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鞏固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 

香港集思會作出第三輪建議 

人民幣存款額五年內增至 2 萬億 

把握機遇、創造條件，提供突破性服務 

 

（2011 年 1 月 4 日）近期投資者對人民幣的興趣日益增加，本港的人民幣存款

額亦急劇上升。2010 年 11 月底本港的人民幣存款額已接近 2,800 億元，比

2009 年底增加了 2,169 億元，而 2010 年 11 月的單月增幅更高達 625 億元。以

目前增長勢頭來看，香港集思會相信，本港的人民幣存款額可於五年內增加至

2 萬億元，與現時在港的美元存款額相約，屆時市場上的人民幣投資產品將會

更多元化，為香港建設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創造有利條件。 

為把握這發展機遇，乘勢而上，香港集思會人民幣課題組於今天（1 月 4 日）

發表題為《鞏固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的研究報告，提出五項具體建

議，希望進一步發揮香港優勢，透過推動人民幣跨境貿易、人民幣區域化等措

施，積極提升人民幣在貿易結算和投資方面的功能，促進人民幣成為區域性貨

幣，藉以鞏固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這五項建議不但有利香港的經濟發展，又配合國家政策，同時亦能為海內外投

資者及進出口企業（包括中小型企業），提供高效能的突破性服務。 

香港集思會人民幣課題組成員包括黃啟民、李婉如、梁家齊及陸偉棋等學者及

財經業界人士。 

香港集思會的五項建議包括： 

一、 由交易所提供對沖人民幣滙率的工具 

香港集思會建議由港交所提供人民幣 NDF（Non-deliverable Forward — 不交割遠

期人民幣合約）。目前在港的 28 萬家中小型企業中，不少在內地進行生產及採

購活動。現時可對沖因人民幣波動而引致的匯率風險工具不多，利用交易所買

賣人民幣 NDF，可提高市場資訊透明度；同時，中小企可透過即時報價系統，

作出計價和定價的決定，減低匯率風險，以便促進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跨境

貿易活動。 



 

 

香港集思會人民幣課題組成員、香港大學商學院名譽副教授黃啟民認為：「交

易所可提供標準化、小額合約的人民幣 NDF 買賣途徑，為未能參與場外交易的

中小企提供另一個具透明度和開放的交易平台，滿足他們對對沖人民幣匯率的

需求。」 

二、 建立人民幣支付結算系統的跨境聯網 

香港集思會建議在現有基礎上，積極擴展本港的人民幣即時支付及結算（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 RTGS）系統，與區內的支付系統建立跨境聯網，除處理

現有貨幣（港元、美元、歐元、人民幣）外，可加入新台幣、韓圜和其它區內

貨幣，在亞洲時區內於香港與人民幣進行外匯及債券交收。這個多幣種支付的

安排既可便利人民幣跨境貿易，亦有助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的人民幣支付及結

算樞紐，鞏固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香港集思會人民幣課題組另一成員李婉如指出，香港的法律保障了在港經過

RGTS 進行的交收，是最終及不可撤回的，消除了交易可能無效的風險。因此香

港應進一步發揮這個優勢，擴展本港的人民幣 RTGS 系統，吸引跨境人民幣貿易

利用香港的多幣種平台進行結算。 

三、 設立粵港人民幣 FDI 項目表，為外商提供「綠色通道」 

按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七大新興產業，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

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業、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車，加上基礎建設、

高端服務業及其它提升現代化生產體系的投資項目，香港集思會建議粵港雙方

設立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項目表，加快立項和

審批，允許境外投資者於外匯管理局備案後，直接匯入人民幣資金。 

就設立「綠色通道」，課題組成員梁家齊認為具有多重戰略意義：「人民幣 FDI

有助減低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速度、規範人民幣回流的用途，並協助國家達到

『十二五』規劃的策略目標，促進新興產業的健康發展。」 

他並指出，粵港兩地可藉此配合國家推動珠三角地區經濟轉型的政策，加強兩

地的經濟融合；人民幣 FDI 更可讓投資者善用境外的人民幣資金，參與廣東省

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升級轉型所帶來的機遇，提升人民幣投資的回報，提升人民

幣在國際間的功能。 

 



 

 

四、 加速深化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 

香港集思會建議特區政府向國家財政部爭取，定期在港發行不同年期的人民幣

國債，以便建立人民幣債券收益曲線（Yield Curve），作為其它債券和金融資產

釐定價格的標準。 

該會亦建議港交所及證監會檢討現行上市規條，簡化及豁免部份申請程序，便

利企業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在港交所掛牌買賣，為人民幣 FDI 項目融資。同

時，為發展香港成為境外人民幣債券交易中心，政府可透過針對性措施，包括

分階段達至完全豁免向企業徵收持有人民幣債券所得利息的利得稅，以鼓勵海

內外企業參與香港的人民幣債券市場。 

五、 推動境內企業「走出去」 

香港集思會建議粵港以詴點形式，為廣東省企業提供便利，簡化以人民幣對外

投資的手續，從而吸引企業透過香港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人民幣 ODI 為中港兩地均帶來益處，不但可促進人民幣流

出境外、減少對外匯的倚賴，推動境內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同時亦為香港金融

業提供更廣闊的業務發展空間。 

香港集思會首席研究主任陸偉棋指出，2009 年內地有近七成的 ODI 在香港投資

或經香港到世界各地投資，反映香港作為境內企業「走出去」的跳板功能。陸

氏續稱：「以人民幣作為海外投資貨幣，符合國家現時『寬出嚴進』的資金流

動政策。」 

香港集思會人民幣課題組於 2009 年 7 月及 2010 年 3 月，相繼發表題為《促進

香港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及《促進香港成爲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研究報告和

合共廿七項建議，各界反應熱烈，近半數建議已經落實或正在諮詢當中，與此

同時，香港的人民幣存款服務和存款額快速增長。2010 年 7 月中央政府正式確

立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集思會近期再以《鞏固香港的人民幣離岸

中心地位》為題，完成跟進研究，並提出第三輪包括五項具體方案的建議。 

詳細研究報告及建議請參閱香港集思會網頁 www.ideascentre.hk 

- 完 - 



 

 

關於香港集思會 

以「齊思考、創未來」為座右銘，香港集思會是一家獨立、無政治背境、非牟

利的研究機構，由一羣熱愛香港人士於 2008 年 12 月創立。透過集思廣益，集

思會的研究工作有三大範疇：(1) 增強香港的競爭能力；(2) 促進香港經濟及社

會的持續發展；及(3) 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成立以來，集思會已就多個經濟及社會課題進行研究，並提出一系列的建議，

其中包括： 

• 12 項促進香港成為「人民幣結算中心」的第一輪建議 

• 15 項促進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第二輪建議 

• 有關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的分析報告 

• 6 項建設香港成為「亞洲最優秀高等教育樞紐」的建議 

• 10 項促進「中醫藥在香港發展」的建議 

• 10 項推動發展「綠色經濟」的建議 

• 11 項打造香港成為「創意之都」的建議 

人民幣課題組成員簡介 

黃啟民： 香港集思會顧問、香港大學商學院名譽副教授、香港證監會非執

行董事 

李婉如： 香港集思會項目顧問 

梁家齊： 鷹達證券有限公司主席、前經濟機遇委員會委員 

陸偉棋： 香港集思會首席研究主任 

傳媒查詢 

胡先生   電話: 2114 1486 / 6626 5762     

郭小姐 電話: 2114 1488 / 9322 4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