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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回归以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保持香

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方针和中央政府的有关安排，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香港发展的金融政策措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支持香

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推动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积极支持香港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两地金融合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共同维护香港金融稳定。 

她表示，回归以来，尽管香港经历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非典”

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冲击，但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

和各界民众克服了困难，渡过了危机，有效维护了香港金融稳定，同时也

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其次，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

离岸中心。张晓慧说，人民银行采取了多项措施，推动香港建设成为全球

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这些措施包括:推动香港成为最大的跨境贸易和投

资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快速发展，开拓并完善香

港人民币回流机制，探索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等。 

她说，这一系列举措为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也

有力支持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经过多年发展，香港现已成为全球主

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离岸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成为全球影响

力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利率，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也已成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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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主要参考汇率。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也一直处于领先地

位，内地与香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一直占据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半

壁江山，在所有境外国家(地区)中名列第一；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全球

规模最大，高峰时曾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香港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 7586

亿元；香港地区已有 196 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入市总投

资备案规模为 7615 亿元。 

张晓慧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银行全方位加快两地金融市场互

联互通，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人民银

行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以

及“债券通”，全方位促进两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并借此

机会充分发挥香港联系内地与世界的桥头堡和“超级联系人”作用，不断

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她介绍说，“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以来总体运行平稳。2016

年，沪股通和深股通资金流入总金额为 1105.5 亿元，流出总金额为 528.5

亿元，净流入金额 577.0 亿元；港股通(沪)和港股通(深)流出总金额为

2287.6 亿元，流入总金额为 276.1 亿元，净流出金额 2011.5 亿元。此外，

为进一步满足两地投资者投资对方市场的需求，“两地基金互认”于 2015

年推出，允许一定条件的公募基金在内地与香港之间跨境进行销售。 

在“债券通”方面，初期开通“北向通”，允许境外资金高效便捷地

在境外购买到内地的债券。通过两地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可使国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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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在基本不改变原有交易习惯的情况下，足不出户地“一点接入”境内

债券市场。为规范开展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相关业务，人民

银行于6月21日颁布了《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管理暂行办法》。

目前，“债券通”各项技术工作已准备就绪。 

张晓慧表示，这些业务的推出，不仅有利于改善内地投资者结构，吸

引境外长期资金，满足投资者多样化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提振投资者信

心，扩大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中国概念”

将进一步向香港引入内地和海外投资者，扩大香港的市场容量和规模，使

香港拥有其他金融中心无可比拟的特殊优势，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

融中心地位必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此外，人民银行还积极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张晓慧表示，

“一带一路”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香港是国际和亚洲金融

中心，在投融资领域经验丰富，在法律、人才、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积极鼓励内地与香港企业发

挥各自优势，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带动内地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

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香港把握好这个新发展阶段中的重大机遇，与内地

加强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 

张晓慧强调，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支持特区政府以适当方式参与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活动，进一步扩

大了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充分发挥香港在国际与地区金融合作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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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维护香港的利益。 

一是积极支持国际金融组织在香港设立代表处等机构，提升香港的国

际金融中心地位。1998 年 7 月，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国际清算银行(BIS)

决定将亚太代表处设在香港，立足香港，BIS 不断促进与亚太央行的业务合

作。2000 年 9 月，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基金组织在香港特区设立了基金

组织驻华代表处香港分处，使香港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

作。2017 年 6 月，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正式成为首家以非主权国家经

济体身份加入的亚投行新成员，为下一步争取亚投行在香港成立财资中心

提供了可能。 

二是积极支持香港以适当身份和方式参与政府间组织和合作机制。香

港回归后，中央政府除同意其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有关会议外，还同意在中国驻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办公室增设一个

固定职位，由香港金管局派人担任，从而使香港能全面了解和参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事务。 

东盟与中日韩(10+3)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参加的合作机制。长期以来，

香港金管局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参与“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

制下的合作。2009 年，中央政府同意香港金管局以单独货币当局的身份参

与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目前香港金管局在 CMIM 中承诺出资额 84 亿

美元，出资份额占比为 3.5%，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同时，香港金管

局还作为“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执行委员会成员，独立自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