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  
動議辯論  

 
進度報告  

 
背景  
 
 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提

出並經陳振英議員修正的有關「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人民幣

離岸中心地位」的議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全文載於附

件）。本文旨在告知議員政府就議案內容的跟進情況。  
 
 
最新進度  
 
2. 《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務樞紐功能。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持續是全球最大的離

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擔當全球離岸人民幣的清算、產品和資

金中心，在人民幣結算、融資及資產管理方面均具領導地位。

我們會繼續不遺餘力與業界和內地當局探討進一步擴大跨

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管道。  
 
促進人民幣雙向流通  
 
3. 「跨境理財通」已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正式啟動，讓

包括香港、澳門和廣東省內九市居民可跨境投資大灣區內銀

行銷售的理財產品，三地監管機構亦於同日公布計劃的實施

細則，而銀行亦於同年 10 月 19 日展開業務。目前共有 19 家

香港銀行與其內地伙伴銀行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根據人民

銀行統計數據，截至 11 月 5 日，參與跨境理財通的個人投資

者共計 9 395 人，共錄得 2 384 筆跨境匯劃資金（包括港澳），

其中北向通錄得超過 1,600 筆、南向通錄得超過 700 筆；跨

境匯劃金額（包括港澳）合共 1.8 億元人民幣（涉及北向通

匯劃金額約 8,287 萬元人民幣、南向通匯劃金額約 9,391 萬

元人民幣）。投資者累計購買投資產品 9,346 萬元人民幣。額

度使用量方面，截至 11 月 9 日，北向通總額度使用量（包括

港澳）為 8,638 萬元人民幣，而南向通總額度使用量（包括

港澳）為 6,635 萬元人民幣（額度使用量均以跨境匯款淨額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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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債券通」南向交易亦已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正式啟

動。計劃開通以來運作順暢，南向交易涵蓋了香港市場的主

要債券品種，包括人民幣、港幣、美元及歐元債券，在首個

交易日達成了約 150 筆債券交易，成交金額約 40 億元人民

幣。「債券通」南向交易進一步擴大互聯互通計劃下的產品類

別，一方面為合資格的境內投資者提供有效渠道作多元化資

產配置，也為香港金融業帶來龐大機遇，不僅能提升香港作

為發債平台的吸引力以及提升香港債券市場的流動性，更能

進一步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5. 隨着互聯互通項目的蓬勃發展，投資者對風險管理產

品的需求亦有所提升。香港交易所已在 2021 年 10 月 18 日

在港推出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指數期貨合約，為離岸

參與 A 股市場的投資者提供有用的風險管理工具，同時亦豐

富本港金融產品選項。  
 
推動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  
 
6. 深圳市人民政府於 2021 年 10 月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

幣地方政府債券，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是首次有內地

市政府在境外發行債券，豐富了香港市場人民幣金融產品。

就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發行的債務票據所支付的利息和

獲得的利潤，我們計劃豁免徵收其利得稅。特區政府會繼續

推動離岸人民幣債券在港發行，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研究提升發行及交易人民幣證券需求  
 
7. 因應人民幣的發展大趨勢，我們正就提升發行及交易

人民幣證券需求的具體建議，例如容許「港股通」南向交易

的股票以人民幣計價，進行可行性研究。有關研究涵蓋一系

列技術問題，例如當中可能出現「套戥」行為，造成港幣及

人民幣兩個資金池並相互影響等。  
 
8. 將人民幣計價股票納入「港股通」南向交易可減低内

地投資者交易時的匯兌風險，提升交易價格的確定性，同時

增加香港離岸人民幣計價證券產品的規模和流動性，長遠促

進其他類型的人民幣計價證券產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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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21 年 11 月  



 

附件  
 

2021 年 9 月 15 日的立法會會議  
 

張華峰議員的  
“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議案  

 
經陳振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就此，本會促請政

府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金融業帶來的機遇，制訂

措施積極推動具競爭力的內地企業來港進行人民幣首次公

開招股集資、在香港金融市場推出多樣化的人民幣投資產

品，以及推動和落實‘理財通’、‘保險通’、債券‘南向

通’等跨境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互認制度，以促進跨境投

資，從而大幅擴大香港的人民幣資金池、打造人民幣的離岸

生態體系，以及進一步提升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