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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开通 6 年多来，不断刷新车流量客流量纪录，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人员和货物往来的“大动脉”，有力促进大湾区互联互通和高质量发展。

左图：自澳门远眺港珠澳大桥。 袁新宇摄（影像中国）

上图：港珠澳大桥桥头。 王相国摄（新华社发）

香港中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知名

金 融 机 构 云 集 ，一 派 繁 华 景 象 。 在 英 国

Z/Ye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联合发布的第三十六期“全球金融中心指

数”报告中，香港的总排名为全球第三位，居

亚太区之首。其中，在投资管理方面的排名

跃升为全球第一位，金融科技水平排名上升

5位至第九，跻身十大金融科技中心之列。

近年来，香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

点，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积极培育金融发展

新动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

固提升。

资产及财富管理业韧性足

进入 10 月，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

时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东

的工作愈发忙碌，既要管理投资，又要谈合

作项目，还忙着营销新的基金产品。

因看好香港发展前景，8 年前，陈东创

办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香港资金进出

自由、人才汇聚、税制简单且税率低，与内

地市场互联互通，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陈东说。

香港证监会 7 月发布的《2023 年资产及

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3 年底，香港

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1% 至约 31.2 万亿

港 元 ；净 资 金 流 入 急 升 342% 至 3890 亿 港

元。“数据显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具

有持续优势，市场广度和深度正在提升，在

应对挑战和宏观压力方面展现出韧性。”香

港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蔡凤仪说。

“我们公司今年的资产管理规模增大，

客户增长明显。”陈东说，香港特区政府近

年来锐意推动的政策创新，是香港资产及

财富管理业发展成绩亮眼的关键，增长较

快的细分领域，如获注册的开放式基金型

公司同比增加超过 1 倍，都与一系列改革创

新举措有关。

“建设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是巩固提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分析员李宇嘉表

示，香港金融业过去以融资业务见长，现在

向综合功能更全面的发展方向不断升级，

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以香港为枢

纽展业兴业，为香港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惠港措施陆续

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向纵深推

进，加上我们自身的努力，包括推出吸引家

族办公室落户香港的税务措施等举措，相

信这个良好势头将会持续，香港资产及财

富管理业必能处于全球领先位置。”香港特

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金融科技蓬勃发展

不 用 预 约 、不 用 去 网 点 、不 用 排 队 等

待，只需下载 APP，最快 5 分钟即可开设一

个 银 行 账 户 。 近 年 来 ，一 种 名 为“ 数 字 银

行”（原称“虚拟银行”）的新型金融机构在

香港流行起来。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

自 2019 年向 8 家数字银行颁发牌照以来，香

港数字银行已有 220 万存款客户，客户总数

占零售银行整体市场的比例增至 8.8%。

走进汇立集团位于北角的办公区，从

装修风格到家具陈设，时尚活泼的气息扑

面而来。这家创立于 2013 年的金融科技公

司从贷款平台做起，经过 10 多年时间，已成

长为拥有 2 家数字银行、雇用超过 1100 名员

工的独角兽企业。旗下数字银行及其他线

上消费金融服务平台拥有注册用户超 6500
万，企业客户超 700 家。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风险管理系统、

隐私计算专利和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为

消费者提供全新的金融服务。”汇立集团创

始人及集团 CEO 龙沛智介绍，相较于传统

银行，数字银行省去了租金、人力等营运成

本，能为用户提供更便利、门槛更低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技术，能将信贷资源投放给更多有融资需

求的客户。

“比如，传统银行放贷，一定要通过面

谈来分析客户的信用水平，而我们通过大

数 据 分 析 ，能 够 得 出 比 面 谈 更 可 靠 的 结

论。”龙沛智说。

数字银行的出现，在香港金融业产生

了“鲇鱼效应”。香港金融管理局今年 8 月

发布的《虚拟银行检讨报告》显示，数字银

行发展对促进香港银行业的良性竞争产生

正面影响，推动传统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

步伐。到 2023 年 12 月底，提供远程开户服

务的传统银行数量迅速增至 18 家。

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已

在香港初步形成。据统计，香港约有 1000
家金融科技企业，业务涵盖移动支付、跨境

理财、人工智能金融服务顾问、财富及投资

管理等各个范畴。今年 10 月，香港特区行

政 长 官 李 家 超 在 2024 年 施 政 报 告 中 提 出

“构建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圈”的目标，将继

续 推 动 央 行 数 码 货 币 、移 动 支 付 、虚 拟 银

行、虚拟保险及虚拟资产交易等创新金融

服务。

“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丰富香港金融

市场的产品供给，为未来香港金融业提供

新的增长点。”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仲尼

表示，金融科技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

的重要领域，香港应充分发挥“一国两制”

制度优势，在金融科技特别是数码货币方

面大胆创新、先行先试，也为国家数码货币

发展积累经验。

人民币业务进一步丰富

10 月 16 日，香港金融管理局礼堂内，来

自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家机构代表济济一

堂，参与海南省政府举行的离岸人民币地

方政府债券路演。这是海南自 2022 年以来

第三次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 年共计

发行 130 亿元人民币。此次发行过程中，峰

值订单规模一度高达发行规模的 12 倍，创

下历史新高。

“海南省政府连续在港发债，体现了中

央对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支

持，丰富了香港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有

助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特区

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濂说。

随着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被更广泛地

使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进

一 步 提 升 。 来 自 环 球 银 行 金 融 电 信 协 会

（SWIFT）的数据显示，2024 年 8 月，人民币

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 4.69%，人民币连续 10
个月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人民币在

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 5.95%，是全球第

二位贸易融资货币。

“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职能不断

强化，给香港带来了新的业务机遇。”中银

香港人民币业务执行总监杨杰文表示，近

年来，香港人民币资金池规模稳步增长，在

全球离岸市场人民币支付中的占比不断提

高，离岸人民币贷款和债券业务蓬勃发展，

香 港 的 离 岸 人 民 币 业 务 枢 纽 地 位 更 加 巩

固。根据 SWIFT2024 年 6 月数据，离岸市

场 83% 的人民币支付通过香港进行，比例创

新高。

2024 年 9 月，驻港中资券商天风国际证

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国际”）与

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签订合作备忘录，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愿景，达成一系列业务合作意向。在中资

离岸人民币债券主承销业务数量上，天风

国际位居香港市场前列。作为公司行政总

裁，邹传坚定看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给

香港的机遇。

“过去主要是内地机构在港发行人民

币债券，现在来自中亚、东南亚的政府和企

业也开始来港发债了。”邹传表示，随着离

岸人民币市场更趋活跃，境外投资者持有

人民币资产的意愿愈发增强，人民币资产

在离岸市场的流动性有了明显改善。

乘势而上，香港人民币业务进一步丰

富。今年年初以来，中央有关部门与香港

推出多项金融互联互通措施，支持香港人

民币业务发展。李家超在 2024 年施政报告

中提出，“丰富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出包括

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增加离岸人民

币流动性、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

产品等政策措施。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拓

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将更广阔。”邹传

说，背靠国家的支持和“一国两制”的独特

优势，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大有可为，

将对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挥

重要作用。

香港积极培育金融发展新动能香港积极培育金融发展新动能——

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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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福建考

察时强调，“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建设

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两 岸 一 家 亲 ，闽 台 亲 上 亲 。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一水相连，

是大部分台湾同胞祖籍地所在，

距离台湾岛最近处只有 68 海里，

在对台工作全局中具有独特地位

和作用。一直以来，闽台地缘相

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

连、法缘相循，渊源关系独特，仅

同名同宗村就有 280 对，见证着

两岸的血脉同源、文化同根。

亲望亲好，“我们始终尊重、

关爱、造福台湾同胞”写入了党的

二十大报告。祖国大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像为

大 陆 百 姓 服 务 那 样 造 福 台 湾 同

胞，不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

政策。

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福建

优势独特。如何做好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这篇大文章？

发挥优势，先行先试。去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份专

门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印发的文

件《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福建省很

快出台相关落实意见。畅通台胞

往来通道，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支

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扩

大社会人文交流合作……一系列

政策举措，明确要充分发挥福建

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

善用各方资源，深化融合发展 。

这是赋予福建的重大政治责任、

重大历史使命，更是福建的重大

发展机遇。

一年多来，福建先后出台三批政策措施。如今，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已形成一批先行先试经验，取得一

批首创性对台融合发展成果。

——经济融合更实：福建开通运营 4 条“小三通”航

线运送旅客超 2539 万人次，向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超

3600 万吨，累计研制发布 226 项两岸共通标准……

——社会融合更广：福州面向台胞提供 1050 套公租

房，3700 多台胞在福州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福建各类台

青就业创业基地逾 80 家……

——情感融合更深：累计 34 万台胞线下参与海峡论

坛，累计 3.6 万名两岸青年登台亮相海峡青年节，每年

200 多场大型涉台交流活动轮番上演……

促融合、探新路，福建不断迈出新步伐，进一步擦亮

“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的金字招牌。在厦门，金门

乡亲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文化、体育、住

房保障，基本实现与该市居民同等待遇；在福州，市里推

出“福马同城通”卡，马祖乡亲持卡可享受住房、医疗、教

育、交通等优惠，台胞可同等参与养老、医保等“五险一

金”保障；在平潭，对台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集成了

首批 52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随时办”“掌上办”……如

今，福建已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活跃、两岸同胞情感最温

馨、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重

要途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根本目的是要增进两岸同

胞的亲情和福祉，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

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既是大义，更具大利。福建持

续落实落细“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系列政策举

措，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大有可为、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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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

近日，电影《只此青绿》在澳门各影院上映，为澳门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盛世莲开绣华章——庆祝澳门回归 25
周年苏绣艺术展”在澳门揭幕，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中国传统

工艺的匠心与美学……越来越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活

动落地澳门，让澳门观众感受到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也

为澳门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

基地”提供了有力支持，配合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

定位，使澳门成为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澳门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

地，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中建立了广泛的对外联系网络，具有

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独特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支持澳门发挥东西方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共存的

特色，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近年来，通过影视作

品、艺术展览等多元形式，澳门正搭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桥梁，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特别是在《只此

青绿》这样的作品中，通过现代影像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世

界观众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美学价值，不

仅有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也为澳门自身

的文化形象增添了新的维度。

面向未来，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澳门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作为新晋“东亚文化之都”，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多

中华文化品牌活动为依托，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进一步

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澳门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

将发挥更大作用。

发挥独特优势

搭起文化桥梁
孙天霖孙天霖

重走滇缅路，再叙华侨情。为传承弘扬

“嘉庚精神”，日前，由中国侨联主办、云南省

侨联承办的“追梦中华·重走滇缅路”2024 海

外华文媒体采访行活动走进云南。在历时

一 周 的 行 程 里 ，来 自 马 来 西 亚、德 国、俄 罗

斯、澳大利亚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 家海外

华文媒体记者赴云南昆明、保山、德宏等地，

寻访南侨机工的动人故事，见证云岭大地的

经济社会新发展、新成就。

“南侨机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爱国情怀、不畏山高路远的乐观

精神以及自立自强的品格被海内外中华儿

女铭记。”在云南省昆明市侨光小学，一场别

开生面的微课堂精彩开讲。云南师范大学华

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夏玉清通过一封封家书，

讲述南侨机工投身抗战的烽火岁月。微课堂

开始前，侨光小学的孩子们表演了以南侨机

工为原型改编的《老爷爷的大卡车》节目，声

情并茂再现了南侨机工们深怀爱国情、坚守

报国志的感人故事。

1939 年，先后有 9 批共计约 3200 名南侨

机工响应陈嘉庚先生和南侨总会号召回国，

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滇

缅公路的运输和机械维修任务，为抗战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爱国华侨的精神依

旧催人奋进，历久弥新。

在龙陵松山抗战遗址，采访团一行向抗

战英烈敬献鲜花。在瞻仰松山战役纪念碑

前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时，一个穿梭于“娃

娃兵方阵”的小女孩吸引了尼日利亚西非统

一商报副社长王淑华的注意。“这个孩子正

在给塑像手里塞糖果，用质朴行动表达着对

英烈的敬仰之情。不光是这个孩子，我看到

塑像手里、腰间的搪瓷缸里都塞满了糖果，

脚下也摆满了祭品，抗战英烈的事迹深深震

撼着每一个人。”王淑华说。

走过惠通桥，踏上有着厚重历史的滇缅

公路，多次参与“海外华文媒体采访行”活动

的华盛顿中文电视台副台长袁艳说，在之前

的工作中，自己曾为那段特殊的战火岁月做

过 专 访 节 目、拍 过 影 视 作 品 。“这 次 来 到 云

南，瞻仰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瞻仰龙

陵松山抗战遗址，依旧被他们的爱国情怀所

震撼。”袁艳说。

“讲好南侨机工的英雄故事，传承好英

雄宝贵的精神，是对南侨机工最好的缅怀。”

新 加 坡 眼 智 库 主 席 孙 侠 说 ，通 过 重 走 滇 缅

路，自己对爱国华侨的精神品格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有助于把南侨机工的故事更好地讲

给世界听。

云南保山是国内重要的咖啡生产基地，

采访团一行品尝了保山小粒咖啡后，对其浓

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特点赞不绝

口，表示要为保山咖啡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

场出一份力。

生机勃勃的昆明斗南花市人声鼎沸，商

品琳琅的中缅边境瑞丽口岸游客如织，边境

村寨的“侨胞之家”便捷温暖……采访团成

员感叹，云南美丽的风光、丰富的民族文化

与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让人难忘，“有一种

叫云南的生活”令人期待神往。“我们听八旬

老者回忆过往，也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我

们在云南，不仅追寻历史，更看见未来。作为

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将发挥自身优势，将所

感所悟精准传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向世

界传播好中国故事。”袁艳说。

2024海外华文媒体采访行活动走进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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