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金融發展的新機遇   
馬逢國 

 
 在每個危機中，總有可把握的機遇，總有轉危為機的可能，儘管在今次極具

破壞性的金融海嘯中，我們還是看到當中的危與機。 
 
中國影響力 G20 峰會盡顯 
 
 剛結束的 20 國集團經濟高峰會(G20 峰會)，雖然被批評承諾多，行動少，但

新興國家的廣泛參與，就象徵了一直由美國主導的金融秩序，轉變為美、歐及新

興經濟三元鼎立的局面。作為新興經濟的龍頭，中國在新秩序的建立過程中，比

過往擁有更大的發言權，更有發揮影響力的條件。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議中提出四項具體改革建議，包括加強國際金融監管合

作、推動國際金融組織改革、鼓勵區域金融合作，以及改善國際貨幣體系。這些

改革，有助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建立更合理的金融體系，保障新興經濟體

系的利益，改變美國主宰世界金融秩序的不合理局面。 

 

 對於中國來說，金融海嘯提供發揮影響力的機會，對香港來說，也蘊藏了難

得的機遇。 

 

查雷曼完善監管  保金融安全 

 

 在金融海嘯後，美國作為海嘯的源頭，危機的輸出國，破壞了世界對美國的

金融體系及監管制度的信心。20 國峰會的聲明，亦不點名批評美國，指出「一

些先進國家的決策者、管理者和監督者沒有充分理解和應對金融市場的風險。」

美國制度的旁落，市場環境風高浪急，帶動了資金流動的新規律，世界各國的各

類退休及投資基金甚至銀行的存款，都急於尋找資金的避風港。作為金融海嘯的

避風港，以下四項條件是吸引資金流向的關鍵： 

 

第一，此地方應該是較少受金融泡沫影響的經濟大國； 

第二， 在未來數年，政府有能力強力投資，拉動內部需求，保持經濟強勁穩定

增長的大經濟體系； 

第三，國家有能力保持幣值穩定，國際市場對其幣值有信心； 

第四，國家金融政策強而有力，政策方向相對保守。 

 

 相對來說，中國的優勢是比較明顯，國家公佈的 4 萬億元刺激經濟方案，得

到各方肯定。根據經濟學人的估計，中國來年 8.5%的經濟增長，就貢獻了全球



經濟增長的一半，對病入膏肓的全球經濟起了重要作用。雖然國家擁有以上四項

條件，但有鑑於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在資金流向方面還有較強的監管，吸引資

金流入存在障礙，不過，這對於香港來說，便是機遇。 

 

 香港作為中國的金融中心，在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未來

的數年，國際資金爭取進入中國避風港的可能性將會日漸提高，香港經營人民幣

業務的空間如得到進一步擴大，加強與內地的協調，香港金融中心的地位將進一

步鞏固。 

 

 問題的關鍵是，政府在扮演國家金融中心的同時，必須在維護國家金融安全

上多做功夫，防止香港市場被過度的炒買投機活動主導，衝擊到國家的金融安全

和穩定。 

 

特區政府要轉危為機 

 

 立法會通過運用特權法調查雷曼事件，既然用了上方寶劍，議員就有必要將

精力用在刀鋒口上，把調查的方向對準銀行和金融監管存在的種種流弊，為完善

香港金融制度作出實質建議。而政府在全力配合立法會調查之餘，亦從維護國家

金融安全的角度出發，制定政策提升香港作為中國金融中心的條件，共同為新的

機遇，作最好的準備，讓特區政府轉危為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