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在變，但有些事其實一直沒變。

先問幾個問題：

1）香港GDP中佔比最重的是哪個行業？

2）以市值計，香港股市在全球排名多少？

3）以成交金額計，香港在全球外滙市場排第幾位？

4）香港在2020年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香港佔了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的比例是多少？

5）專上學生最想投身的，是哪個行業？

陳景祥BBS
亞聯政經顧問有限公司總裁

金融業是香港的不變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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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佔香港GDP 21.2%（ 2019年，以增加價值計），居四個主要行業之首。

截至2020年底，香港股市總市值6.1萬億美元，以市值計全球排名第五、亞洲排名第三；同年香港交易所
新股集資額達513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二。

按國際結算銀行三年一度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在2019年是全球第四大外滙市場，亞洲第二大，平均
每日成交金額達 6,321億美元（至2019年4月）。

據金融發展局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超過80%專上學生「很可能」或「可能」考慮投身金融科技
相關的職位。

據SWIFT的資料，2020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佔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 75%。



以上答案，只是反映香港金融業表現的其中幾項
指標，但已經很不簡單；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之後
建立了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成功改革了四大國有
商業銀行（香港在其中扮演了極重要角色），打造
了一個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金融市場，這些成就，
令很多人以為香港金融業角色將會逐步萎縮！

結果他們都看錯了，香港金融業不但沒有褪色，
反而不斷壯大，即使經歷了過去兩年中美磨擦
和本地社會動盪，香港在今年9月公布的GFCI（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排名中，仍然位居
第三，在紐約和倫敦之後，是亞洲第一；這個排名
次序，也是幾乎二十多年來沒變過！

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內提出，香港金融市場
會在五方面「加緊努力」，包括設立特殊目的收購
公司（SPAC）的上市制度；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
雙向流通管道和離岸人民幣產品和工具發展；
吸引家族辦公室落戶香港；支持港交所與廣州期
貨交易所就碳排放交易相關金融產品開展合作；
及推動跨境合作，研究建立利便粵港澳三地金融
機構及科技公司測試跨境金融科技應用項目。

上述建議非常及時、且回應了未來金融業發展的
趨勢，對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和領先地位至為重要。

有人說，香港太過依賴金融業，令經濟轉型困難；
事實卻是，香港在過去十年努力在創新科技上
突破，已經初見成績；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
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過去四年
投入了超過1,300億元，在提供用地、吸引人才、
鼓勵業界和學生投入創科等各個領域，都做了
大量工作。

可以說，香港發展創科內外條件俱備，一個完整
的創科生態圈正在成型；未來創科將會成為香港
的新經濟動力，推動本地第三次經濟轉型、實現
再工業化。

在經 濟 轉 型 過 程 中，金 融 業 仍 然 保 持 着 強 大
競 爭 力，是因為香港的基礎條件好，法治、監管
嚴謹、資金自由進出、專業人才質素高，令金融業
佔GDP比例仍然偏高，也令香港一直保持獨特
優勢；金融業得天獨厚的地位，其實為香港經濟
轉型提供了堅實基礎。

自2018年港交所推行上市改革以來，香港已成
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資中心；上市
熱潮背後的原因，是全球醫療健康及生物科技
行業急速發展、生物科技的技術創新層出不窮，
例如細胞療法、數碼醫療等技術，都是先進及有
突破性的醫療科技；由於發展前景璀燦，故此吸引
了全球資金大量投入。

此外，隨着追踪生物科技板塊發展的指數愈來
愈多，加上相關ETF、個別生物科技股的期貨及
期權產品持續增加，都提升了香港金融市場的
多元化程度。

香港能在短時間內就冒起成為全球生物科技融資
中心，再次顯示了香港金融市場的高效率和應變
能力；香港未來在創新科技上有其他板塊出現
時，相信本地金融市場同樣可以為它們提供融資
和各類專業服務。

金融業是香港不變的傳奇，將會繼續為香港的
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2

kcchan@asianet-sprg.com.hk www.sprg.asia  |  www.asianet-sprg.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