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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出

席第六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香港專題論壇「香港金融服務助推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致辭全文： 

 

張（國寶）會長、李（波）司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很高興出席今日的第六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並在

香港專題論壇跟大家討論共同關心的題目，特別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

下，香港金融服務業能如何幫助中國資金及企業「走出去」。 

 

  香港獨具糅合中國優勢和全球優勢的條件，其作為國家的全球金融中

心，當中有雙重意義，首先香港可以帶領世界把握內地的無限商機，同時

香港雖位處中國一隅，但立足香港卻可管理環球商機，特別是以亞洲為重

心的金融業務。故此香港是海內外商業機構在區內落戶和投資的首選地

點。 

 

  與此同時，作為「一國兩制」下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有多項獨一

無二的優勢，包括完全自由的資金及資訊流通、歷經多次金融危機考驗的

風險管理、匯聚國際資金及人才，以及與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接軌的監管制

度及金融基建。最重要的是，香港一直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國際門戶，是

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主要窗口和平台之一，無論在人流、物流、資金流

和資訊流各方面都和內地緊密相連。 

 

  以證券市場為例，香港擁有活躍的國際性證券市場，其優秀融資功

能，除了能為內地企業籌集所需的資金，內地企業亦能通過符合本港的上

市要求，提升透明度和企業治理水準，擦亮國際品牌，有助於走向國際。

事實上，內地企業透過香港建立品牌的例子比比皆是。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底，約有 857 家內地企業在港上市，市值約 14 萬 4 千億港元，總融資

約 4萬 2 千億港元。 

 

  內地金融同業亦積極把握這個機遇，不斷擴充它們在香港的業務，在

香港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構數目持續上升。截至九月底，共有 28

家內地證券及期貨公司已經在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到了八月底，在香港



受香港金管局監管的內地銀行有 24 家。 

 

  我們亦積極實踐《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把香港發展成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的目標，為內地的個人和企業投資者提供高質素的理財服務。香港

的基金管理總資產值，在亞洲區數一數二，從二零一零年年底的 10 萬億

港元，增至二零一三年年底的 16萬億港元，增幅近 60%。香港證監會認可

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零售投資基金，由二零一一年年

底首批共四隻，增加 13倍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底的 53隻。截至九月底，20

家內地基金管理公司設立了分支機構。 

 

  離岸人民幣市場在過去十年的迅速發展更是有目共睹的。香港已經是

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餘額，從二零一零年年

底的 3,217億元人民幣，增加 2.5倍至今年八月底的 11,300 億元人民幣。

產品涵蓋基金、債券、保險、貿易結算和衍生工具等。 

 

  在這個基礎上，香港政府將制定政策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並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財資業務中

心以及專屬自保公司等，使本港能更有效地扮演內地資金和企業「走出去」

的橋樑。 

 

  隨着國家經濟持續穩步增長，跨境雙向資金流動越見頻繁。香港和海

外的跨國企業會增加在內地的投資和商貿活動，對財資管理的需求有增無

減。同時內地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是個必然趨勢，對財資管理需求會持

續增大。 

 

  這些跨國及內地企業在全球多處有營銷網絡，每天都有大量和大額收

支項目，企業的財務管理體制很多時會將這些現金管理、收支和內部轉

撥、債務融資、發票安排、外匯及利率風險管理等活動集中於一個中心處

理以便管理。 

 

  由於香港資金自由流通，市場開放，全球主要銀行雲集，金融人才匯

聚，我們相信這種優勢對有需要在境外設立財資中心的內地企業尤其吸

引。它們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和金融平台進行跨境和境外的資金管理，

以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促進資金流動的靈活性，以及更好地管理企業的

風險。透過我們的衍生產品市場，內地企業可以有效管理其人民幣資產及

對沖外幣匯率風險。 

 

  在稅務方面，為了使香港的稅制在利息扣減的環節上，對同一集團內



公司之間在香港進行財資管理活動更為吸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正聯同金

管局和稅務局檢討相關稅務安排，以吸引更多企業在香港設立財資管理中

心。我們會繼續推展上述工作，以鼓勵內地大型企業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 

 

  香港同時是內地企業設立專屬自保公司的理想地點，以有效管理企業

境外業務的風險。中央政府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公布一系列加強內地與香港

合作的政策措施中，也包括「支持內地機構在香港設立自保公司，完善風

險保障機制」。 

 

  內地企業的業務越來越國際化和分工精細，可透過使用專屬自保以減

少保險費用及完善風險保障，一些較大型項目，例如油田、發電廠及基建

設施等，或較難在直接保險市場投保，都可透過成立自保公司直接向國際

再保險市場投保，從而把風險適當地分散。 

 

  另外，由於自保公司把其所屬企業集團的公司的風險集中起來，才安

排再保險，可從而享受規模經濟的優勢；同時在與再保險公司商討再保險

合約時，也較易爭取有利的條款，從而達到降低保費率、有效運用資源和

加強風險管理等目的。 

 

  現時不少內地企業已於香港進行財資活動，考慮將自保公司也設在香

港可帶來協同效應。所以香港十分適合作為內地自保公司的落戶地。 

 

  為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的發展，我們提供了一系列規管方面的優惠，包

括較低的資本和償付準備金要求，並已於本年三月立法寬減自保公司離岸

業務的利得稅百分之五十至 8.25%。香港市場亦有高質素的專屬自保管理

人才以及精算、會計及法律等配套服務。同時香港有龐大的人民幣資金

池，內地企業可通過在香港成立自保公司，把其風險在香港進行人民幣再

保險，有助於它們減少匯率兌換方面的風險。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底，獲授權在香港經營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共有

155家，當中內地保險公司有 16家。此外，隨着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

時，可考慮通過在香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承保內地企業的境外業務及資

產有關的風險，完善風險保障機制。現時已有兩家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專

屬自保公司。 

 

  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資金正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糧草，

必須準備充足，妥善管理。我相信準備「走出去」的企業一定能充分利用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設立區域總部、財資業務中心以及專屬自保公



司等，管理跨境業務的資金需求及風險，為進一步擴展打下堅固的基礎。 

 

  謝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