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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是具領先地位的國際金融中心，亦是通往中國

內地的門戶，在區內擁有無可替代的優勢。香港 

金融市場穩健、抗禦力強、敢於創新，長久以來 

贏得全球主要投資者和金融機構信賴。隨着國家 

持續對外開放市場，香港作為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愈顯重要，我們的金融服務，亦必定加速發展。

在「一國兩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既享有國家全力支持，亦保留了本身的制度和行事

方式。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流動性充裕、法治完善、司法獨立、市場自由

開放、金融基建先進、資金及資訊自由流通、標準和法規與國際接軌、

人才專業精幹，都是我們賴以成功的基石。透過不斷改進創新，這些優

勢和競爭力愈見卓越。香港匯聚各地的投資、資本、創意和人才，提供

最切合個人和大小機構所需的優質金融服務；由銀行業務、資金籌集、

資產及財富管理、人民幣業務、發債、保險以至風險管理，應有盡有。

我們在推動綠色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科技方面也努力不懈。香港提供 

最具效益和最廣最多的途徑，讓不同人士、初創企業、跨國公司和金融

機構不但能夠開拓全球機遇，更能掌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

建設的各種商機。

金融服務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佔本地生產總值近18%，相關從業員

亦佔本港就業人口約7%，是我們最具競爭力的行業之一。我深信在香港 

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金融服務會繼續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面對各種發

展目標，要制訂優次，亟須業界領袖和監管機構集思廣益、緊密合作。

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金融領導委員會於去年成立，正好發揮積極 

作用。

這本由金融領導委員會編製的冊子，顯示政府決心推動香港金融服務 

向前發展。

香港連繫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地，投資創富潛力無限。深信在各個金融領

域，香港都能發揮優勢，繼續鞏固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2018年 秋



香港作為發展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是連接東西方 

市場的樞紐。我們善於靈活應變，化挑戰為機遇， 

力求進步，精益求精。金融業蓬勃發展，支持香港 

從轉口港搖身成為現代化的服務業樞紐，順應數碼時

代及全球化世界的大趨勢，建立着重創新的智識型 

經濟。

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金融服務業平均按年實質 

增 長7.2%。 憑 藉 流 動 性 充 裕 的 資 本 市 場、 完 善 的 

全球銀行和保險服務，以及作為領先的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和全球最大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優勢和美譽，香港位列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

一。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的腹地，加上「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新商機，

勢將推動香港的發展邁進新黃金年代，成為深度與廣度兼備的領先國際 

金融中心。

展望未來，香港金融服務業潛力無限，尤其是我們作為中國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重要的角色。香港金融市場的規模遠超本地經濟規模，坐擁龐大且 

不斷增長的資金池，資金來自中國內地以至全球。隨着中國內地經濟 

開放，擴張的速度持續顯著高於其他地方，所創造的價值和財富將會繼續

高速增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開放的市場，以及世界級的監管

制度和充裕的流動性，也會繼續受惠於中國經濟的增長。

香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揭開了新一章，我很高興向大家介紹由我擔任主席

的金融領導委員會編製的小冊子，當中臚列香港獨一無二的優勢和特點。

作為國際金融服務樞紐，香港擁有非凡的競爭力，本冊子會重點介紹我們

賴以成功的條件和優勢，同時提供相關的重要資料和數字，方便讀者了解

香港金融服務的各個主要範疇，包括資本市場、銀行業務、資產及財富管

理、離岸人民幣市場、債券市場和保險業務。我們也對金融科技和綠色金

融等領域的未來發展充滿憧憬。如有意更深入了解個別範疇，只要掃描本

冊子的相關快速回應碼，便可查閱網上資訊。

我們為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成就而自豪，也對其增長潛力感到無比振奮。 

歡迎投資者、企業家、商界領袖和各大小企業借助香港這個國際金融 

中心，在中國內地、亞洲和全球開拓商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2018年 秋



為

選

何

擇 香 港

穩健可靠
法治、雙語（中文和英文）普通法制度；低稅率及簡單稅制； 

透明及與國際標準接軌的監管制度；最先進的金融基建

蜚聲國際
數十年來穩佔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流動性充裕，產品和服務種類 

全面且不斷增加；政治及經濟穩定，政府財政狀況十分穩健； 

頂尖國際公司、銀行和媒體公司均在此設立總部； 

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高度自由
資本、人才、資訊、貨物和服務自由流動； 

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一；言論自由

人才匯聚
本地和海外人才勤奮熱誠、高度專業

聯繫全球
地理位置優越，位處具競爭力的時區內，不受天災威脅； 

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接通中國內地與全球的橋樑，其他地方無可比擬； 

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腹地， 

五小時飛行航程可達亞洲主要市場，接觸全球半數人口

獨一無二
盡享「一國兩制」的優勢； 

高度國際化的金融市場，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生活模式
既是大都會和美食天堂，也有寧靜的鄉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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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北京

上海

台北

首爾
東京

曼谷

河內

吉隆坡

五
小
時
飛
行
航

程
覆
蓋
範
圍

新加坡

馬尼拉

雅加達

新德里

珠海

肇慶
廣州

惠州

佛山 東莞

深圳
中山

江門

澳門

香港＊

港珠澳大橋
廣深港高速鐵路

逾10個便捷的雙向航空、
水路或陸路出入境
管制站

*

區內生產總值：1.5萬億美元
(與大韓民國相若)

人口：接近7 000萬(多於意大利和英國)

佔中國整體的百分比：
土地<1%；人口5%；國內生產總值12%

按面積和人口計算，大於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
和紐約大都會區

粵港澳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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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亞洲和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

把握中國經濟規模擴張之勢和環球機遇，
推動金融服務進一步發展

願景

把握「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

擴大香港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
達致均衡及持續發展

善用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
這大片腹地

發揮獨特角色，接通經濟騰飛的
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地的機遇

香港 世界
其他地方

中國
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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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保費
63
0億
美元
(2
01
7年
)，

在
過
去
20
年
每
年
平
均
+1
1.9
%)

綠色金融

「一帶一路」

金融科技

大灣區建設

(銀行總資產2.9萬億美元(2017年年底)
，

在過去20年每年
平均+5.1%)

(市場總值4.2萬億美元(2018年6月底)，

(人
民
幣
存
款
池
6,1
80
億
人
民
幣
(2
01
7年
年
底
))

在過去20年每年平均+14.1%)

卓越的
資產及

領
先
的
資
本
市
場

最
大
離
岸

卓越的國際銀行中心

蓬
勃
的
國
際
債
券
市
場

活躍
的保
險市
場

財富管理中心

人
民
幣
業
務
樞
紐

香港
國際

金融中心

3.1萬億美元(2017年年底))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資產

(發
行
債
券
4,670億

美
元
(20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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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集資額位居前列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中心

集資額全球排名

亞洲排名第三，僅次於深圳和上海

市值全球排名

亞洲排名第三，僅次於日本和上海

在過去九年五度位列榜首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達165億美元（2017年）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最高，幾近 5% （2017年）

達743億美元（2017年）

第五

首位

第六

（2018年6月底）

資本市場

領先的

15



蓬勃的股票及衍生工具市場

市值4.2萬億美元 
（2018年6月底）

是本地生產總值的1 240%

全球最高

滬港通和深港通

北向交易 
成交總額

約 2.3 萬億元人民幣
（約3,400億美元）（2017年）

南向交易 
成交總額

約 2.3 萬億港元
（約2,900億美元）（2017年）

平均每日成交額達120億美元（2018年1月至6月）

亞洲第二大股票期權交易中心

（2018年1月至6月）

亞洲最大場外利率衍生工具交易中心

（以成交額計）（2016年）

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新興及創新產業發行人

透過新設立的上市管道來港作第二上市的合資格發行人

適用於以下發行人的新上市制度：

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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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全球銀行中心

亞洲第二大國際銀行樞紐 
僅次於日本

全球百大銀行

有70%在香港經營業務

銀行資產達2.9萬億美元(2017年年底)

第二

國際銀行中心

卓越的

19



銀行體系具抗禦力、資本充裕

穩定、自由和透明的環境

採用最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

資本充裕，總資本比率達 19.4%（2018 年 6 月底）—  
遠高於國際標準

最先進的金融基建

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讓港元、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的 

銀行同業資金轉撥以安全及高效率的方式交收

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可全天候提供即時跨行／儲值支付工具 

轉帳或支付服務

應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的貿易融資平台

20



亞洲的領先資產及財富管理樞紐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資產達 3.1 萬億美元

9999
9999
9999

債券
香港

（2017 年年底）

具吸引力的投資地點，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的

資金有 66% 來自非香港投資者

所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總淨資產值 1,086 億美元
（2018 年 6 月底）

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

卓越的

23



多元化的基金註冊平台： 

為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訂立法律和稅務框架， 

讓基金可在單位信託結構以外，以另一種結構成立

稅制極具競爭力

私募基金管理的資本總額達 1,520 億美元

亞洲首要私募基金樞紐

僅次於中國內地
（2018年6月底）

亞洲排名

第二

24



人民幣金融中介活動領先全球

擁有全球最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 

5,000億人民幣

中國內地以外全球最大人民幣存款池 

6,180億人民幣（2017年年底）

推出債券通、滬港通和深港通 *， 

加強香港作為進入內地金融市場主要門戶的地位

處理全球逾 70% 離岸人民幣支付款額

首個發行人民幣債券的離岸市場，規模也是全球最大

註 *：相關成交總額數字載於本冊子第 16 及 32 頁

全
球

最 大

離
岸
人

民
幣業務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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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債券、存款證、保險、固定收益基金、 

貨幣期貨、交易所買賣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股票及衍生產品等）

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產品

超過500種人民幣投資產品

保險

基金

債券

29



持續增長的債券市場

完善的債務證券交收系統及買賣平台

債券投資者可享稅項豁免

債券資助計劃資助在香港發行債券的機構

亞洲排名

僅次於中國內地和大韓民國 

（2017年，不包括日本）

第三

國
際
債券
市場

蓬
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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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通

北向交易自 2017 年 7 月開通以來一直運作暢順，

綠色債券和伊斯蘭債券

設有法律框架，為伊斯蘭債券和傳統債券提供公平競爭環境

資本市場資金充裕，有助伊斯蘭金融市場發展； 

政府成功發行伊斯蘭債券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的借款上限為 1,000 億港元 
（約 128 億美元 *）

註 *：以 7.8 港元兌 1 美元的匯率計算

總成交額達 4,220 億元人民幣（2018 年 1 月至 6 月）

32



全球最蓬勃的保險中心之一

8,313美元（2017年） — 
 全球第二

（人均保費）：

保險密度

獲授權保險公司共160家
區域保險業務樞紐

17.9%（2017年） —  
全球第三

（保費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保險滲透率

全球20大保險公司
13家在香港經營業務

13

保險市
場活躍
的

（2018年6月底）

（2018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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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監管制度

與國際標準接軌

法定保險中介人發牌制度於2019年開始生效

現正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

跨境保險服務及區域風險管理中心

「一帶一路」大型投資及基建項目的理想風險管理中心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推動跨境保險及再保險服務

37



發展金融科技的五大方向

投資推廣署向全球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務

每年舉辦多項金融科技活動，包括年度盛事「香港金融科技周」

推廣

推廣

規管

資金 人才

支援措施

5.46億美元

2017年投資在香港金融
科技公司的資金達

逾300間
金融科技公司

於數碼港及科學園社區

國際金融中心

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成熟的

金融科技
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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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構已設立與金融科技業界聯絡的平台和監管「沙盒」

虛擬銀行的認可

規管

為不同發展階段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資金，包括首次公開招股

研發、科技應用和初創企業可獲私人投資和政府資助

資金

人才

大量本地培育的金融和科技人才

設有不同的入境計劃，歡迎來自內地和海外的人才

數碼港的金融科技共用工作空間、世界知名的培育計劃、 

加速器計劃和編程馬拉松

數碼基礎建設，包括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和網絡防衞計劃

支援措施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

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金融科技聯絡辦事處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 
保險科技促進小組

監管沙盒

香港金融科技

《科技資助計劃概覽》

數碼港的金融科技 
共用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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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區域綠色金融樞紐

吸引訂有綠色融資政策的國際企業及機構在發展成熟的 

香港資本市場集資

金

融樞
紐

綠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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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本地綠色金融產品認證計劃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規模全球最大^， 

借款上限為1,000億港元（約128億美元*）

綠色債券資助計劃，每宗申請的資助上限為 80 萬港元 
（約 10 萬美元 *）

綠色金融認證計劃

註 ^：在計劃公布之時
*：以 7.8 港元兌 1 美元的匯率計算



滬港通和深港通

債券通

債券通北向交易在2017年7月開通

合資格境外投資者可通過由香港聯繫的金融基建 

投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

推出滬港通（2014年11月）和深港通（2016年12月）

獨特的合作模式，讓國際投資者通過香港的交易和 

結算設施買賣內地市場的證券（北向交易） 

同樣地，中國內地投資者可通過內地的交易和結算設施買賣 

香港市場的證券（南向交易）

2018年5月起，滬港通和深港通的北向和南向交易每日額度 

分別增加至520億元人民幣和420億元人民幣，為之前的四倍

海外及中國內地
籌集資金及投資的

重要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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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互認安排

為基金業擴大中國內地及海外的分銷渠道

簡化基金認可程序

與中國內地、瑞士及法國訂立基金互認安排

CEPA

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貨物及服務貿易、 

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

向開拓中國內地市場的香港企業提供最優惠待遇



擔當中國內地與世界各地 

（包括「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橋樑：

滿足對人民幣結算、融資及基金管理的日增需求

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推動基建投資及融資

為基建項目公司提供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途徑

為基建投資提供投資、融資及風險管理服務

為有意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的跨國及內地企業提供 

稅務優惠及具競爭力的環境

作為國際及內地企業的首選金融平台，通過本港的資本市場為 

該等企業的綠色項目安排融資，包括發行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產品

滬港通和深港通

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中國內地引進/作出直接投資的重要管道

香港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

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

香港在中國經濟開放和發展中擔當重要角色

「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投資 

及大灣區建設促使資金流動愈加便捷， 

釋放龐大市場潛力

（2016 年佔 61%，金額達 810 億美元）

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

（2016 年佔 28%，金額達 33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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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共有四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大學府

保險和資產及財富管理培訓先導計劃， 

包括提供培訓津貼、實習計劃和宣傳

培育和吸引人才

大量精通英語和中文的多元文化金融專才， 

了解中國內地和海外客戶需要

How
are

you?
您好嗎？

你好嗎？

 

人才
匯聚

53



金融科技及其他行業實習計劃

成立金融學院，以培育領袖人才及 

促進跨界別協作和應用研究

歡迎並便利人才來港

人才清單涵蓋資產管理、海運保險、 

精算學和金融科技專才等

優才、專業人士及企業家入境計劃

優才、專業人士及企業家入境計劃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香港人才清單

《創新香港》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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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積金局）

投資推廣署

相關網頁連結

本冊子pdf版的連結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

金融發展局小冊子 — 
香港金融服務業概覽

本冊子的連結

亞洲金融論壇 
（每年於香港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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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8年10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
具領先地位的
國際金融中心

連繫
中國與世界各地

金融服務支持
經濟持續增長及創新

金融領導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