紐地位，將帶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

朝深度和廣度發展。

他續說，在港的中資銀行“立足香

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在“一國兩

制”之下，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故中資

銀行近幾年業績“還是很亮麗”。他籲請

同業把握機遇，為支持國家戰略，鞏固提

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繼續發揮作

用。

另方面，中資銀行也較早開始應對互

聯網的衝擊，在產品創新、應用創新和服

務模式創新方面，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

他相信也能對香港加速發展金融科技帶來

幫助。

熟悉沿線相關政策及法規

中資銀行助港成絲路融資中心

岳毅：把握機遇 支持國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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