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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国际基金管理公司都只是把香港当作投资

亚太市场的一个落脚点。为支持香港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

心，中央政府下了很多功夫，比如沪港通、深港通、基金互

认、大湾区跨境理财及ETF通，这些措施强化了香港作为

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尤其是2014年沪港通的推出，使得

外资投资中国内地市场有了非常重要的渠道。

中国市场在全球投资组合中越来越不可或缺。外资要

把握新兴市场的发展脉动，肯定要投A股。从这个意义上，

互联互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已经成为海外

投资人进入A股市场的重要渠道，使香港作为一个全球资

产管理中心发挥了核心作用。

除了股票市场，香港的基金互认及跨境理财通也非

常重要，未来，希望进一步发挥这两个渠道的潜力，吸引外

资来香港注册基金、吸引内地投资人透过香港进行海外投

资，构建均衡的投资组合。

过去几年，内地开放的步伐很快，除了资管公司，理财公

司甚至养老金都可以直接参与内地市场。有人会问，香港的

角色是否会逐渐弱化？

我觉得这两条路不是互相排斥的。香港是一个全功能

的资产管理中心，在整个投资的价值链条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不少公司还是会选择通过香港来参与内地市场。而且，

现在亚太区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高净值群体快速扩大，他

们的需求非常多元化，资产配置拓展到海外市场，这就需要

在投资理财需求和资源配置之间建设良好的渠道，这是外

资来香港设立据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资产公司全

球化拓展的道路上，香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少亚太

区的投资官员团队驻守香港，统筹亚太区的股票、债券等投

资，服务各类财富管理需求，业务覆盖香港、内地甚至是东

南亚、日韩等地区。

除了个人投资之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养老基金在

全球投资布局，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金在香

港都有投资布局。

而且，香港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和内地有更深入的合

作。比如，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碳达峰、碳中和，对ESG相

关人才的需求很大，一些海外的投资基金在投资时会考虑

到ESG标准，但现在还没有强制的披露要求。如果能够让

两地公司披露相关数据，未来合作的空间非常大。

此外，随着内地养老制度的改革发展，香港的一些公募

产品尤其是在养老产品投资上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内地在

发展养老第二或第三支柱时，也可以吸纳这些优秀产品，促

进养老投资的均衡和多层次发展。内地养老产品是否投海

外或者是香港的公募基金，都是香港的机构特别关注的。

为保证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长期繁荣，内地金融

市场与香港的互通正在从机构层面深入到个人的层面。个

人层面开放是内地资本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公里。

在两地融合的大方向下，我们需要在现有机制上，从产

品、机构、个人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两地融合

深化发展。

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畅想，数字人民币也许是一个

不错的突破口。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资金跨境的闭环管理，

可以通过大湾区试点去进一步推动。两地融合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推动大湾区的人流和资金流，推动金融创新，这或

许是两地未来融合的一个新思路。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黄王慈明

投资中国的价值链上
香港发挥巨大作用

回归25年来，香港金融业蓬勃发展，与内地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联系合

作日趋紧密。中资券商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伴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不断

发展壮大。中银国际是第一家中资境外投行，在回归以前就开始参与香港

资本市场活动，1993年7月曾作为独家保荐人和主承销商参与了首只H股

青岛啤酒的上市。可以说，中银国际是中资券商在香港发展历史进程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

近年来，国际经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

为标志，香港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但此时的香港金融市场经过

长期建设，综合实力较回归时已有明显提升。当前香港股票市值是伦敦的

1.5倍左右，略低于东京，主要低于A 股市场和美股市场。与此同时，经过

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港交所对科技创新企业和生物科技企业的包容性明显

增强，成为仅次于纳斯达克的境外科技创新企业融资中心，也为后续港交所吸

引中概股回流创造了有利环境。

经过长期国际化建设，香港中资券商也日益成熟，承销能力明显提升。在

最近几年的香港IPO承销活动中，中资券商参与了其中一半以上的企业上市；

2019年，中银国际作为唯一的中资投行参与了当年全球最大IPO融资活动

——沙特阿美上市，标志着中资券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大幅提升。

相比回归初期，香港中资券商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居安思危方

能行稳致远，香港中资券商在覆盖国际机构客户、开展国际金融市场业务和

提升全球市场综合服务深度等领域，距离国际领先投行仍存在一定差距，这

些是未来中资券商需要着力提升的方向。

香港回归25周年是中资券商在香港发展的新起点。过去25年，中资券

商在香港打开了国际化视野，并依托内地客户资源在香港承销业务上取得

了突出成绩。未来，中资券商在香港的业务目标应该是推动高水平国际化

建设，成为能够和美欧大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同台竞技的国际领先投资银

行。中资券商在香港业务发展要更上一层楼，更直接地参与覆盖各类国际

金融业务条线的、和国际大行之间的竞争。中资券商如果能充分利用好香

港直接联通全球金融市场的平台优势，在直接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过程中

不断磨练自己，掌握好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补足自身短板，相信中资券

商的国际竞争力还将有持续明显的提升。在未来新的国际关系环境下，更

加国际化的中资券商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金融市场中行稳致远，也才能

更好地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

中银国际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李彤

立足香港 连接全球
中资券商重新出发

红旗飘扬，紫荆归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即将迎来回归

祖国25周年纪念日。25年来，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下，香港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

运三大中心的地位稳固如磐，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愈

加凸显，东方之珠以更好的姿态闪耀在世界舞台。

近年来，香港资本市场持续推进制度变革，以更加包

容的规则吸引更多企业赴港上市，港股市场汇聚中国新

经济优质龙头企业，对全球吸引力逐步提升，正成为投资

中国新经济的桥头堡。香港在金融领域具有深厚积淀及

独特优势，背靠祖国的香港金融业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增长动力更加强劲，地位作用更加突出。

1997年，中金公司在香港成立全资子公司中金香港，

成为最早在香港开展业务的中资投行之一。经过25年的

持续努力，中金公司已经在香港建立起覆盖投资银行、股

票业务、固定收益、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私募股本和研究

的综合性业务能力，为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以

及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贡献智慧和力量。

25年来，中金公司的发展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同

频共振、同向同行，积极将优秀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具有

战略重要性的大型企业推荐到香港资本市场。截至2021

年，中金公司共参与了223家企业在香港上市，累计融资

超过510亿美元，见证了港交所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交易所

这一辉煌成就。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

金公司将积极推动资本双向流动，在沪深港通和债券通

等互联互通创新机制中发挥优势，依托自身的国际化优

势，服务于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25年来，凭借着香港市场得天独厚的优势，中金公司

得以深耕国际市场，进一步开展全球市场研究，服务于国

家战略和国内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跨境需求，为海内外

客户提供国际一流的综合服务。

香港回归25周年正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面对国家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

心，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相信，内地经济

高质量发展将继续为香港金融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随着“一带一路”和“大湾区”等战略

的不断推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将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中国企业国际融资及投资、全球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绿色金融可持

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金公司也将坚定

不移深耕香港市场，把握互联互通的各种创新机遇，更好

地起到链接中外资本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秉持“金融报

国，服务人民”理想信念，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

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更大贡献。

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楚钢

奋发有为廿五载
砥砺奋进启新篇

25年前，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从此走上了与祖国共同

发展的宽广道路。25年来，在中央政府强有力支持下，香

港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经

济保持繁荣稳定。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

转变，跨境机遇井喷而出。以华泰国际为代表的一批在港中

资券商抓住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开放、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深化

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由夹缝求生到成为香港资本市场

中流砥柱的华丽蜕变。经过多年的砥砺前行，“背靠祖国，立

足香港，面向世界”的国际化路径日渐清晰。

作为华泰证券发展国际业务的桥头堡，华泰国际践行集

团国际化发展战略，以香港业务为前沿，形成了与内地、美国、

英国四地联动的发展新格局，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增

强。实践证明，只有发挥好“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独特优

势，东方之珠的光芒才能愈发璀璨。

过去五年，华泰国际总资产规模翻了10倍，收入翻了近

30倍，稳居在港中资券商第一梯队前列，助力香港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华泰国际依托跨境联动的全业务链体系和领先

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中国企业嫁接全球资源，为境内外

机构提供跨境投资交易及风险管理服务。

栉风沐雨，紫荆愈艳。回归廿五载，在“一国两制”独特

优势之下，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魅力之都风采依

旧。在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香港作为

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五大股票市场和外汇交易

中心、亚洲第三大债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

人财富管理中心，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华泰国际将

与业界一道，共同担负起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金融安

全的神圣使命，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华泰金控首席执行官王磊

奋力书写
中资券商国际化新篇章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20岁时来到香港。1993年，

我与叶维义先生共同在香港创立了惠理基金。投资中国

市场20多年，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感到乐观。中国

内地居民储蓄总额和比例均高居世界前列，因此我们相

信未来主要的机遇是在中国内地市场。

近年来，国家在金融巿场不断开放。2021年9月推出

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计划，突破了地域限制，扩大

了大湾区客户的投资机会及覆盖范围，为香港的金融业

界带来庞大的新机遇，也是大湾区资金跨境流动的一个

里程碑。

早前，国家颁布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的发展，提升

粤港澳之间的合作，我相信资产管理业界必能从中受益。

香港背靠袓国，是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与全

球市场联系紧密。香港基金业的特色是高度国际化，拥

有一流的技术基础设施，规管透明度高，高质量专业的金

融服务都与国际标准一致。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区内主要基金管理中心，汇聚了

大量的跨国企业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拥有前瞻性的国

际市场触觉和营商能力。

“惠理作为一间香港本土的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在香港众

多外资大行环伺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成为极少数拥有今

日规模的香港资产管理品牌，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机遇，从香港的资产管理

公司角度而言，我希望分享以下观点：一，香港作为全球

集资中心，可以继续发挥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融

资的重要作用。二，随着人民币不断国际化，未来“一带

一路”可借助香港这一离岸人民币中心，更多使用人民币

进行融资和结算。三，“一带一路”项目，除基建合作，需

要保持高透明度，以及具商业效益，亦需加强其在自由贸

易、资本流动方面的促进作用。四，“一带一路”倡议一直

以来不断改善及优化，沿线国家持续吸取经验调整方

向。但不应过度强调单一项目，而是要成为一个区域或

联盟，令资金持续流动，以期带来更佳发展

2022年对于香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别具历史

意义。中央政府为实现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了巨大努

力。我期待与业界增进合作，共谋发展，更好服务广大客

户，更好服务香港经济发展，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在此，我谨代表惠理集团恭祝香港特区回归25周年，

祝福香港！

惠理集团联席主席谢清海

未来主要机遇
在内地市场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将更加突出

黄王慈明

未来，中资券商的业务目标应该是推

动高水平国际化建设，成为和美欧大行在

全球金融市场竞技的国际领先投资银行。

外资要把握新兴市场的发展脉动，肯

定要投A股。从这个意义上，互联互通的

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李彤

楚钢

王磊

谢清海

期待与业界增进合作，更好服务香港

经济发展，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回归廿五载，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

之下，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魅力之

都风采依旧。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随着“一带一

路”和“大湾区”等战略的不断推进，香港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