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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习近平
主席亲临香江，充分体现了对香港的重视和关
爱。习主席说：‘我一直关注着香港，挂念着香
港，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始终同香港同胞在
一起。’温暖的话语，让无数香港人备受鼓舞、倍
感振奋。这 5 年，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
正是在习主席的关注和关心下，在国家的支持和
帮助下，香港才能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港区全
国人大代表颜宝铃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改革开放改写了我的命运”

回顾自己在港打拼的40多年，颜宝铃感慨
万千：“从抢抓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到紧
跟‘一带一路’倡议的步伐，我见证了香港在
祖国的全力支持下长期保持繁荣稳定，‘一国两
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20世纪50年代末，颜宝铃出生于福建省德
化县。1980年初，她跟随父母来到香港。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敏锐的
颜宝铃看准时机，开始做起进出口贸易。“当时
所有产品中，帽子的广告效益最好，所以我专
心做起了帽子生意。”回忆起人生的“第一桶
金”，颜宝铃感慨不已，“改革开放改写了我的
命运，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创业梦在
香港乘势启航。”

凭着干练的行事风格和周到的客户服务，
颜宝铃的生意不断发展壮大。1992年，踌躇满
志的颜宝铃迎来事业发展的春天：她在深圳投
资2000万港元建工厂，先做电脑刺绣，后改为
制帽厂，短短几年间工厂业务量呈几何级增长。

“我决定紧跟国家的发展步伐”

颜宝铃当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后，到北京
参加人大会议。“了解了‘一带一路’伟大倡
议，我决定紧跟国家的发展步伐。”经客户介
绍，颜宝铃将工厂的主要生产线迁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孟加拉国。

“当时，我们去的孟加拉国的村庄不通水
电，连像样的路也没有。”颜宝铃说。打井、修
路、发电……在当地合作伙伴协助下，基建项目
在短短18个月内完工，“工厂就这样建起来了！”

一边培养当地技术人才，一边推行信息化
管理改革，目前颜宝铃在孟加拉国的工厂已全
部实现无纸化作业，曾经贫穷落后的村庄亦面
貌一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资
源，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积累
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较高的研发水平以及开放
的市场环境。‘一带一路’建设真正做到了互利
共赢，有利于沿线国家解决人口就业、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
颜宝铃说。

经过多年不懈奋斗，颜宝铃在孟加拉国的
工厂已拥有数千名工人，工厂所在地也由一个
小村庄发展成为繁华市镇。

“一定要回馈社会”

一路走来，颜宝铃不仅带领企业快速发
展，更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先后在香港仁爱
堂、香港保良局两大慈善机构担任负责人逾14

年。自2000年起，她已累计向香港仁爱堂、香
港保良局捐赠超过3000万港元，以支持教育等
慈善事业。

“自小父亲便教导我：若将来事业有成，一
定要回馈社会。”颜宝铃说，父亲的教诲时刻回
荡在耳畔，从不敢忘。1992年起，颜宝铃开始
在家乡福建捐建医院、学校、图书馆、青少年
中心。身为中国侨联常委，她还在广西、江
西、湖南、湖北等地捐建“侨心工程学校”。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时任香港保良局
主席的颜宝铃第一时间召集社会各界为灾区解
囊捐款。香港保良局除用 480 万港元救灾外，
更额外拿出2000万港元成立“中国天灾孤儿基
金”，展开为期18年的赈济计划。

在颜宝铃的慈善事业中，教育是她最看重
的部分。“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她说，推动香港
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任重道远，“社会各界要积
极作为，让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基础教育始终，不
断增强年轻一代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十四五’规
划，都为香港开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颜宝铃
信心满满，“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香港同胞
定将再创辉煌，续写狮子山下新篇章！”

心 系 家 国 不 断 奋 进
——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

本报记者 陈 然 金 晨

扩大内地金融市场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5 月末，进入银行间市场的境外机构有 1038 家，
覆盖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
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机构
投资我国债券规模为 3.74 万亿元人民币，较债券通开通
前增加了 2.81 万亿元人民币。随着境外投资者持债规模
扩大、交易活跃度上升，其利用衍生品管理利率风险的
需求持续增加。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认为，“互换通”
借鉴了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成熟经验和整体框架，对接
境外衍生品市场最新发展趋势，以电子化交易、中央对
手方清算为核心优化了现有流程，提高了交易清算效率。

“‘互换通’以人民币利率互换为试点产品，通过两
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连接，使境内外投资者能够在不改
变交易习惯、有效遵从两地相关市场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便捷地完成人民币利率互换的交易和集中清算。”中
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分析。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预测，如同“沪港
通”“深港通”和债券通改变了内地与香港股票和固定收
益市场的基因一样，“互换通”也将改变银行间衍生产品

市场的面貌。“‘互换通’将方便国际投资者管理内地相关
投资，推动内地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欧冠升说。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王有鑫对记者分析，利率互换业务是重要的利率风
险管理工具。其中，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可以有效
降低合约对手方风险，降低境内外结算参与人由于信息
不对称而引致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指出，有
效防范风险是金融衍生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
在推进“互换通”工作中坚持的核心原则。为保证交易
秩序和控制市场总体风险，“互换通”采用报价机构交易
模式，发挥报价机构稳定市场的作用；参考“沪港通”

“深港通”机制，初期实施总量管理，在满足投资者风险
管理需求的同时防范市场风险。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介绍说，香港一直是内地金
融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试验场”，在此推出了多项具突
破性的“先行先试”举措。2004 年推出个人人民币银行
业务；2007年首次发行点心债；2009年完成首宗人民币
跨境贸易结算；2011 年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计划；2014年推出“沪港通”，2017年推出债券通“北向
通”，2021年推出债券通“南向通”与粤港澳大湾区“跨
境理财通”……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不断

完善，为内地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和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能量。

余伟文表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一直
扮演独特且无可取代的角色。”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
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
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深化并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
市场互联互通。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互换通”有助
于推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共同发展，为投资者
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选项，提升两地衍生产品生态圈。
此外，“互换通”有利于建设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巩固香
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互换通’是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融合的又一个里程
碑，第一次在金融衍生工具领域引入互联互通安排，让
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交易品种更为全面。”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
币业务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同时贡献内地资本
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会同香港证监会、香港金管
局等部门共同制定制度办法，加强监管合作和信息共
享，指导相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做好规则、业务、技术

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加强市场沟通培育，引导市场成员
做好交易前准备工作，在6个月之后项目上线。初期先开
通“北向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投资者经
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清算、结算等
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参与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
市场。未来将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即境内投资者
经由两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安排，参与
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

鄂志寰分析，推出“互换通”后，境外机构的差异
化投资需求增加，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香港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互换通’和常备货币互换安排的启动实施，将进一
步提升两地金融市场的联通效率，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潘功胜表示，这两项政
策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地位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长期繁
荣、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灵桂表示，从债券
通到“互换通”，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渠道会越来越
多，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相信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只会加强，不会削弱，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上图：香港中环高楼林立，坐落着来自中外的各大
金融机构。 本报记者 程 龙摄

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又一个里程碑——

香港与内地“互换通”将上线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邱海峰

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简称香

港金管局）发布联合公告，开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简称“互换通”），促进内地与香港

金融衍生品市场共同发展。在内地专家和香港金融界看来，“互换通”是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这一金融新政的出炉，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共同发

展，有效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增强投资者信心。

香港瑞安同乡青
少 年 联 会 “ 寻 根 之
旅”研学夏令营近日
在 浙 江 省 瑞 安 市 举
行。研学活动中，港
籍青少年近距离接触
木活字印刷，参与制
作南山索面、竹筒饭
等，感受家乡“非遗
文 化 ” 和 风 土 人 情 。
活动由瑞安市委统战
部主办。

图为港籍青少年
在瑞安市平阳坑镇体
验制作南山索面。

王鹏洲摄

港青在浙开展

“寻根之旅”

据新华社海口电 （记者严钰
景） 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7月4日举
行的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海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等11个部门
联合制定出台 《关于支持台湾同胞
台资企业在海南省农业林业领域发
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 15 条
惠台措施”），以深化琼台农业交流
合作，进一步与台湾同胞分享海南
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

据介绍，海南新出台的农林15条
惠台措施，针对在琼台胞台企在农业林
业领域发展涉及的农地林地使用、融资
便利和资金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
开拓内销市场等多方面给予支持。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1000万元人
民币“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专项为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成员融资提供担保
和风险补偿，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可
申请最高额度为 250 万元人民币的

贷款融资；鼓励台胞台资企业参与海
南林草种苗种质资源库、采种基地等
项目建设，同等享受良种补贴政策；
为台资企业享受海南自贸港自用生
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提供便利等。

海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皇甫艳
丽表示，农林15条惠台措施具有三
大特点：一是立足解决台胞台企实
际困难；二是深入落实“同等化待
遇”；三是分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机
遇。15条措施对促进琼台农业交流
合作将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目前在海南投资农业
的台资企业总计 315 家，其中水
果、花卉、茶叶种植 242 家，水产品
养殖42家，农产品加工15家，休闲农
业、电商农业和其他涉农类企业 16
家，实际投入资金3.2亿美元；今年1
月至 5 月琼台两地货物进出口总额
10.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92%。

海南出台农林领域惠台措施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以“笺同墨”为主题的第十届“同
名村·心连心”联谊主场活动 7 月 3
日在厦门举办。来自两岸的专家学
者、家书作者代表等聚首厦门，通
过诵读、情景演绎和视频采访等方
式，演绎两岸家书。

福建是台湾同胞最主要的祖籍
地，闽台两地同胞间的家书往来，
留下了许多故事和回忆。本次主场
活动分为“家书抵万金”“皎皎明月
心”“依依桑梓情”三个篇章，两岸
宗亲代表、非遗传承人以具有代表
性的两岸家书，展现两岸一家亲的
亲情乡情。

活动现场，研究闽台文化的专
家学者、两岸家书持有者代表，畅
谈家书背后的感人故事；还举办了

“迁台记忆”档案文献捐赠仪式、发
起征集两岸家书倡议。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在致辞
中表示，两岸一家亲、家书抵万金。
一封封跨越海峡的家书，是现代乡愁
的象征，是一笔笔不可复制的精神遗
产。“能展示、研讨、挖掘、保护承载迁
台记忆的两岸家书，增进两岸同胞的
亲情乡谊，共同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
与合作，我感到十分高兴，更感到肩
上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据介绍，第十届“同名村·心连
心”联谊活动于7月2日开始，在厦
门市和漳州市举办，持续至 5 日。
本次活动还将组织参访两岸同名同
宗村漳州市长泰区山重村，实地了
解两岸同名同宗村的历史渊源和宗
亲交流情况。

第十届“同名村·心连心”联谊主场活动在厦门举办

第十届济南·基隆邻里节活动近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与台湾基隆市
七堵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成功举办。此次活动以黄河文化为纽带，搭建起
两岸文化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济南、基隆邻里的互相了解。

图为活动中两岸书法家、画家现场创作并“云”互赠书画作品。
宋 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