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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是香港市場的基石。創新無疑也是香港資產管理業參與者的一個強項。在開始前，我

想先感謝香港投資基金公會邀請我出席今天的活動，讓我有機會和大家回顧一下以往業界參與

者與監管機構如何緊密合作，並展望我們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 

引言 

近年來，人民幣及內地相關業務成為刺激本港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元素。我們看到各類型的人

民幣產品，不斷在市場上推陳出新，當中有部分更屬全球首創。 

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屢創佳績，令業界和整體經濟得以廣泛受惠。 

時至今日，資產管理業已極具規模。截至 2013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錄得 27%

的按年增長，達破紀錄的 16萬億港元。對海外投資者來說，香港是極具吸引力的投資平台；

在 2013年，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總值超過 70%來自海外投資者，較過去 14年當中任何一年所

錄得的百分比都要高。 

香港早在 2004年就成為首個推出人民幣業務的離岸市場。時至今日，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

人民幣中心。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證金額由 2013年底的 1.05萬億元人民幣上升至 2014年

8月底的 1.1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7%。 

上述成果並非一夕之間取得，我們是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致力建立關係、研究解決方案和不

斷創新，才達致今天的地位。  

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向來非常激烈。現今，每個想要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區，都希望能複

製香港的成功。事實上，其他市場都可以複製香港經過艱辛努力才獲得的解決方案和方法。因

此，香港必須保持其變革及創新的勢頭，才能確保我們的資產管理平台繼續保持穩健，並具有

吸引力，以及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以支持金融、基礎建設及產品方面的不斷創新發展。  

作為監管機構，我們必須與時並進。我們不斷尋求開闢新的領域，讓在座各位業界人士得以把

握新機遇。正是這些機遇激發了業界採取積極行動，致力創新和改進各項產品、流程和基礎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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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金融市場上真正的突破性舉措並不多見。我認為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基金互認安排）會

成為香港資產管理業的下一個突破，因為它將是內地與海外市場之間的首個基金互認安排。香

港金融市場一直翹首以待這個即將改變整個行業遊戲規則的大突破。 

在貴會去年召開的會議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與大家分享了內地資本市

場的最新發展情況，當中包括基金互認安排。我在出席公開活動時經常被問到基金互認安排的

推出時間表。最近，我聽到一些傳言，業內人士對會否推出基金互認安排，開始感到懷疑。 

實情是，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一直促請業界著手為基金互認安排作好準備。基金互認安排

的問題不是“是否會推出＂，而是“何時推出”。 

我可以告訴各位，基金互認安排將會在滬港通推出後落實。 

我們已在不同場合多次解釋過，要成為這項措施下的合資格基金，該基金必須經證監會認可、

在香港註冊成立，且由持有證監會牌照的基金經理在香港管理。這些要求的目的是要確保對合

資格基金及其管理者進行有效監管。此外，基金互認安排在初始階段只會包括簡單的基金產

品。 

事實是，自從我們首次向公眾披露我們與內地有關當局就基金互認安排展開討論以來，在香港

註冊的證監會認可基金的數目不斷上升。我們也接獲多名基金經理的申請，要求將其基金改為

在香港註冊。事實上，過去兩年，共有 48隻證監會認可基金改為在香港註冊。顯然，這些基

金希望明確自己的定位，為基金互認安排的推出作好準備。 

監管機構與業界需互相合作  

雖然大家都很關注基金互認安排的推出日期，但香港資產管理業的未來路向和發展，在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業界人士與監管機構之間的共同努力。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長遠成功不能只倚靠政府的新政策，監管措施的成功也不能僅僅看有關措

施是否帶來令人振奮的新機遇，或是看有關政策框架的規則和要求。同樣重要的是與政策相配

套的業務基建、專業知識及產品。 

儘管資產管理業的未來發展建基於完善、穩健的監管框架，但亦需要業界所有參與各方的協

作，才能取得成功。 

作為監管機構，我們會繼續以審慎的態度來認可公開要約投資產品及其銷售文件。無論有關產

品是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抑或是透過不同認可計劃進入本港的海外基金（在基金互認安排

推出後會包括內地基金），這些基金都需要得到我們認可。為了保障投資者，我們要求基金作

出適當的披露及設立合適的管治架構。然而，我們的認可並不等同於保證投資產品必然成功或

有好的表現。分銷商及投資者也應承擔各自的責任。分銷商必須執行適當的產品盡職審查及認

識你的客戶程序，確保他們所推介的產品適合客戶。另一方面，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應

按本身的需要和風險承受能力，檢視產品的主要特點和所涉風險。我們必須攜手合作，才能達

至建立投資者信心這一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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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計劃 

接下來，有個具體的創新例子我想請大家考慮一下，這就是，如果你的香港 RQFII配額已用

盡，你要怎樣做才可取得新的配額，繼續開發新的人民幣產品？  

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RQFII這個概念是由香港原創的。此舉措讓資產管理公司得以利用香港

作為平台，創造新的人民幣產品，使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均能在內地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  

RQFII計劃意義重大。自 2011年推出以來，RQFII在香港一直取得豐碩成果。截至 2014年 9

月底為止，共有 70項證監會認可的 RQFII產品，包括 53隻 RQFII非上市基金、15隻 RQFII 

A股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和兩隻 RQFII內地國債 ETF，管理資產合共達 152億美元。

RQFII ETF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其中一類人民幣產品，享有可觀的市場份額。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止，這些 RQFII ETF的合計市值為 106億美元，佔香港所有 ETF總市值的 24%（不包

括 SPDR黃金信託），而這些 RQFII ETF的每日平均成交額亦已增至 3.041億美元，約佔香

港 ETF市場每日平均成交額的 39%。現時在香港上市的五隻交投最活躍的 ETF當中，有兩隻

是 RQFII A股 ETF。 

RQFII計劃的成功，不但突顯出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殷切需求及內地市場對他們的吸引力，

亦印證了本地市場參與者的專業技能和創造力。 

下一階段的增長 

香港獲授予合共 2,700億元人民幣的 RQFII額度，現已全數用盡。當中有部分額度獲本港管理

公司用來在其他市場（主要為紐約及倫敦）開發和推出人民幣產品。對於這些公司以如此創新

的方式運用香港的 RQFII額度，我們表示支持，而本會的決定也得到了中國相關監管機構的全

面認同。畢竟，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作用，是推動全球人民幣交易的健康發展。為此，離岸人民

幣中心勢必要將離岸人民幣業務及資產推廣至全世界。這意味著，各地離岸人民幣中心應攜手

合作，充分利用內地授予各市場的 RQFII額度。換言之，一家機構在某司法管轄區獲授予的

RQFII額度，並非只限於在該區內使用。 

跨境使用配額將有助業界匯聚專業知識及額度，把人民幣產品推廣至全球投資者。如此一來，

我們便可令 RQFII通行全球，並讓投資者有更大機會得益於這一全新的國際貨幣所帶來的投資

機遇。 

據我了解，在座有部分人士正努力游說內地當局進一步擴大香港的 RQFII額度。雖然擴大香港

RQFII額度的工作仍在進行當中，但業界應放眼其他仍擁有大量額度的市場，著手研究可如何

與這些市場的參與者合作。  

正如各位所知，RQFII計劃已擴展至其他市場。台灣、新加坡、英國、法國、德國及南韓獲授

予的 RQFII額度合共達 4,700億元人民幣，但當中已動用的額度至今不足 3%。 

因此，我鼓勵大家與其他 RQFII市場的業界合作，把人民幣產品的專業知識及尚未動用的

RQFII額度結合起來，為香港以至海外市場引進全新產品。我們已與內地有關當局探討此想

法，他們表示全力支持，因為他們也期望 RQFII的總額度可獲充分運用。這就意味著，大家有

權選擇是否運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 RQFII額度。希望我所講的這一情況能值得你們好好考慮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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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作為市場監管機構，我們樂於與各位共同努力，推動香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發展。我們的溝通

大門一直敞開，各位如有任何新的想法，都可隨時與我們商討。就讓我們繼續共創新猷，一同

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我在此祝願今次會議成功，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