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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表示 
 

香港已做好推出人民币产品准备 
 

证券时报记者   孙媛  
 

  本报讯 昨日，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与副行政总裁张灼华接受了包括证券时报在内的四家媒
体联合专访。方正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提问时表示，香港已在技术层面上为人民币国际化试点以

及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推出做好充分准备，剩下的就是政策的配合，“而政策的配合，归根结

底是市场的配合”。 
  目前，香港银行体系尚有 600 亿人民币储备，总量还是比较小，而香港从 2007 年首次发行
人民币债券至今，已有 380 亿人民币债券在吸收这些人民币。“香港本身的债券市场较小，而真
正活跃的是股票和各种衍生权证市场。”张灼华表示。当证券时报记者提及“影响推出人民币产

品的关键因素”时，张灼华称，“政策上要允许企业和机构可以大规模开立人民币账户，人民币

存款的基础也应更加巩固，比如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汇兑是否可以考虑在目前每人每

天 3000美元的基础上给予扩大。” 
  另外，市场的配合也很重要。香港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贸易交收只有 3亿人民币左右。
“这主要是由市场的客观环境决定的，人民币贷款成本较高，且目前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在利

率和汇率双重风险下，市场上却没有任何风险对冲的工具，这是影响企业选择用人民币结算的主

要原因。”方正指出，“推出可靠的对冲工具，并且允许在香港用人民币结算的企业自由投资，是

值得研究的。” 
  2003年 CEPA协议签署之后，两地金融服务业进一步融合，金融机构被允许相互渗透对方的
市场。据方正介绍，目前已有 45家国内金融机构开赴香港，设立分支。“我们对 CEPA框架下过
来的中资背景券商和基金寄予很大的期望，期望他们利用好香港的平台，做大做强，成为市场的

中坚分子，”张灼华表示，“海通（香港）管理的海通大中华机遇基金已经于去年年底获得香港证

监会批准，允许对普通投资者进行公开销售，这是 CEPA框架下的第一只公募基金。这些国内大
券商在内地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技巧，香港同样认可这些机构，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

产品。”  
  对于 A股市场即将推出的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有分析人士认为两项措施的推出将在 A
股和 H股之间形成套利机会，随着价差的收窄，将削弱香港市场投资成本低廉的优势。方正表示，
创新业务是国内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不必担心由此产生的 A股和 H股溢价缩窄的问
题，因为 A股和 H股最终会变得没有分别，而 A股市场越是成熟，吸引的资金越多，‘中国效应’
越会带动更多的境外投资者关注香港市场。”方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