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日前接受本報訪問
時稱，內地資金在過去兩年加快 「走出
去」 ，加上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市場
非常蓬勃，相信香港往後會再度加強離
岸人民幣業務。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余偉文認為，香港作為連接內地
和國際的橋樑角色更加吃重，香港未來
除了要把握內地的機遇，更加要聚焦金
融科技和綠色金融兩大領域。

香港商報記者 鄺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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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青年團體參與慶回歸活動

向國際社會
講好香港故事

蔡若蓮：學好普通話裝備自己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數字貨幣宜先於
貿易融資落實

【香港商報訊】 「紫荊文化盃」首屆全港中小學
中國文化普通話比賽頒獎典禮昨日舉行。該活動獲
全港80間中小學校踴躍報名，通過以普通話誦讀中
華經典詩文篇章，冀增強香港青少年學習普通話的
興趣與能力，推動和激勵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文化的
認知與認同。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由紫荊文化集團主
辦，聯合出版集團及中華教育文化交流基金會協
辦，香港中華書局、香港管理學院及香港語言研究
中心承辦的 「紫荊文化盃」首屆全港中小學中國文
化普通話比賽於5至6月順利舉辦，活動獲列入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慶典民間慶祝活動之一，
亦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作為支持機構。

紫荊文化集團總經理文宏武，教育局副局長蔡若
蓮，立法會議員霍啟剛，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傅偉
中、副董事長兼總裁李濟平等出席頒獎活動。

越來越多港人願意講普通話
蔡若蓮致辭時表示，普通話是全國通用語言，同時

屬於全世界最多人用的語言之一，普通話科亦是香港
小學至初中的必修科目。年輕人須善用兩文三語的優
勢，特別是良好的普通話溝通能力，並深入了解中華

歷史文化及國家最新發展，好好裝備自己。
立法會議員霍啟剛指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近

年樂見越來越多香港人願意講普通話，也更願意接
觸內地文化。

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傅偉中表示，在香港喜迎回
歸祖國25周年之際， 「紫荊文化盃」比賽誦材皆選
用中華經典詩文篇章，充分體現弘揚中華文化，促
進香港發展的主旨，有助於激發香港中小學生學習
普通話的興趣，增強香港年輕一代對中華文化與中
國國情的了解與認知。

有助了解國情及升學就業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區懿華表示，良好的普通

話能力有助學生了解國情及升學就業，鼓勵學生趁早
培養普通話能力，多聽多說，為未來打好根基。

小五至小六組冠軍、保良局何壽南小學小六生郭愷
賢表示，參與比賽有助提升普通話能力，對於很久沒
有參加線下比賽的他而言，獲獎令他感到非常興奮。

中一中二組冠軍、聖保祿學校學生陸穎楠表示，
身為中國人有必要學習普通話，並認為參與比賽有
助提升溝通能力；而在學習朗誦文章的過程中，更
能加強自己文學賞析的能力。

研究央行數碼貨幣(CBDC)為金管局其中一項
重點工作，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將於今年下
半年，先於跨境貿易結算層面實行 「多種央行數
碼貨幣跨境網絡」(mBridge)；期望藉此減少進行
跨境貿易支付的時間，促進普惠金融之餘，甚至
可讓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傭，也因數碼貨幣的應用
而受惠。

余偉文舉例稱，不少香港的外籍家傭收到薪金
後，要將部分電匯至其家鄉，成本高昂；若
mBridge 可應用至外籍家傭匯款，對他們來說
「既快捷、又方便」。
余偉文續指，已邀請不同央行加入成為觀察者

(Observer)，期望mBridge日後可成為央行間的支
付網絡。至於數碼港元方面，余偉文期望於今年
下半年提出初步構思。

聯繫匯率制度已實施接近 40 年，近日有聲音
指，香港踏入回歸25年之際，應考慮是否作出改
變。對此，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強調，聯繫匯率是
香港的 「定海神針」，無意亦無需要作出改變，
但會一路檢視是否需要作出優化。

一路檢視是否優化聯匯
「香港在過去40年，什麼風雨都已經歷過，從

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至2009
年的金融海嘯，以及過去兩年的疫情，可見聯繫
匯率是香港的 『定海神針』。」余偉文表示，聯
繫匯率實行至今，即使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
港元仍在強方兌換保證，反映國際社會對香港金
融體系有信心。

他續指，即使香港經歷多重挑戰，但因得益於
「背靠祖國、面向國際」，香港在絕大部分的領

域仍存在優勢。
余偉文表示，香港既是國家一部分，又扣連在

國際金融體系，這可解釋為何 「股票通」(滬港通
和深港通)和 「債券通」交投暢旺，上述 「互聯互
通」機制為香港帶來很多機遇。

先居安思危 再講發展
對於有指港府應成立跨部門應變小組，應對可

能出現的金融制裁風險，余偉文回應指，金管局
一向講求 「先居安思危、再講發展」，故此多年
前已開始思考如何應對，強調這是金管局恒常的
工作日程，又指當前未見有任何特別風險和特別
情況，而須作出特別的安排。他又指，候任行政
長官李家超在金融方面的政綱，與金管局未來3至
5年的工作方向一致，金管局全力支持新一屆政府
施政。

回歸25年來，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來說，哪些
事最具挑戰？余偉文列舉了三件事：1997 年至
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
海嘯，以及2019年的修例風波，當中修例風波令
其最為深刻。

余偉文1991年加入金管局前身，即外匯基金管
理局，1993年見證金管局的成立。1998年，正值
亞洲金融風暴之際，余偉文任職前金管局總裁任志
剛的助理，見證入市擊退炒家以及盈富基金的成
立。余偉文說： 「當年任志剛向他說要入市 『打大
鱷』時，的確嚇了一跳。我當時心想，香港一直奉
行自由市場，為何金管局要入市干預？但當市場失
效、被操縱時，金管局有責任撥亂反正。」他坦
言，入市 「打大鱷」是個相當大膽的決定，但今天
回望是成功的，原因是促使市場重回正軌。

及至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余偉文於當
年 10 月接替陳德霖，成為金管局總裁。他坦
言，當時正值香港近代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間，
由於當時網上有人散播謠言，他在上任金管局總
裁之初，就要給予市場明確信息，確保市場不要
被謠言蒙騙。

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實施。余偉文坦
言，市場對此有很多誤解，故此當時召開了數百
場網上會議，直接面向國際投資者解釋。他強
調，一定要向國際社會主動 「講好香港故事」；
他近日前往瑞士巴塞爾出差，就是要向國際社會
傳遞信息，說明香港仍然充滿活力，機會處處。

聯匯制是香港「定海神針」

香港金融基建概況(單位：人民幣)

債券通日均成交金額

股票通日均成交金額

香港人民幣資金池

香港人民幣RTGS系統
(又稱人民幣結算所自動轉帳系統)

平均每日成交金額

點心債年度發行額

2017年： 「北向通」 開通，
約22億元

2014年：滬港通 「北向通」 開通，
約56億元

2016年：深港通 「北向通」 開通，
約16億元

2009年跨境人民幣結算起步，
約627億元

2007年開通，約3億元

2007年首年發行達100億元

2021年： 「北向通」
約260億元

2021年：滬港通 「北向通」
約552億元

2021年：深港通 「北向通」
約650億元

2022年4月，約8740億元

2022年首4個月達17382億元

2021年達1096億元

余偉文簡歷
1986年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同年加入成為

香港政府政務主任
1993年
倫敦大學法律學士，同時擔任香港金融管理

局高級經理，一年後擢升為金管局處長
1995年
倫敦大學金融經濟學碩士
1998年
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2001年
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
2007年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
2019年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余偉文強調，聯繫匯率是香港的 「定海神針」 ，
無意亦無需要作出改變，但會一路檢視是否需要作
出優化。 資料圖片

【香港商報訊】 「香港開新篇 青年創
未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青少年
系列活動啟動禮昨日在龍堡國際胡應湘
堂舉行，民政事務局署理局長陳積志、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
志華等主禮。系列活動目的在於激勵香
港青年團結一致向前看，共同開創美好
未來。

「香港開新篇 青年創未來」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青少年系列活動，由特區
政府民政事務局和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共同
發起。截至6月12日，香港各界120個青
年團體參與，共組織策劃了203項青少年
慶回歸活動。

系列活動具三大特點
系列活動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內容豐富多彩，

涵蓋文藝演出、兩地交流、實習培訓、創業就
業、創新科技、體育競技、論壇研討、歷史文化
體驗、步操表演、義工服務等十大領域。二是主
題鮮明突出，系列活動聚焦 「香港開新篇 青年創
未來」主題，全面展現國家、香港、青年的光明

前景，引導香港青年在回歸25年後再次為夢想出
發。三是回應青年關切，活動從青年視角出發，
圍繞青年關注點，力爭滿足青年方方面面的需
求，特別是注重採取青年喜歡的文藝演出、故事
分享會、快閃、競技體育等方式，吸引青年參
與，營造香港青年歡慶回歸的濃厚氛圍。

「香港開新篇 青年創未來」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青少
年系列活動啟動禮昨舉行。 記者 馮俊文攝

回歸25年來，得益於多項 「互聯互通」先後落實，
及人民幣業務陸續開啟，香港的金融業長足發展。據
金管局數據顯示，香港人民幣的資金池，由2009年跨
境貿易結算起步時約627億元人民幣，激增至今年4月
的8740億元人民幣。至於香港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
(俗稱：點心債)的年度發行額，則由2007年首年發行
時的100億元人民幣，增至去年的1096億元人民幣，
增長約10倍。(見表)

香港連結海內外橋樑角色更吃重
「『債券通』開通之初，我曾一度擔心沒有投資者使

用，但隨債券通 『南向通』、理財 『南向通』，和早
年的股票 『南向通』(滬港通 『南向通』和深港通 『南
向通』)先後落實，相信未來內地的資金，將會增加透
過 『互聯互通』機制 『走出去』，而這將會為香港帶來
很大發展機遇。」余偉文相信，未來人民幣將會繼續國
際化，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將會扮演更重要角色，期
望未來可提升人民幣在香港的流動性，供投資者更靈活
地在香港進行人民幣及港元之間的貨幣互換。

余偉文表示，就如何提升人民幣在香港流動性，金
管局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商討已接近完成，期望短期內
可對外公布相關政策。余偉文又期望，日後透過為股
票 「南向通」引入人民幣計價股票，可讓內地的人民
幣資金直接放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從而做到人
民幣和港元計價的股票在價格上趨同(Convergence)之
餘，更可為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提供自然需求(Nat-
ural Demand)，提高流動性。

加強與內地股票基建連結
至於點心債方面，余偉文表示，點心債業務一直在

正確軌道之上，雖然香港的外匯交易市場深厚，並且
已有不少外匯對沖工具，但若要投資內地債券，以及
國際投資者投資香港的點心債，則要設有更多對沖工
具，要慢慢去做，故此要與內地加強在基建上的連
結，尤其在股票基建的連結。他強調，與內地加強金
融基建絕無捷徑，相信路途漫長。

另一提高人民幣在香港流動性的方法，就是改革債
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系統)。余偉文表示，目前
國際投資者若要購買內地債券，要先透過CMU，再連
接內地的中央證券託管系統(CSD)方可成事；為方便發
行人管理流動性，金管局今年第三季將推出CMU網
站，供投資者更靈活地取得資訊，目前已與人民銀行
旗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以及中央國債登
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債登)取得聯繫，期望可
提升操作效率。

期望CMU 2025年完成系統交換
余偉文期望CMU可在2025年完成系統互換，屆時

將會提供24小時運作，透過 「債券通」帶來的機遇，
令CMU更具國際化，CMU用戶亦可更靈活地處理帳
戶和交收，協助香港更全面提供人民幣流動性。

展望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余偉文指，雖然人
民幣市場將會更見活躍，且人民幣國際化速度也會加
快，但須要在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和開放資本帳風險之
間取得平衡，相關風險 「一定要管」，若遇風險便應
放慢一點，確保風險可控，但只要總方向沒有改變便
可以。

余偉文表示，期望短期
內可對外公布提升人民幣
在港流動性的政策。

記者 蔡啟文攝

提升人幣在港流動性政策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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