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两个

重大政策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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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茂波）上周有两个关乎香港的重大政策出台，

分别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的发布及粤

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的启动。对香港市场而言，“跨境理财通”是

金融业界期待已久、两地互联互通的重大政策突破，为业界带来庞大的新

机遇，更是大湾区资金跨境流动的一大里程碑。但对香港整体经济长远的

丰富蓬勃发展和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言，前海方案却是更重要的新

蓝图。 

让我先从“跨境理财通”说起。 

在一国之内，我们有着两制之便。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一直有着独特的

优势，就是透过死循环式渠道、让国际与内地的资金可跨境投资，探索投

资机遇的同时力求风险可控。从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北向交易到基金

互认，再到上周启动的“跨境理财通”，正是将这互联互通渠道，从股票、

债券、基金，扩展至经由银行销售的合资格理财产品。 

“跨境理财通”的南向及北向各设 1500 亿元人民币的单边总额度，

同时就个人投资者设 100 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额度，首阶段只会开放低至中

风险的产品。南向通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内地居民，北向通适用于港

澳居民。两地合资格的个人投资者可经此渠道，跨境投资相关的认可产品。 

对金融机构而言，理财产品的销售市场顿时显著扩大了。因为大湾区

是内地经济发展最蓬勃、累积财富最庞大的市场。有分析指，中国家庭投

资于金融产品占总资产比例仅为 17%，远低于英国的 27%、日本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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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国的 58%。随着拥有较高资产净值的家庭不断增多，市场上有着实存

的需求，希望寻求多元化投资及国际化的配置。 

另一边厢，香港是亚洲最大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排名仅次于瑞

士。截至去年底，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所管理的资产有近 35 万亿港元，

按年增长 21%。香港金融产品的种类繁多且组合丰富，可服务内地居民不

同的投资及风险管理的需要。这是南向通的潜力所在。北向通也为港澳居

民开拓了直接投资内地理财产品的渠道，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 

可以说，“跨境理财通”为两地财富管理市场带来历史性的发展突破

和庞大的新机遇。 

站高一层来看，“跨境理财通”发挥着两大作用。 

一是利用一国、两制、三个货币体系的独特优势，将在岸与离岸市场

进一步深化、融合，并相互促进发展，让整个湾区内的金融体系与法律制

度即使不同，却仍然可以提升互联互通的范围与层次，就像为运动员赋能，

迈更阔的步，跨越早已看见的栏。这举措令区内的金融要素更便捷地流动；

在区内经济体量增加的同时，金融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让大湾区

建成国家开放型区域创新共同体。朝着这方向推进，大湾区有望逐步成为

国家连接经济金融体系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重要纽带。这正是更好地发

挥香港的独特金融中心作用，服务国家所需。 

二是为稳步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利空间。“跨境理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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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促进大湾区的个人投资便利化，及湾区内的个人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

了风险可控的试验空间。 

如果说“跨境理财通”是为香港的金融业带来新机遇，那么上周公布

的前海方案就是为香港整体的长远发展勾划了新蓝图。 

前海方案是国家发展战略，亦关乎到香港未来的繁荣发展，潜藏无限

机遇。有些人也许会将前海方案与横琴方案作比较；也有人担心前海的发

展会否超越香港，甚至让香港面临人才、资金甚至机会的流失。其实，只

有透过相互协作、协同发展，才能抓紧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只有透过

区域用地的扩容，才能让更多产业有发展的空间；也只有透过合作，才能

将香港的优势产业做大、支柱产业做强。调较视角，才会看见新版图。 

在战略定位上，横琴方案强调的是粤澳发展一体化，透过深度合作促

进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前海方案侧重粤港澳协同发展，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推动跨境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发展的模式。 

在产业发展方面，横琴合作区将重点发展四大新产业。前海则是扩大

服务领域开放，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打造国际一流的营

商环境。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整个发展带来什么机遇? 

一、香港的发展空间大了。前海合作区的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

到 120.56 平方公里。在加强规划与发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产业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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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5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