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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以香港所长应国家所需  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资深会员黎晨 
 

本报记者  安胜蓝  龚亮 
 

    12月 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展望”线上

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展望未来发展方向。面对国

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无限机遇，香港应如何发挥优势，以香港所长应国家所

需，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上述问题，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副

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资深会员黎晨。 

    记者：今年 9 月，英国 Z/Ye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 30 期“全球

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的总排名较今年 3月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三位。在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

击的大环境下，香港营商环境依然优势明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始终稳固，其原因是什么？ 

    黎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其核心竞争力在于通过提供世界一流的软、硬件

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来高效、稳健地联结中国市场与全球商业网络。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普通法

司法管辖区，香港在法律体系、税收政策、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程度等方面已建成世界一流的制

度体系、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是跨国公司深耕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公司“走出去”

开拓国际市场的理想平台。 

    过去这两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香港也经受了严峻的短期冲击，需

要直面长期以来累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基础是非

常稳健的。内地企业的快速成长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展望未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为香港金融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处理全球约 75%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巩固提升离

岸人民币中心，对香港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

作用？ 

    黎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 6月，人民币在主要国际

支付货币中排在第五位，人民币支付金额占所有货币支付金额的 2.5%。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

长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各个层面中的使用程度有着

巨大的提升空间。 

    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枢纽，这是制度安排、市场力量和政策设计共同演化的结果，

也是香港相对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之一。随着中国内地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高水

平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将会在市场规模、产品范

围、市场参与者群体、规则机制建设等多个层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香港拥有成熟的法治体系，具备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规则机制和高水平专业人才，同时又符

合中国金融开放安全可控的要求，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未来，香港离

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和功能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记者：近年来，香港绿色金融发展迅猛，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香港可以在

哪些方面发力，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 

    黎晨：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将顶层政策设计和地方试点创

新相结合，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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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贴标绿色债券已达 1.4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的目标和定位。

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相比，香港市场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国际投资者、完善的市场基础设施和高

标准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未来香港发力的重点应是充分发挥其国际化“超

级中介人”的作用，为国际投资者购买中国绿色金融产品提供通道和平台，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参

与推动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的制订和市场规则机制的对接。同时，将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评核认证

机制与内地市场的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减少国际投资者与中资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

低交易成本，支持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记者：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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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并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

互通”。香港应如何对接好“十四五”规划，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黎晨：“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桥梁作用的最佳切

入点。这为香港提供了巨大的新机遇，也需要香港进一步探索更好地以自身所长配合国家所需。 

    香港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比如通过政策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国际双

循环格局下的产业升级与国际化发展提供更丰富和有效的金融、法律与贸易服务支持，同时在日

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更好为国内外投资者搭建融入中国双循环格局的通道与桥梁。 

    一方面，香港应把握好科技金融发展的新空间。香港拥有多所亚洲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具备

依托内地市场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基础和实力。在中央大力推动自主创新的背景下，香港金

融业应探索如何进一步在大湾区加速打造国际化、全周期、广覆盖的产业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

增强金融对科技企业的择优扶植能力。 

    另一方面，香港应把握好跨境金融合作和财富管理的新动能。国际投资者购买中国优质资产

的潜在需求巨大，而中国投资者对财富持有多元化和海外投资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未来，随着

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跨境金融业务将会快速发展。香港可以通过与大湾区其

他城市深化合作，来实现跨境金融服务市场的稳步扩容，推动大湾区金融业的互联互通和分工协

作，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