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面对的新挑战动

议辩论总结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面对的新挑战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在开场发言时已介绍了政府采取的

多项措施和工作，以巩固及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下我想

集中就一些具体建议作出补充及回应。 

 

金融科技 

 

  有关推动香港成为金融科技中心，我想补充，为了继续保持在金融服

务业的领先地位，我们要紧贴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加强香港的竞

争力。推动金融科技需要创造条件，涉及政府政策、监管架构、人才培训，

亦需要传统服务提供者、初创企业以及消费者行为及文化的转变。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高度发达的资讯及通讯科技产业，是开

拓金融科技的理想地方。金融科技督导小组成立三个月以来已举行了两次

会议。我自己跟很多业界也有见面。我们会继续与所有持份者紧密合作，

探讨发展金融科技的潜力及可推动发展的措施，期望可以在本财政年度就

推动香港成为金融科技中心向财政司司长提交报告。 

 

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谢伟俊议员的修正案建议我们与中央政府研究将促进内地及香港金

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政策由股票市场拓展至其他类型的产品。两地证券市场

互联互通的机制是根据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原则发展。该机制的设计是

可持续、具有可扩展性的，可以涵盖其他股票或投资产品。监管机构及交

易所将会不时检讨互联互通的制度要点，包括投资产品范围，并在适当时

候进行调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谢伟俊议员的修正案亦建议我们要就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

投行）制订策略。据我们了解，亚投行的总部将设于北京；然而，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香港具备融资及资产管理的专业人才和其他优势，可以为亚

投行日后在项目融资、发债、投资、财务管理及外汇管理等方面的运作提

供支援。此外，香港拥有熟悉项目谈判、拟定工程及管理合约、国际法律

的专才以及专业的仲裁服务，可以参与有关项目的筹建、施工与运作。因

此，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及金融服务业均可以从中获益。这亦有助巩固本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们已于去年十二月向中央政府提出香港加入亚投行的意愿，中央政

府亦反应正面。我们会继续与中央政府商讨香港以非主权地区加入亚投行

的具体程序。 

 

「一带一路」 

 

  廖长江议员和林健锋议员的修正案建议我们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

的发展战略，抓紧新机遇。我们十分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对香港在金融

服务方面带来的机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而资金融通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预计会

加快沿线国家，特别是亚洲区内的基础建设投资，而随着区内的经济融合

及经贸活动的增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上升，所以我们预计在金融服

务上可作出以下四方面的配合。 

 

  首先，作为世界主要投融资平台，香港可鼓励「一带一路」项目相关

的企业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上市后再集资，以及以发行债券及银行

贷款等多元化渠道进行融资。 

 

  第二，香港可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各方面的人民币服务，可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和提升香港作为首要的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和

服务。 

 

  第三，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跨国企业财资中心，拥有

丰富的经验和优势，可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相

关的金融服务。香港先进的保险服务亦可为内地企业扩充海外业务时完善

它们的风险管理。 

 

  第四，「一带一路」区域有不少伊斯兰国家，预料在投资及融资方面

伊斯兰金融将担当更重要角色。我们正致力建立有利伊斯兰金融在香港发



展的平台。我们刚在五月底成功再次发行伊斯兰债券，以带动更多发债机

构和投资者参与本地的市场。 

 

  总括而言，「一带一路」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策略，香港会双管齐下，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业及其他专业服务的基础配套及提供多元化

服务，另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为「一带一路」

作出贡献。 

 

金融业人才培训 

 

  莫乃光议员的修正案建议我们要从人才培训等方面提升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根据劳工及福利局最新编制的《2022 年人力资源推

算报告》的推算，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二年期间，金融服务业是人力需求

增长最快的经济行业，预计平均每年增长 2.2%，增幅远较本地整体人力需

求的 0.9%年均增长率为高。人手和人才不足，是窒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确保香港的人才库有足够和能力合适的人才，以应付金融服务业

日益殷切的需求。因此，加强人才培训是重要的一环。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有关金融业人才培训听取了业界的意见，业界普

遍认为人才短缺的情况在保险和资产财富管理两个界别最为严重，并认为

政府可以协助推广这两个界别和推动从业员提升专业能力，特别是培训更

多中台和后勤部门的人才。参考了业界的意见后，我们建议推出一项为期

三年的先导计划，并拨款一亿元，用以推出不同项目支持计划的三个元素。

第一，加深社会，特别是学生对界别内不同工种性质和晋升前景的认识；

第二，提供实习机会；第三，强化持续进修课程的内容和资助从业员参与

这些课程。我们已于六月一日就先导计划咨询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并

期望能得到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支持拨款，可以由二零一六年年初起陆续推

行各项措施。 

 

  刚才有个别议员表示，担心香港金融业会否过分依赖内地的经济机

遇，因而丧失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性，会否让香港在「纽伦港」

的比喻中，香港的「港」不能与「纽伦」相提并论。我想指出，当日「纽

伦港」是指三个具有相当大规模、对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级金融中心。

国际级的金融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泛的理念，它必须有先决条件、必须为实

体经济服务创造机遇。参考纽约的经验，纽约固然是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

通过美元的强势，纽约很容易成为一个国际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

心。而伦敦则凭着在欧洲的市场优势，加上与美国的文化及语言的联系，

透过发展离岸美元的机遇，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要成为「纽伦港」的一「港」，不能只靠「讲」，我们需要理解自

身实体经济和机遇的所在。香港不能为美国人提供财富管理，不能为欧洲

公司提供上市服务，因为这全都不是我们的优势。香港要发展成为金融中

心，必须要利用亚洲增长的机遇，而亚洲增长最大的地方就是中国内地，

亚洲财富最发达的地方就是中国内地。在这方面，若果我们未能抓紧机遇，

香港是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所以我认为我们的

做法完全能配合机遇，为社会创造条件。 

 

  当然，要成为金融中心，不能忽略监管；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

强调要有国际级的监管，这才是金融中心竞争的条件，在人才、监管、政

策方面皆保持优势，即使中国内地的金融形势改变，如人民币更加国际化、

流通量更大，香港会否被边缘化呢？这要看我们本身的金融中心能创造甚

么条件，建立甚么国际级的监管政策、人才政策，以能够维持这优势。 

 

  特区政府多年来致力就着国家及亚洲发展的机遇，不断做大金融业，

希望维持优势，让我们继续提升竞争力。为何我们要做资产管理行业？因

为我认为这行业能提供机遇，随着亚洲及内地财富增加，我们可以发展资

产管理行业。我们的资产管理行业不能「卖」去欧洲和美国，它们并不需

要我们的服务，但亚洲和内地是需要我们的服务。为何香港不能随便做一

个债券市场？因为以往很多地方是没有这需要，但随着内地企业融资有需

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债券市场就有机遇。因此我们不能只懂去「讲」，

必须要因应社会和经济变化，就着我们的条件去创造这些机遇。 

 

  监管政策是十分重要的。我同意很多议员提出的观点，我们于发展金

融业时，是会保持监管政策的国际化和严谨性，尤其是现时我们和内地很

多方面进行融通后，在监管方面我们提高了和内地监管机构的合作程度，

沪港通是一个好机遇，因为沪港通让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在这方面加

强了合作。所以我们会就着以后不同的挑战，不断检讨和完善我们的监管

制度。 

 

  主席，特区政府会继续实施各种策略，以及保持与本地业界沟通，在

促进市场发展、优化金融监管及基建，以及加强与其他地区的金融合作等

各方面努力不懈，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

地位，以及迎接各种挑战。 

 

  多谢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