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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观察 

 

对话香港金发局行政总监区景麟： 
 

香港经济活动快速反弹  继续做“超级联系人” 
 

本报记者  朱丽娜  尹琛 
 

    随着全球金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金融业创新不断，新产品、新科技、新业态层出不穷，

香港如何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巩固和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为此，香港特区政府于 2013 年成

立了金融发展局。这是一个高层次及跨界别的咨询组织，成员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委任。作为特

区政府的决策智囊，金发局针对推动香港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制订金融业的策略性发展路向，

征询业界并提出建议。 

    自成立以来，香港金发局紧贴金融市场的发展脉搏，为香港打造碳交易市场、发展绿色融资、

虚拟资产交易中心等金融业新发展献言献策。 

    区景麟是香港金融市场的一名“老兵”，曾先后在霸菱、汇丰、中银香港、惠理集团等大型

金融机构担任高管。2020年 8月，区景麟被任命担任香港金发局行政总监。 

    在全球各地汹涌的 Web3.0 发展浪潮中，香港具备成为国际虚拟资产交易中心的优势。在区

景麟看来，香港聚集了许多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都坐落于此，同时，香港

亦拥有丰富的本地专业知识以及适合国际投资者的监管框架。 

    2022 年 10 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融科技周首日高调发表了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

言，表示对全球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创新人员持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并明确提出“乐意联系全球

虚拟资产业界，邀请有关交易所在香港开拓商机”。 

    区景麟认为，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破产一度让业界人心惶惶，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监管框架可

谓“志在长远”。 

    “这个时候才是推出相关监管条例的最好时机。监管对市场发展长远来讲是很重要的，会令

整个市场有一个清晰、合规的框架去发展。”区景麟坦言。 

    香港经济活动快速反弹 

    《21 世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如今已经各项活动逐渐恢复常态，今年香港的金融市场

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发展？ 

    区景麟：除了香港对外联通重启，经济活动开始迅速反弹，我们也见到许多商业活动正在积

极进行。深化三地的合作，（让香港）积极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认为重点的范畴就是可持

续的绿色金融，以及金融科技。 

    如何巩固香港作为一个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地位？首先，就是自愿碳市场的交易（编

者注：自愿性碳交易市场，多出于企业增强品牌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等自愿目的，而主动采取项

目减排量交易行为以实现减排或达到自身碳中和）。去年香港交易所也推出了 Core Climate的全球

碳金融交易市场，（推出的）第一个月已经有 40宗、40万吨的碳信用的成交量。我们（金发局）

今年 2月刚刚出了一个报告，就是讨论香港怎样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去联通内地如此庞

大的碳市场和海外的碳市场交易。 

    在金融科技方面，香港也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如何继续创新？人工智能、科技方面，其实包

含很广，有区块链，有云端服务，有大数据的支付和结算等，在金融行业科技也很重要。 

    去年 12 月，香港推出了一个创新科技发展的蓝图，讨论香港应该如何积极发挥国际金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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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角色，成为初创科技企业以及创业公司在香港融资的发展目标。同时，这也有助于加深香港

和大湾区内地城市联动合作。去年 9月公布的《关于支持前海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的十八条措

施》，进一步将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创投、尤其是在科研这一方面联动，推动大家如何

去合作。 

    新的联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21世纪》：香港一直都是一个“超级联系人”，在和内地的金融互联互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先后推出了比如股票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计划。业界都非常关心，金融互联互通

接下来会有哪些方向可以继续深化合作？ 

    区景麟：这些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股票通、债券通，

最近有 ETF 通，以及跨境理财通。首先在两地跨境合作的成果（方面），真的做得很成功。但是

在联通方面，要有监管的合作、有交易系统，以及披露信息的合作等。 

    金发局 2021年发布了一个《振兴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提升流动性》（的报告），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联通概念，就是房托基金可以纳入股市互联互通计划的合资格证券、交投，

将它纳入股票通，其实这很重要。 

    这个市场，其实在内地发展得很快，我们怎么可以利用内地的市场去吸引外地的资金，同时

也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房托基金给内地的投资者参考。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去研究。 

    因为房地产不单只是说我们平时大家熟悉的住宅，可以做很多设施、基建上面的项目，都可

以打包成一个基金上市，供投资者分享。 

    《21 世纪》：金融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您之前也提到有发展数码的互联

互通，比如在大湾区试点跨境的数据通。在政策的层面，需要哪些创新或者突破？ 

    区景麟：我们大家都在说现在金融科技，科技化、数字化，但是其实最终都是说数据，因为

数据现在是主导一切的。现在有个新的名词，数据就是“新的石油”，可能比石油更加重要，因

为（它）没有取代品，没有数据就没有了科技金融或者数字经济。 

    我们也出了报告，探讨将内地一些数据可以带到香港运用。当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有些

数据不可以去境外，都可以在香港做一个试点。比如“跨境理财通”，在开户方面，私人的数据

怎样可以跨境，（以便）大湾区里大家可以应用到。 

    其实不单只对金融行业有影响，（数据）对科研也很重要。香港有两间很出名的医学院，他

们有很多突破性的研究，我们怎样可以将它的研究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当然，我们要保护（数据）安全，但这是一个金矿，我们打通之后，很多科研和实用科技的

发挥前景是很好的。 

    虚拟资产监管志在长远 

    《21世纪》：去年 10月香港政府发表了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业界非常关注这方面

的发展。您作为一个资深金融行业人士，如何看待虚拟资产、Web3 对于金融业将来会有哪些深

远的影响或者变化？ 

    区景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好多人看到虚拟货币就以为是炒卖，其实背后的科技、

区块链或者去中心化这些概念，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很深远。我们觉得香港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国际

数字经济的中心。 

    去中心化这个概念，或者区块链这个科技可以将实体的经济、实体的资产改变成一个虚拟世

界里面的交易。简单点讲，将很多中间人的参与撇除了，成本就低了很多，效率反而高了。还有

大家担心的洗黑钱，或者是这个资讯是否正确、是否真实，这些（问题）在科技上面可以得到解

决。 

    香港财政司去年也提出想将香港打造成为一个虚拟资产的国际交易中心。整个金融市场将来

的发展，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就是去怎样利用这个科技。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处理了虚拟

货币交易，因为这是很多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很多人都说，FTX出了事，虚拟货币的市场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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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惨淡的情况。其实就正好显示出香港政府整个部署、布局是很长远的。 

    这个时候才是推出相关监管的条例的最好时机。监管对市场发展长远来讲是很重要的，会令

整个市场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合规的框架去发展。不久的将来，香港证监会也会提出一些咨询，

考虑怎样让虚拟货币的交易伸延到零售（投资者）的市场。 

    不止（虚拟资产）买卖，背后有很多配套的公司等都来到香港询问“这些条例是怎样的”“我

们可不可以在香港发展”，那就可以吸引人才过来了。同时也可以做到一个生态圈（的建设）。 

    其实Web3的发展很广泛。首先，香港是一个“超级联系人”，但其实深圳是全世界最领先的

创科中心、科技中心之一，所以我们在发展数字金融或者数字资产时，和内地、深圳怎样去配合、

互补？香港地方很小，只有 700多万人，所以在人才这方面，我们很需要内地的支持。 

    其中一个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家族办公室的发展。在内地的财富，我们说的是第一代的财富，

要考虑的不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怎么去做家族的传承。家族财富的传承很重要，需要很多

专才，不单只是投资的专才，是要知道信托基金的管理、家族需求等多方面不同的处理。这一方

面，香港有独特的角色和优势。 

    行政长官也在他去年的《施政报告》里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到 2025 年要推动不少于

200 间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设立公司。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去年）10 月的时候提出了税

务修订，关于家族投资控权工具的税务宽减，应该今年年内就会推出了。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21 世纪》：您在财富管理这个行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您怎么看待疫情这几年之后，整个

行业有哪些新的变化？香港怎样可以把握住您之前说的“中国财富不断增加”的大机遇？ 

    区景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疫情之后整个环球环境都改变了。首先在外国，很多人就是在

家里做事，那就带出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同时还带出了金融科技也可以帮助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有数字人民币，香港特区政府也公布了数字港元计划，刚刚我们讲到的区块链、虚拟市

场的交易，其实这些科技对人民币国际化是很重要、帮助很大的。 

    数字人民币可以直接联通国家与国家。在这一方面，香港已经同几个中央银行在合作。有个

工作小组，英文叫 mBridge，截至目前，（参与者）有阿联酋央行，有（中国）人民银行，有泰国

的中央银行，当然也有我们香港的金管局。 

    其实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在疫情之后带出了一个新的机遇。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这个虚拟资产

的监管条例呢？正是要配合这些新的科技发展。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资产，外国投资者是很

有兴趣的，所以我们怎样将这些资产数字化、将它们放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做一个全球的

交易。同时很多这类资产，是可以用人民币去计价的。 

    说回刚才我们讲到的可持续发展，香港有什么角色呢？去年深圳市政府在海外发行债券，推

出可持续绿色债券，都是用人民币计价。这也是第一个。 

    《21 世纪》：国家“十四五”规划赋予了香港一些独特的定位，香港应该怎样利用好自己的

定位，以及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区景麟：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发挥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现在内地直接吸纳的海外投资有

60%其实是经过香港的；而内地有 60%对外的投资都是由香港出发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超级

联系人”的角色很重要。香港有自由经济，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稳健的金融系统，所以在融资、

法律、保险、贸易、会计这些专才方面，我们是可以直接同国际接轨的。 

    另一方面，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分子，希望可以发挥到我们的（作用），将大湾区与国

际接轨，做一个集资的平台，以及科研的平台。 

    在大湾区，除了融资之外，最主要就是怎样联通私募基金。很多时候我们说债券通、股票通

这些，都是在说二线的投资，不是第一线的投资。而私募基金，就是第一线投资，就是投资一些

未上市或者是发展中的公司。这些资金，通常是一些长远的资金，以及一些策略性的投资，对大

湾区的融合、国家经济的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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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现在全球各个城市都在抢人才，我们看到新一届特区政府，在人才这个方面都

非常地进取，推出了比如高才通、大湾区人才签证的计划。香港怎样可以继续保持吸引力呢？ 

    区景麟：抢人才现在是全世界的趋势。在这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真的很积极。首先我们觉

得培养人才（对）本地的长远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这一方面，金发局两年前也出了个报告，关于

如何培养可持续金融和科技人才的。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推出了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大学学位的课

程；很多可持续金融方面的硕士学位在香港也有。 

    香港特区政府也推出很多措施去吸引海外的人才，包括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以

及在未来基金拨出了 300 亿港元去成立一个共同投资基金。以及在全世界设立了 17 个办事处，

叫做招商人才专组，去主动接触这些目标的企业人才。 

    （实习生吴坤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