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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我國加快了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然而，由

於我國金融業存在著市場體系不健全、監管水平不高、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不

完善、金融機構自身核心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不强等衆多問題，國家在實施金

融開放戰略的過程中，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風險。粵港金融發展基礎雄厚，具

有「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差異，極具試驗優勢。以粵港金融合作爲試點，探討
兩地如何充分利用國務院頒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以下

簡稱《規劃綱要》）所授予廣東關於建立「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的權
限，突破粵港金融業合作的制度、體制、機制障礙，實現粵港金融業的全面融

合，可爲國家實施金融開放戰略探索出一條既推進金融改革創新、擴大對外開

放，又有利防範金融風險、保持金融安全的新路徑。 

 

從世界金融中心發展軌迹看，二戰以來，爲了突破金融管制的限制，國際金融

界推動了大規模的金融創新，導致了金融自由化的推進。在此進程中，國際金

融中心從倫敦、紐約、蘇黎世向全球各主要中心城市擴散，並出現衆多的離岸

金融中心。然而，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由於金融創新推動金融衍生工具市場

的大發展，高風險需要市場規模巨大的容量承載，國際金融業務特別是金融衍

生工具業務開始向最具競爭優勢的全球性金融中心聚集，這對衆多的國際金融

中心形成了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格局出現從以大城市爲基

礎的點式金融中心發展模式向以全球性金融中心爲龍頭的圈層發展模式轉變。

其中的典型是大倫敦金融中心圈和大紐約金融中心圈。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的深入，「點式」金融中心受制於狹小地理空間和
有限金融資源的短板效應將進一步凸顯，因此，謀求與周邊城市或不同等級金

融中心的合作已經成爲解除「瓶頸」的現實選擇。與歐洲、北美金融一體化發
展相比，亞洲卻波瀾不驚。正如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課題組

（2006）所言：「回視亞洲，與歐洲和美洲的一體化進程相比，無疑是落後
了，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確實，亞洲地區尚未有一個能與倫敦或紐約媲美
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新加波、東京等金融中心實力大致都處於同一

個層次，其周邊也缺乏「衛星」金融中心。亞洲國際金融中心「龍頭」之爭由來
已久卻從未能蓋棺定論，位於同一層級的香港、新加坡、東京實力相當，各有

優勢。而今，鑒於國際金融中心圈層發展模式的新動向，這些潜在的國際金融

中心也試圖通過區域整合以實現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面對亞洲金融中心整合

趨勢，香港要想發展成爲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從戰略的高度考慮建立

區域性金融中心圈層：在中短期，拓展珠三角地區金融腹地，依托華南地區乃



至泛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規模優勢，與廣州、深圳等區域金融中心形成分工和互

補關係；在中長期與上海、新加坡實現協調發展。 

 

從國際金融中心角度分析，香港的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在金融全球化格局中

的區位優勢；制度優勢，包括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完善有效的司法體制，金

融監管制度；香港金融業的比較優勢，包括資本市場、資産管理與銀行體系。

不過，香港要發展成爲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仍然存在不少主要差距：金融

市場、金融機構的發展不平衡，存在衆多的「短板」；金融業發展腹地比較狹
小，總體規模仍然偏小。而從廣東方面看，珠三角地區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腹

地。2008 年廣州、深圳兩大中心城市集聚了廣東將近六成的金融資源。但廣

州、深圳金融集聚的規模經濟尚未形成；與國內主要金融中心比較，廣州、深

圳的實力也顯得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粵港金融合作，通過構建大珠三角地

區金融中心體系、實現錯位發展，來提高區域金融的集聚程度，整合區域金融

資源，從而擴大對環珠三角地區、泛珠三角地區的金融輻射。 

 

改革開放 30年來，粵港金融合作取得了一定進展：粵港兩地在金融機構互設、

業務協作以及市場融合等方面發展態勢良好；跨境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監管

交流取得進展；貨幣跨境流通規模日趨擴大，人民幣在港流通日趨廣泛。但合

作也存在著不少問題：金融合作以自發爲主，規模小、水平較低，層次不夠深

入；交易平台覆蓋率不足且規模效應低，金融資源缺乏雙向流動的有效平台；

金融合作與監管合作仍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制度性機制；制度安排滯後導致了「二元」金融結構。兩地金融合作的水平和層次，已滯後於兩地經濟日趨融合
的發展態勢。 

 

在制約粵港金融合作的諸多因素中，制度性因素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粵港金

融合作必須在國家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的總體戰略框架下推進；同時受到「一
國兩制」下彼此之間是不同關稅區、不同法律體系等制度性制約；CEPA開放的

全面性與粵港金融業合作的需求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不過，在新的歷史發

展時期，粵港金融合作已獲得新的制度安排：《規劃綱要》授權廣東「在金融
改革與創新方面先行先試，建立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粵港合作框架
協議》明確提出，「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爲龍頭，廣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
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爲支撑的具有更大空間和更强競爭力的金融合作區域」。此
外，CEPA 在廣東「先行先試」的制度平台將可成爲粵港推進金融合作的突破口
和戰略性舉措。 

 

深化粵港金融合作的發展目標，主要包括：（1）創建粵港「金融改革創新綜合
試驗區」。以廣州、深圳兩大中心城市爲重點，在珠三角地區建立「金融改革
創新綜合試驗區」，目的是爲國家實施金融開放及金融安全戰略，實施人民幣
國際化戰略探索新路徑，積累新經驗。（2）建立粵港金融共同市場。按照中央

政府關於進一步發展內地與香港互助、互補、互動的金融關係的總體要求，在

保持兩地金融體系相對獨立的前提下，廣東通過 CEPA 先行先試的制度平台，

擴大和深化金融業對外開放，建立粵港更緊密的區域金融合作機制，提高區域

內金融要素的流動性，實現區域內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3）形成以香港爲龍

頭、深圳和廣州爲兩翼，輻射海內外、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區



域，鞏固並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高整個大珠三角地區的國際競爭

力。 

 

從長期的戰略層面看，構建以香港爲龍頭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區域，必須重視中

心區域內各金融中心的錯位發展。其中，香港的戰略定位是與深穗聯手打造全

球性國際金融中心，具體包括：（1）通過深化粵港金融合作，利用廣東乃至內

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需求推動香港的金融創新，提高香港金融資源的集聚程

度，拓寬香港金融發展的腹地，以及金融競爭力，發展爲全球性國際金融中

心。（2）鞏固和發展基金管理、私人銀行、財富管理以及企業資本性融資、金

融衍生産品等方面的高附加值和資本市場業務，成爲亞太區特別是大中華地區

主要的資産與財富管理中心。（3）發揮香港發達的資本市場、國際資本聚集的

優勢，發展成爲中國企業最重要的境外上市和投融資中心。（4）全球主要的人

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亞洲人民幣債券市場。 

 

深圳的戰略定位是：中國的創業投資中心和「納斯達克市場」。具體包括：
（1）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延伸和重要補充。深圳要學習、借鑒香港金融業發

展的經驗和制度，積極推進深港兩地金融體制的對接，成爲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功能的有效延伸和重要補充。（2）中國的創業投資中心和「納斯達克市場」。
憑藉著深圳擁有全國兩大證券交易所之一的優勢、毗鄰香港的優勢，以及本身

經濟的優勢，深圳完全有條件發展成區域性創業投資中心：第一，通過香港或

聯合香港大力引進、發展風險投資基金，特別是引進國際著名的創業投資機

構。第二，積極發展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考慮如何與香港創業板的合作、整

合問題，最終形成「一市兩板」的市場結構。（3）國際化的保險市場及華南地

區的再保險中心。深圳可發展成爲香港國際化保險市場的有效延伸和重要補

充。此外，充分利用深圳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推動深港合作的再保險市場的

發展，並在深圳探索建立地震、海嘯、颱風等巨災保險制度，使深圳發展成爲

華南地區的再保險中心。 

 

廣州的戰略定位是：區域性金融總部和結算中心，華南地區銀行業務中心及金

融創新基地。具體包括：（1）南方金融總部中心和區域性資金結算中心。隨著

國家金融改革政策的實施，廣州已經成爲央行大區分行、國有商業銀行區域性

大分行、區域性商業銀行總行的集聚地，銀監會、證監會、保監委等金融監管

機構均在廣州設立省級分支機構。廣州應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條件，以更大力度

吸引香港金融機構、外資金融機構，以及區域性金融機構在廣州設立法人機構

或地區總部，以强化廣州的金融資源聚集效應。（2）華南地區銀行業務中心、

銀團貸款中心和金融創新基地。廣州可憑藉其作爲區域經濟、行政中心的優

勢，憑藉其在重化工業、高新技術産業、港口運輸、對外貿易及個人消費服務

蓬勃發展的基礎，大力發展貿易融資、企業貸款及個人消費信貸等傳統銀行業

務。廣州應擴大對香港金融業的開放，加快引進香港金融機構在廣州設立地區

總部，支持香港金融機構入股本地金融機構以及州番禺、從化等地參與設立村

鎮銀行和小額貸款機構，開展網絡銀行合作等，最大限度地兩地發揮銀行業的

協同效應。（3）區域性商品期貨交易中心和産權交易中心。廣州應加强與香港

期貨市場的合作，爭取國家支持設立和恢復廣州期貨交易所，打造區域性期貨

交易中心。（4）輻射亞太地區的金融後台服務基地。 

 



現階段，深化粵港金融合作「先行先試」的重點領域主要包括：（1）推動香港

銀行布局珠三角市場。繼續利用 CEPA 先行先試的制度安排，積極推動香港金

融機構到廣東，在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特別是在廣州）設立地區總部、法

人機構或分支機構，並將其經營網絡拓展到珠三角地區，推動香港現代金融業

向珠三角實體經濟延伸，實在是兩地優勢互補的雙贏之舉。（2）推動粵港人民

幣跨境結算和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粵港應根據《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

有關規定，共同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先行先試。粵港兩地銀行及金融機構加大

創新力度，豐富人民幣投資産品。粵港兩地銀行及金融機構，應加大創新力

度，開發與之相配套的貿易融資、保值避險等金融産品，提高人民幣投資收

益，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同時，積極推動香港人民幣債券業務

及債券市場的發展，增加人民幣的投資渠道。要進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幣結算、

清算系統對接機制，繼續做好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接入內地現代化支付系統

的服務工作。（3）推進港深證券交易所合作及粵港資本市場對接。香港與毗鄰

的深圳可「先行先試」，積極推進港深證券交易所合作及粵港資本市場對接，
包括加强兩家交易所在資訊交流、産品發展和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合作；積極推

動深港證券交易所的互聯互通、互設交易代理平台試驗；推動港深創業板合

作；推動深圳證券交易所與香港交易所結成戰略聯盟，打造統一的資本市場。

同時，積極推動粵港兩地資本市場的合作和對接，包括積極引進香港證券公司

和投資銀行到廣東發展，粵港合作發展産權交易市場，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

系。（4）推動廣東保險市場開放與粵港保險業合作。包括降低對香港從事産險

業務的保險公司的進入門檻，允許符合條件的保險公司在珠三角地區從事一般

保險業務；加强粵港保險産品創新合作，共同探索爲跨境出險的客戶提供查

勘、救援、理賠等後續服務的模式，探索保險業務銜接的途徑和方式。（5）完

善粵港金融基礎設施的跨境對接與合作。 

 

深化粵港金融合作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粵港合作創建「金融改革創新綜
合試驗區」。粵港兩地政府應根據《規劃綱要》精神，向中央政府爭取儘早貫
徹落實。建議由國家根據「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分階段下放部
分金融開放權限給廣東省政府，授權廣東開展是項工作。「金融改革創新綜合
試驗區」的區域範圍，可考慮先限定在深圳、廣州兩個中心城市。從深圳、廣
州與香港對接的兩個「點」開始試驗，取得經驗之後再向整個珠三角地區推
廣。同時，充分利用 CEPA 先行先試的制度安排，利用 CEPA 每年簽訂一份「補充協議」的制度框架，有步驟、分階段地開放廣東金融市場，逐步深化兩
地間的金融合作和融合。（2）以制度創新實現粵港金融基本接軌。廣東要借鑒

香港金融制度的經驗，借鑒上海、深圳等內地政府支持金融發展的優惠政策，

制定廣東扶持金融發展的政策措施，從用地成本、稅收優惠、信用環境、人才

吸引等各方面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加快吸引港澳資金融機構和跨國金融機構到

廣東發展，加快資金、金融企業、金融人才等各種資源向廣東集聚，强化金融

聚集效應。要加强信用環境建設和法制環境建設，要重視推動金融發展的政務

環境的優化，爲金融企業創造便利、公正的經營環境。廣東應利用毗鄰香港的

優勢，加大政策力度吸引高級金融人才到廣東發展；積極推動香港金融機構爲

廣東培訓高級金融管理人才。（3）建立多層次金融協調機制與金融風險防範機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