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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香港区域金融枢纽角色 
 

——专访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煜 
 

本报记者  冯娜娜 
 

    “当前，世界的机遇在中国，香港的机遇在内地。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一系列战略规划中都赋予了香港重要角色，‘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也使香港享有联通内地与

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香港对于金融机构仍具极强的吸引力。”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煜对《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表示。 

    孙煜称，中银香港将积极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配合中国银行集团全球化战略定

位，积极发挥香港区域金融枢纽角色，打造具竞争力的银行服务。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孙煜表示，在国际权威机构评比中，香港多年来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内地

是香港金融市场巨大的力量源。香港回归 25年来，上市公司数目由 600多家增加到 2500多家，

增幅超过 3倍，目前在港上市中资企业市值更占港股总市值 80%以上。 

    未来香港将如何进一步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孙煜认为，香港应继续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尤其是根据“十四五”规划，与内地有关城市和地区进一步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和跨境理

财通及股市、债市、保险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不断注入活水。同时，香港继续作为重要

离岸枢纽，应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孙煜表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应更多参与地区和全球产业建设中的金融服务，持续提

升对外业务的聚集效应和辐射能力，尤其是香港可以更深度地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服务、争

取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平台延伸金融触角。香港还可以发挥普通法优势，在建设

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同时，吸纳更多国际资本汇聚香港。 

    六大举措巩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明，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高质量建设大湾区。 

    孙煜认为，未来，香港可采取六方面具体措施巩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一是多渠道推

动人民币向外流动，扩大香港人民币资金池规模，为做大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提供资金保障；二

是大力发展人民币国际债市场，促进香港点心债与境内熊猫债共同发展；三是重点培育离岸人民

币市场，丰富人民币产品，提高风险对冲管理能力；四是继续促进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优化现有互联互通机制，推出更多互联互通项目；五是积极参加大湾区建设，促进人民币成为区

内跨境人民币结算主要货币，进一步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占比；六是推动人民币清算机制建设，

优化香港人民币清算行建设及提升功能，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在促进全球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

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积极携手合作，共同探索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在改

善跨境支付、便利国际贸易结算等领域的作用。 

    孙煜表示，数字人民币能带来更多跨境贸易、货币兑换等业务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为香港人

民币市场带来新发展机遇。长远看，数字人民币建设是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必要基础

设施。 

    香港可致力成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 

    绿色金融前景发展广阔。孙煜认为，香港应抓住“绿色金融”等金融新业态拓展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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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金融产品标准，例如现在全球 ESG尚未有统一披露标准，香港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做这方

面的尝试，走在国际金融业务的前列。 

    今年 3月，香港特区政府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出台《香港的碳市场机遇初步

可行性评估》，研究香港碳市场发展前景，并提出开发在交易场所内的中央自愿碳市场。 

    孙煜认为，这有助于活跃内地乃至亚洲的碳交易市场，可形成对内地碳市场的有效补充，也

可为香港创造绿色金融发展机遇。 

    具体而言，香港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高碳排放行业占比不高，加上自然资源有限，本

身碳交易的需求不大。在交易所内建设中央自愿碳市场，可以形成平台优势，规范及统一分散的

自愿碳交易，推动国际碳信用标准对接，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提升内地乃至亚洲的碳交易市场

规模。同时，在香港建设自愿碳市场可发挥香港的绿色枢纽角色，与大湾区内其他碳交易所形成

联动优势，形成对内地碳市场的有效补充，助力国际绿色资本流向内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方向。 

    “目前，内地碳交易以现货交易为主，随着碳交易市场进一步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将成为新

的发展点，为香港金融机构提供更广阔的机遇。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碳交易、核算、认证、

咨询、法律、合规等一系列业务机遇应运而生，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吸引全球人才参与香港

绿色发展。”孙煜说。 

    根据《香港气候行动蓝图 2050》，未来 15年至 20年，香港特区政府将投入 2400亿港元应对

气候变化，并以此带动私营部门资金投入，直接加速香港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内地“双碳”目标

实现，资金需求规模非常大。 

    在孙煜看来，香港致力成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香港可进一步发挥超

级联系人的角色，建立连接国际绿色资本和内地绿色项目的桥梁，打造区域绿色金融枢纽。香港

可发挥金融体系稳固、资金自由流动、法治基础成熟、人才储备多样化等传统优势，抢占市场先

机，捕捉新一轮增长机遇。香港可发挥其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推进内地及国际在绿色金融标准、

监管制度等方面的接轨，在国际绿色金融交流与合作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金融业人才需求有增无减 

    在推动发展绿色金融需要解决的几大困难中，孙煜谈到了人才缺口，尤其是绿色金融人才不

足。一方面是由于绿色金融属于交叉学科，跨界人才缺口较大；另一方面是绿色金融近年来飞速

发展，高校人才培育与市场实践之间存在一定断层。 

    孙煜表示，金融人才对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尤为重要。随着金融科技、绿色金融、

大湾区为香港金融发展带来全新机遇，本地银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将会有增无减。 

    香港银行学会 2021年发布的《银行业人才培训和发展调查 2021》显示，行业技能缺口于“科

技及数据技能”“银行业新知识及技能”以及“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相关技能”领域最为明显；其

中“银行业新知识及技能”方面，“监管和合规”和“大湾区及跨境市场知识”被认为是本地从

业人员最需要提升的两大能力。可见，在未来 5年，香港银行业将重点吸纳金融科技、产品创新、

数字营销、ESG、跨境理财业务，以及合规防洗钱、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人才。 

    孙煜表示，香港背靠祖国，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很多优势

和机遇。香港金融人才竞争炽热，香港银行业在人才吸纳方面比以往更为进取，除提供具市场竞

争力的薪酬福利待遇、培训发展机会以外，亦拓宽人才来源，通过全球招聘、跨界物色等途径选

聘人才。同时，香港银行业也积极支持培育本地金融人才，通过多元化青年招聘计划，为年轻人

提供实习及就业机会，加深年轻人对银行业的认识和了解，以加强人才储备。 

    中银香港未来发展策略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也是中国银行在港服务 105周年。 

    谈及中银香港未来发展策略，孙煜表示，在“建设区域内一流现代银行集团”战略目标的引

领下，中银香港将坚守“融通世界、造福社会”使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全力支持香港经济发

展和民生建设，努力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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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香港的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包括：一是深耕香港核心市场，打造重点客户主要业务往来银

行；二是抢占大湾区重点市场，纵深发展内地市场，联动母行中国银行提升一体化服务能力，强

化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建立跨境业务首选银行；三是布局东南亚潜力市场，推动东南亚机构发

展成为当地主流外资银行。 

    孙煜表示，中银香港将以持续强化区域化建设、深化数字化赋能、优化综合化服务为主要发

展动能，以厚植企业文化、培育人才队伍、推动智慧运营及强化全面风控为主要基础支撑，努力

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积极推动内地、香港与东盟经贸投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