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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专访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 
 

希望香港能过这个坎 
 

记者   郭兴艳  
 

  香港的“铁娘子”也觉得有些累了。 
  史美伦，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商界女性之一。目前她是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副主席、香港地区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史美伦带来“铁娘子”美誉的，是她在香港和内地数十年的监管者经历。她曾任香港证监

会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香港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及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

会主席等职。 
  在这个气氛不一样的夏天，史美伦在特区政府总部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 
  我们还没到放弃香港的地步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认为，香港竞争力在减弱，你怎么看？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史美伦：香港不再是唯一，面临很多竞争，而且别人也非常努力。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这个

问题，大家都说开始的时候香港是唯一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现在伦敦其他地方都在争取。 
  我觉得我们香港人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第一，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点对点的问题，是整个网

络，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政策，也是货币慢慢走向自由兑换的其中一个过程。国际化的话需要多

一些网络，多用，国际化才可以达到国家政策目的。 
  因此如果只通过香港这个口，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尤其是伦敦这样一个有时差的国际

金融中心，对人民币国际化绝对是好事。我们要争取的是优先、首要和领先，我们不能要求做唯

一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优势，香港到底是对内地经济比较了解，比如说如果推出人民币产品时，

可能香港接受的能力会比伦敦要高。 
  其实在香港，大部分人还是感觉到香港经济和内地经济是分不开的。金融这方面更不用讲了，

有很多数据。我们的交易所上市企业 60%是与内地有关的企业，每天的交易量差不多 60%也都是
围绕这些企业。大家都知道中资已经是香港的一个持份者，我用持份者（stakeholder，也有翻译
为“利益相关者”，编者注）这个词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中资是这里的持份者，也是香港的一部分。就像汇丰、渣打、太古这些都是长期的英资公司，

香港人就当它们是一部分一样。中资也是这样，在金融市场方面，过去六七年，很多中资的金融

机构到香港来，公平地说，到香港来的大部分中资企业都是守规矩、入乡随俗的。 
  来到香港他们非常了解香港的游戏规则，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也有违规和不规范的，这在

什么市场都有。也不一定是内地人，香港人也有这样的，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条例清晰，我们的执

法公平公开公正，而不是针对某一方面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不单是内地的企业和投资者，还有国

际企业和投资者都对香港有信心的原因。 
  竞争力我们没有以前强，是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导致交易成本比较高，这是事实也是现实。可

是这不是绝对的问题，国际上重要的金融中心没有一个房地产便宜。虽然付出的成本高，可是拿

到的服务一流，这是香港要保持的。房地产贵不是一天两天发生，或者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解决，

我们要靠提升服务质量来发展。比如我们金融发展局 22个成员加上 36个委员会成员，大家都看
到我们该做什么事，香港在金融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做。总的来说，香港的经济和金融的底子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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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我觉得会影响我们竞争力的大问题，是不管特区政府有什么政策，一到立法会就“拉布”（注：

议员利用议事程序，通过冗长演说辩论延迟议案表决）瘫痪下来。这让我很痛心，政府公务员的

精力都去应付立法会了，这个需要继续努力找到解决方法。房价高带来很多怨气。 
  日报：所以在你看来香港未来定位还是要加强金融中心，对于香港要不要转型，你怎么看？ 
  史美伦：你要有条件转型啊，比如很多人说香港应该发展企业，像韩国、日本甚至内地一样

发展高科技企业。但是香港只有八所大学，做调研的人也不是很多，特区政府在教育方面投资确

实不足，要在香港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企业，我们还没有条件。特区政府很想成立一个科技局，可

以帮助做大科技产业，但我看不到在很短时期内能够做到很大规模。 
  你说转型，我们要怎么转呢？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中间的过程是这些
企业挪到深圳、广东去而不是消灭了，因此转型是一步一步来的。现在香港要转型不是不可能，

但我认为应在现有基础上、把现有优势发挥出来更重要。 
  比如说，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企业在境外的总部和营运中心，香港可以多一

个“总部经济”，对内地企业来说可以利用香港走出去进行收购。十多年前中国内地企业出去收

购的例子都不太成功，原因是虽然有钱，但软件方面不够，收购只是走了第一步，能不能成功要

看买回来后如何管理，香港的金融业服务行业以及中后勤的服务水平都很高，可以更好利用起来。

现在看到有中信将总部搬到香港的例子，可能以后还会多几个。 
  日报：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怨气很大，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史美伦：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房价高带来的。年轻人毕业后出来做事，希望很快买一

个房子。但我年轻时和很多朋友的心态不是现在这样，以前我们从来没这样想。不单是香港，在

外国也是，起码做了十几年工作才能买房。可是现在香港年轻人觉得，我做十几年都不可能买到

房子，房价高确实带来很多怨气。 
  以前大学毕业生是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出来肯定找到很多工作。现在随随便便都是大学生，

但给大学生做的事情没有多出来。很多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觉已经是大学毕业生，有些工作

不能干，应该干大学毕业生的事，问题就是有很多以前感觉大学毕业生干的事，现在根本不用大

学生，因此这方面也有怨气。 
  我跟这些大学同学聊的时候，发现竞争比以前强了，但他自己的竞争力未必很争气。全世界

基本是一样的，年轻人都感觉没有上一代幸福了。 
  香港的大学生如果愿意的话，世界是很大的，可以“北上”找工作，可以到新加坡和很多别

的地方。但跟这一群大学生讲了，他们又感觉香港很好，不愿意离开。这跟我们年轻时有很大区

别，我们感觉哪里都可以去，现在他们新加坡可以去，到上海、北京可以考虑，重庆、成都就不

考虑了。香港年轻人想法还非常窄，其实他们的世界已经比我那个时候更大更广。 
  一些香港媒体专门写负面，内地人来了就是争了我们的饭碗。你到大学里面看，内地来的学

生都是成绩非常好的，怎么不问为什么我们自己本地的学生不争气呢？内地来的学生变成香港的

一分子，这绝对是好事，金融界和商界精英都这么认为，现在大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同胞的反感其

实是最底层的。 
  内地企业愿意雇用香港人 
  日报：香港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例如过去一两年贪腐情况高

层化，大家也在怀疑香港廉洁的核心价值是不是也受到侵蚀？你曾担任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

员会主席，你怎么看？ 
  史美伦：这很可惜，我对廉政公署发生的事感到很痛心，其实就是个别事件吧。当然比如说

现在一些大的案子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可是问题也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的官有多高，你还

是受同样一个法律体系的监管。香港可能超过 95%的政府公务员都是廉洁的，香港社会还是很有
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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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来的朋友都跟我说，内地到香港的企业都很愿意雇用香港人，感觉香港人还是比较老实、

守法、规矩，交代的事情做得非常细非常好，我们在敬业乐业方面还是好的。 
  日报：去年阿里巴巴计划到香港上市带来同股同权争议，这到底是核心价值还是香港的制度

优越感？ 
  史美伦：他们把同股同权提高到道德层面上去了，其实这件事不是很大也没有那么严重。当

时我感觉处理不太好，我们作为咨询机构的文件已经出去了，给了一些意见，交易所很快也会出

一个咨询文件。我们发表的意见是应该好好理性讨论，同股同权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

是不是看看现在别的市场怎么处理这事。 
  有些很好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人感觉以前的政府好，那些人那个时候还没出生，这些学

生怎么知道港英时候好呢？我经过以前的制度，我可以讲，当时大家对创新还是持比较勇敢的心

态。当时国企来香港上市就是创新和很大一个突破。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非常鼓励内地来的人要融入香港社会，变成香港的一分子，多参与香

港的社会工作。比如说咨询委员会要多一点内地人，特区政府要委任他们，也让他们发发声音。

他们这一批人，能对香港社会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能让香港人看到不同类型的内地同胞，而不单

是自由行的游客。 
  日报：用十分来评分，你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史美伦：我觉得我们要做好本分，在香港金融发展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是有担忧的，

几年来香港都是谈论同样一个议题，大家都很累。我希望过了这个坎，以后大家会慢慢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