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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國家和香港社會為己任，積極向政府和監管機構建言獻策，同時與香港及內地的一些著名大學、
智庫以及行業領軍企業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係並開展聯合研究。目前，研究院擁有一支近60人的研究
團隊，每年完成內外部各類研究報告近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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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年11月離岸人民幣匯率走

勢

2024年11月，離岸人民幣匯率在7.10至

7.26間雙向波動。月初，美國大選因素使美元

大幅上升，美元指數一直在105水準高位波動。

受於外部市場壓力，人民幣匯率亦因而出現

下行調整。隨著市場逐步消化美國大選消息，

加上零售銷售數據同比增長優於市場預期，

人民幣逐步穩定在7.19附近。

11月29日，離岸人民幣報7.2491，環比

下降1.8%；在岸人民幣收報7.242，環比下降

1.7%；當天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7.1877，環比下降0.9%。

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方面，11月29日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CNH Hibor)顯示，隔夜利率為

1.11818%；一週期HIBOR為2.36%；一個月

HIBOR 為 3.28818% ； 三 個 月 HIBOR 為

3.33606%。

二、人民幣業務指標

按金管局公佈資料，香港人民幣存款餘

額於2024年10月底為9,578.2億元，環比下降

5.8%，同比下降2.7%。10月底香港人民幣貸

款餘額為6,505.5億元，環比上升0.2%，同比

上升64.3%，再次創下歷史新高。2024年10

月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額為12,180億元，環

比下降3.9%，同比上升24.5%。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HKICL）

資料顯示，人民幣RTGS清算額於2024年10月

份為40.3萬億元，環比下降22.7%。另據

SWIFT發布的資料顯示，人民幣全球支付佔比

10月份為2.93%，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

排在美元 (47.04%)、歐元 (22.90%)、英鎊

(7.31%)、日元(3.91%)之後。

債券通運行報告顯示，2024年10月，債

券通北向通成交量為6,756億元人民幣，月度

日均成交356億元人民幣。政策性金融債是最

活躍的債券類型，約佔月度總交易量的46%。

第三屆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於
香港舉行

人行指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2024年11月，離岸人民幣匯率在7.10至7.26間雙向波動。人民銀行指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

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10月底香港人民幣貸款餘額為6,505.5億元，再次創下歷史新高。第

三屆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於香港舉行，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致辭時向香港提出的三點建議—

—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創新、進一步拓展金融開放合作及進一步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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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間債券市場上，人行資料顯示，截

至2024年10月末，境外機構在中國債券市場

的託管餘額為4.29萬億元，佔中國債券市場託

管餘額的比重為2.5%。其中，境外機構在銀

行間債券市場的託管餘額為4.25萬億元。分券

種看，境外機構持有國債2.1萬億元、佔比

49.4%，同業存單1.06萬億元、佔比24.9%，

政策性銀行債券0.92萬億元、佔比21.6%。10

月份，新增1家境外機構主體進入銀行間債券

市場。截至10月末，共有1153家境外機構主

體進入債券市場。其中，590家通過直接投資

入市，829家通過“債券通”入市，266家同

時通過以上兩個入市。

三、第三屆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於

香港舉行

參與峰會的機構涵蓋銀行、證券、資產

管理、主權財富基金、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

對沖基金和保險公司等各個金融界別，有逾

300位來自國際金融機構的領袖出席，當中有

100多位是主席或行政總裁。國務院副總理何

立峰發表開幕主題演講，國家金融監督管理

總局局長李雲澤，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吳清，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

管理局局長朱鶴新亦出席峰會並發言。

何立峰提到國家將支持更多的優質企業

到香港上市和發行債券，持續優化、拓展內

地與香港在股票、債券、理財、利率互換等

領域的互聯互通；將完善國債常態化的發行

機制，穩步提升國債在香港的發行規模；將

持續推動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合作，穩

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與香港相關規則和

工作機制的對接，為香港金融發展開闢更廣

闊的空間。

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創新，提升香港金融

競爭力。穩步擴大債券市場，積極發展保險

市場，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和服務。支

持香港打造更高水準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財富管理中心，加快發展綠色金融、科技金

融、數字金融等新業態。

二是進一步拓展金融開放合作，持續增

添香港金融發展活力。強調國際化是香港的

鮮明特色和顯著優勢，指出香港擁有高度自

由開放規範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普通法制

度與國際接軌。中央將支持香港繼續保持特

色、發揮優勢，同世界各地開展更廣泛、更

密切的交流，拓展國際金融合作，積極開拓

佈局新興市場，吸引更多國際資本、一流機

構和人才來港展業興業。

三是進一步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著力夯

實香港金融發展根基。指出香港是國家對外

開放的橋樑和紐帶，國家是香港金融發展的

根基和強大後盾所在。隨著國家高品質發展

扎實推進，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地

位作用將更加凸顯。支持香港進一步做優做

強「一帶一路」國際投融資平台。支持香港

牢牢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持續推進

金融等領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和重點工作

部署落地見效，不斷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品質和發展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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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指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負責人劉曄在會上表示，人民幣匯率一直廣受市場關注。人行的

基本判斷是，人民幣匯率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主要是受到一系列有利因素

的支撐：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平穩，外匯交易者更加成熟，交易行為更加理性，市場韌性顯

著增強，近期出臺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明顯改善市場預期，經濟回穩向好態勢進一步鞏固增

強，這是當前人民幣匯率基本保持穩定的根本支撐因素。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強化與中國的金融合作關係
據媒體報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近期推出了一系列關於綠色金融和資本市場的全新倡

議，旨在進一步深化與中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

在這一合作框架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正攜手探索與兩國銀行進行試

點項目的可能性，以期拓寬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券市場的管道。該試點項目將充分利用

中國現有的場外債券市場框架，為新加坡的參與銀行提供一個平台，使它們能夠為中國銀

行間債券市場的特定固定收益產品提供交易和託管服務。這一舉措無疑將極大地促進兩國

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為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更便捷的交易管道。

此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與中國證監會也正就擴大ETF（交易所交易基金）互通產品

的組合進行深入討論。此前，新加坡交易所（SGX）與中國證券指數公司已在今年1月成功

推出了新興亞洲科技指數，而雙方目前正積極商討推出第二項指數，以進一步豐富ETF互

通產品的種類和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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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是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重要區域，

發展相關業務條件較好，近年來各項業務指

標增長較快。香港一直與東南亞各國保持密

切的經貿往來及金融合作關係，可充分利用

離岸人民幣業務優勢，加大力度支持東南亞

人民幣市場建設，從而鞏固和提升香港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穩居跨境使用第一梯隊

東南亞是境外開展人民幣業務最早的地

區之一，近年來人民幣結算加快增長。根據

廣西金融學會編著的《2024年人民幣東盟國

際使用報告》，2023年中國──東盟人民幣跨

境收付金額合計5.9萬億元，按年增長20.2%，

穩居我國人民幣跨境使用第一梯隊。相比其

他境外地區，東南亞在使用人民幣方面有以

下特點：

1、跨境貿易領域使用人民幣較廣泛。早

於2009年人民幣國際化啟動之初，一些東南

亞商業銀行便可為客戶開立人民幣賬戶，提

供人民幣結算服務。隨着東盟與中國經貿關

係進一步密切，貿易項下人民幣結算成為東

南亞人民幣業務的一大特點及主要動力。

2023年東盟與中國之間貨物貿易人民幣跨境

收付金額首次超過2萬億，按年增長47.8%。

2、資本項目人民幣結算正在起步。

2023年東南亞證券投資項下人民幣跨境收付

金額合計2.66萬億，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

等國家的投資者參與人民幣債券買賣較多，

菲律賓政府、亞洲開發銀行及一些銀行、企

業在中國銀行間市場成功發行熊貓債。

3、區域發展不均衡有所改變。東南亞各

國人民幣市場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新加坡是

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之一。不過，其

他東南亞國家人民幣業務也在加速。2024年

前三個季度，新加坡之外9個東南亞國家人民

幣支付金額增長六成以上，在東盟人民幣支

付佔比大幅上升。

4、人民幣使用政策環境及基建條件良好。

東南亞各國政府都支持使用人民幣，目前，

東盟已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

老撾和柬埔寨6家清算行。截至2023年末，

19家東南亞金融機構作為直接參加行加入人

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另有93家成為

間接參加行。中國人民銀行（人行）與馬來

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和老撾等5家東南

亞央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定，協議互換金

額達8060億元人民幣。

推動東南亞人民幣市場發展香港
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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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扎實未來受惠4大因素

經過15年的發展，東南亞人民幣業務已

打下了扎實基礎，且發展步伐不斷加快，未

來發展將受惠於以下有利因素：

1、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關係不斷深化。

中國與東盟持續推進自貿區建設，為進一步

擴大人民幣結算創造了條件。根據中國商務

部統計，2023年中國與東盟進出口貿易金額

達9265億美元，比5年前（2018年）增長

56.7%，明顯快於中國貿易總額29.2%的增幅，

更快於中國與美國5.8%，以及中國與歐洲

14.9%的增幅。企業將更願意採取本幣結算，

減少通過美元兌換的匯兌成本，降低匯率風

險。

2、《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生效將進一步助推人民幣結算。

2020年11月RCEP正式啟動，除貨物貿易零

關稅、統一原產地規則、海關流程、檢驗檢

疫標準外，也推動區內金融業更高層次開放，

鼓勵金融創新發展，促進區內本幣結算合作，

將推動人民幣融資、投資、理財、風險管理，

並促進支付領域互聯互通及數字人民幣使用。

3、人民幣使用重點領域、重點項目眾

多。中資企業是人民幣國際使用最積極的參

與者和推動者，在東南亞參與的重點項目眾

多，包括鐵路、公路、港口、機場、能源及

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及工程承包，派出大量

勞務人員，建設境外產業園區建設等。中資

企業可注入人民幣資金，從中國進口設施、

原材料可採取人民幣結算、中國員工薪酬選

擇人民幣發放，此外，園區內也存在不少人

民幣支付場景。

4、雙邊本幣結算營造良好的人民幣使

用環境。中國大力支持東南亞開展本幣結算

探索，2021年人行與印尼央行正式推出雙邊

本幣結算LCS，進行人民幣與印尼盾直接報

價交易。人行還與老撾、柬埔寨央行簽署雙

邊本幣合作協定，與泰國央行簽署促進雙邊

本處交易合作框架的諒解備忘錄。中國協助

東南亞各國提升本幣結算功能，各國也支持

人民幣在當地使用，取得雙贏效果。

香港處於中國內地與東南亞地區經貿合

作重要境外連結點，在促進東南亞人民幣業

務發展中可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香港與東

南亞地區保持密切的經貿往來，加上香港離

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具有強大的輻射功能，可

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利用自身獨特優勢支持

東南亞人民幣業務發展：

區域樞紐循五方向支持發展

1、支持東南亞地區清算行發展，與香

港形成網絡效應。香港清算行在全球人民幣

清算網絡中舉足輕重，一直以來也積極支持

東南亞地區清算行的建設。面臨複雜多變的

國際形勢，人民幣清算安全是人民幣國際化

行穩致遠的關鍵，香港可利用人民幣清算優

勢，向東南亞地區提供充足的人民幣流動性，

並提供不同的清算產品、技術服務及人員支

持，推動東南亞人民幣市場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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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製香港成熟人民幣產品及服務。東

南亞企業使用人民幣貿易結算及貿易融資較

多，近年來人民幣貸款也有所增加，但其他

產品線不夠完整。香港金融機構可通過在東

南亞的分支機構或與當地金融機構合作，複

製香港成熟的人民幣產品，提升服務能力，

促進人民幣在東南亞市場的使用。

3、建設香港離岸人民幣與東南亞地區本

幣直接兌換平台。近年來，東南亞各國加大

力度推進各種形式的本幣結算模式，促進與

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和投資。香港是亞太區

主要離岸金融市場，資金自由進出，可引入

更多東南亞本幣直接兌換，並協助各國央行

管理本幣安全，提升本幣國際支付功能。

4、升級香港「一帶一路」投融資及風險

管理中心，向東盟注入更多人民幣元素。聚

焦「一帶一路」沿線重點企業、重點領域人

民幣結算，深入分析市場主體的真實需求及

特殊要求，結合香港投融資及風險管理的創

新能力，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幣融資、風險對

沖及資產配置等綜合服務方案。

5、打通東南亞支付互聯互通主要堵點，

推進與其他國家之間電子錢包跨境掃碼合作，

為居民跨境消費提供更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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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標

9

香港人民幣存款 (億元) 香港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億元)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

人民幣結算成交金額 (萬億元)

資料來源：香港銀行同業結算

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量 (百萬人民幣)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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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人民幣拆息定價 (%)

離岸及在岸人民幣國債收益率曲線
(%, 2024年11月29日)

資料來源：彭博

資料來源：彭博

離岸人民幣(CNH)及在岸人民幣(CNY)兌美元匯率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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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SWIFT 全球貨幣支付排行榜及佔有率

資料來源：SWIFT

2019年12月 2024年10月

42.22%USD#1

EUR 31.69%#2

GBP 6.96%#3

JPY#4 

2.93%

EUR 22.90%#2

GBP 7.31%#3

3.91%

#51.98%#5

#6 1.94%

USD#1 47.04%

2.73%#6

1.89%

#8 1.68%

3.46%

1.55%

#8 1.46%

#7#7

CAD

AUD

HKD

HKD

AUD

CNY

CAD

JPY

CNY

#4

東南亞國家主要貨幣匯率
11月底 10月底 9月底 8月底 7月底

USDVND 25346 25280 24568 24875 25248

USDPHP 58.627 58.305 56.22 56.236 58.526

USDIDR 15835 15693 15196 15532 16249

USDMYR 4.447 4.379 4.124 4.319 4.592

USDTHB 34.288 33.794 32.429 34.042 35.544

USDBND 1.3393 1.3198 1.285 1.3066 1.336

USDMMK 2101.14 2101.15 2101.09 2101.27 2101.27

USDLAK 21939.78 21946.25 22072.49 22092.47 221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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