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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15 日宣布，国
家准备今年在香港和内地试行“债券通”，
允许境外资金经香港购买内地债券。李克
强说，支持香港发展，中央政府会不断地加
大力度，继续出台许多有利于香港发展、有
利于内地和香港合作的举措。

香港 《文汇报》 社论称，“债券通”
是继 2014 年“沪港通”、2016 年“深港
通”之后，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再度

“加码”。中央在资本市场开放上的诸多举
措，都率先在香港实施，不仅因为香港本
身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可
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还体现了
国家对香港的坚定支持，对港人关爱有
加。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本身就是中央
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最实在的行动。

利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克强说，去年国家出台了“深港
通”，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开放债券市场，
这是国家的需要，香港也有平台。香港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有利于维护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利于香港居民有更多
的投资渠道从而受惠，有利于香港的长期
繁荣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官方微博消息
称，根据国家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总体工
作部署，正在与香港特区有关方面研究试
行“债券通”，推动优化两地债券市场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进一步便
利投资者参与债券市场。“债券通”的具
体方案及相关工作进展，将适时公布。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
易所） 15日表示，香港交易所正全面准备
内地与香港两地“债券通”。香港交易所
发布公告称，“债券通”将令内地资本市
场发展迎来又一大突破，也将进一步巩固
香港作为连通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门户的

优势地位。香港交易所将在两地监管当局
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债券通”的准备工
作，并在未来适当时候由相关各方公布更
多细节。

增加香港债券市场流动性

继香港与内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
后，两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将于今年
内启动。业界认为，“债券通”将吸引海
外资金通过香港投资内地债市，而内地资
金也可通过香港买卖境外债券，这将进一
步开放内地资本市场，同时增加香港债券
市场的流动性。

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岳毅说，
“债券通”将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提供更多途径和便利，同时也将进一
步带动内地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在
内地经济稳健的背景下，内地债券市场投
资价值日益彰显，目前余额达 63.7万亿元
人民币，居全球第三。近年来，内地债市
不断对外开放，人民币“入篮”也推动了
境外投资者增持人民币债券的需求，境外
机构持有内地债券的余额和比重显著提
升，已成为境内债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文汇报》 题为 《“债券通”体现中
央关爱重视 巩固香港优势》 的社评称，
在人民币加入SDR （特别提款权） 后，进
一步推动了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的需
求。香港能够在这方面早占先机，担当海
外资金配置内地资产、内地资金配置海外
资产的双向门户，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
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弥补香港“股强债弱”短板

香港 《大公报》 发表题为 《“债券
通”可补香港金融短板》 的评论称，“债
券通”体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进一
步深化，促进两地资本市场一体化，这不
仅可壮大香港债券市场，还有助内地债市
与国际接轨。

评论称，“债券通”除了能弥补香港
“股强债弱”的短板外，还可进一步激活
香港债券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并推动香
港发展人民币资产管理业务，从而巩固香
港金融地位。而人民币去年跻身国际储备
货币之列，人民币资产需求增加，三大国
际指数机构迟早将内地债市纳入全球债券
指数内，估计初期有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内地债市，“债券通可谓是‘生得逢时’。”
香港《经济日报》在题为《“债券通”新

考验 港过关商机无限》的社评中称，“债券
通”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
契机。对香港而言，债券市场近年虽有较快
发展，但与股市和银行业相比仍有距离。若
能将在全球排第 3 位、高约 64 万亿元人民
币的内地债市变相引入香港，并由此发展
相关专业服务与产业，可望弥补香港金融
市场不足，长远提升香港地区财富管理中
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与地位。

助香港搭乘国家发展快车

《经济日报》 发文称，“债券通”也有
利内地的金融改革，内地可通过香港摸索
与累积重要的经验，继而将之复制至其他
境外地区，令内地金融各个环节能在风险
可控下，逐步走进国际市场、贴近国际水
平。

文章称，未来“债券通”开通并发展
后，香港有可能要承受政策与市场冲击，
考验其实不少，但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
已证实有此能耐，且香港越能扮演好防火
墙角色，对国家发展越有价值，也越能赢
取国际与内地相关业务、资金与人才汇聚
香港，促进香港发展为全面的世界级资产
管理中心。

《香港商报》 发表时评称，香港应
“搭上国家快车，驰骋世界经济舞台”。在
全球经济不稳定、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推
行“债券通”，体现了国家对巩固香港国
际金融中心和主要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的
支持，也有利于香港居民有更多的投资管
道，从而受惠。

评论认为，港人应把握机遇，及时搭
乘国家经济发展这列快车，进而获得更大
的空间，以保持自身经济持续增长，造福
市民，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令香港
经济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内地资本市场互通再加码

“债券通”为两地金融注入活水
本报记者 张 盼

民进党 3年前发起的“两岸协议监督
条例”，3 月 22 日又一次在台“立法院”
审议，却遭民进党亲手杯葛搁置。民进党

“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事后表示，这
一条例“不是台湾最急迫的法案”，无需
对大陆“热脸贴冷屁股”。

搬石砸脚

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民进党开始推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号称要以此监督两
岸间签署的所有协议。民进党此举原是为
了打击国民党，后来却成了搬石砸脚。

民进党执政后，表示“当然要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既然如此，
则理论上民进党须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
条例”，才能给自己解套。所以民进党2016
年取得“立法院”多数席位后，将“两岸协议
监督条例”列入优先法案，以示重视。但蓝
绿阵营提出了众多条例版本，有的基于“两
国论”，有的以“一中”为前提，民进党如何
权衡取舍，就成了大难题。

条例具体内容该如何设计，更让民进
党伤脑筋。如果对两岸协议监督太严，就
等同于坐实民进党根本不想要两岸协议，
不在乎台湾经贸和民众权益；如果监督标

准太宽，则变成跟国民党没区别，当初又
何必多此一举？又如何跟绿营交代？

所以，这个条例审来审去，总是不了
了之。到了“立法院”2017年新会期，民
进党并未将之排入优先法案。遭到舆论质
疑后，柯建铭又出面表示，会“加列”到
优先法案中。然而，“加列”毫无意义，
在 22 日的审议中，民进党的真实意图就
图穷匕见了。

一拖再拖

22日的审议由国民党“立委”提案促
成。民进党一边表示“愿意面对”，一边
却在“台独”政党“时代力量”主张此案
应转交“联席委员会”共同审查时，趁势
附和并提案退回该案。大绿和小绿联手，
再次施展拖字诀。

国民党“立委”批评，民进党根本不
想通过监督条例，一连串的动作都只不过
是“打假球”而已。

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抨击，民进党
与“时代力量”满口仁义道德，完全是以
诈骗集团方式，拖延审查。国民党执政时
期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却被民进党扭
曲是“卖台亲中”；他建议国民党团集体

退出审查，让民进党团自己去处理。
国民党“立委”吴志扬说，“行政

院”应提出自己的监督条例版本，但现在
“行政院”却没有，是“躺着装死”。国民
党“立委”赖士葆说，民进党3年前喊口
号很大声，先完成监督条例“立法”，再
审查两岸相关签订协议。民进党现在执政
了，却是尽一切力量阻止监督条例立法。
两岸监督条例涉及两岸的定位问题，柯建
铭不敢面对。

自娱自乐

面对众人声讨，柯建铭这回终于沉不
住气，说出了真实想法。他说，现阶段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是台湾最急迫的
法案，“难道国台办呛我们的时候，还要
热脸去贴冷屁股吗？”

柯建铭的意思，是大陆对台强硬，才导
致监督条例不再是台湾所急需。这是民进
党的一贯策略，不提自己不认“九二共识”
片面改变两岸现状的事实，却恶人先告状，
把两岸交流中断的责任推给大陆。民进党
当初推监督条例，本就是为了钳制两岸交
流。民进党执政后一再口称两岸“要交流”，
只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装无辜而已。

只要民进党不回到“两岸同属一中”
的基本事实，不论是口称“善意”还是假
装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都毫无意
义，充其量只是自娱自乐的表演。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停审

民进党又打“假球”
本报记者 王 平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停审

民进党又打“假球”
本报记者 王 平

敦煌艺术展在淡江大学登场
本报台北3月22日电（记者王连伟、孙立极） 来

自大陆西北大漠的敦煌石窟艺术——2017“丝路拾珍
—敦煌文化艺术展”，今天开始走进台湾校园。首场展
出在位于新北市的淡江大学文锱艺术中心举行，主办
单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敦煌研究院、台湾沈春池文
教基金会以及东道主淡江大学和当地艺文界名宿出席
了开幕式。

敦煌石窟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上下数千年，涉
及宗教、美术、文化、社会、音乐、舞蹈、服饰等方
方面面，以其珍贵的文化图像数据库著称于世，是古
老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文化意象，与故宫、长城、兵马
俑齐名。本次敦煌文化艺术展以“丝路漫行”“庄严佛
宫”“敦煌万象”“沙漠瑰宝”等4个单元来介绍敦煌石
窟的文化艺术，精选了国宝级石窟壁画与塑像艺术展
出，并透过影片、模型、实物、操作台等丰富有趣的
观展及互动模式，经典呈现千年敦煌的美术工艺、宗
教文化及东西文化与民族风情。

据介绍，除淡江大学展览外，敦煌文化艺术展还
将在宜兰佛光大学城区部和高雄正修科技大学持续展
出至 6 月 14 日。主办单位同时还邀请了敦煌研究院赵
声良和罗华庆两位副院长及敦煌研究所所长苏伯民等3
位敦煌专家学者，分别在3个展场进行专题讲座。该展
览必将为各大学师生带来一次特别的文化飨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第五届巴塞尔艺术展香港
展会贵宾预展近日亮相香港国
际会展中心。此次艺术展共有
242间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
艺廊参展。作品囊括个展、主
题式群展、艺术装置等，带给
艺术收藏者和爱好者极大的视
觉享受。

图为参观者在欣赏艺术家
蔡国强的画作《游走太鲁阁》。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巴塞尔艺术展
香港亮相

3 月 21 日，第 11 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礼在香港文
化中心举行。图为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范冰冰及最佳电
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导演冯小刚在新闻发布会上。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亚洲电影大奖在香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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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3月22日电 （记
者苏宁） 日前，澳门社会各界
纷纷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对港
澳工作的论述发表意见，为大
湾区建设建言献策，为区域整
合发展把脉。今年 《政府工作
报告》 中，李克强总理首次从
国家发展层面提出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新华澳报》发表署名文章
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新
创举。在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
背景下，它将会成为“泛珠三角
经济新引擎”，并担当“一带一
路”国际运营中心的角色。

澳门中华总商会策略研究
委员会主任、全国青联副主席
马志毅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指
出 ， 澳 门 要 抓 住 这 次 发 展 机
遇，除了继续为区域融合提供
休闲式服务，更要发挥“精准
联系人”角色，集中精力利用
澳门独有的优势，对准利基市
场做好内地与葡语国家的供求
对接。比如葡语系国家巴西对
网络视频的需求方兴未艾，全
球最大的网络视频点播商网都
将其视为海外第一大市场。澳
门可以帮助内地众多的网络视
频企业将内地优秀剧集、纪录片翻译成葡语，开拓
葡语国家市场，推广中国文化。同样，澳门拥有中
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
药合作中心，两者对中医药现代化以及开拓“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中医药市场有着战略意义。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刘雅煌建议内地联手港澳，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旅游试验区，放宽进入试验
区的国际游客旅游签证及区内会展工作人员签证政
策；并借助香港和深圳的邮轮母港，开发海上丝绸
之路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优化旅游产品个性化和
定制化发展，鼓励世界各地游客到访试验区。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表示，区域经济合
作是大势所趋，大湾区建设关系资源共享，涉及生
产链分工及定位。澳门过去在粤澳合作框架内已打
下良好基础，未来参与大湾区建设需要认清自身发
展优势，清晰各自定位，产生协同效应。

当地媒体 《澳门日报》 发表题为“融入大湾区
先用好优势”的评论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
结合澳门管理的 85平方公里水域，有可能打破澳门
目前经济的固化格局，但必须从有远见的规划和基
础奠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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