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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關於「推動大灣區建設」的提案    

提 案 人：張華峰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建設國際金融樞紐，發揮香

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廣州、

深圳和香港三大金融重鎮，以及港交所和深交所兩大證券交易所，彙

聚全球眾多的銀行、保險、證券、風投基金等跨國金融機構，具有打

造金融核心圈的優勢。但同時，大灣區金融發展面對三地不同制度與

體制的障礙，未能形成一體化的金融區。世界一流灣區必然是世界級

的金融創新高地。為整合三地金融力量，建議進一步進行金融體制創

新，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創新區」，形成粵港澳金融創新發展優

勢，建設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視窗。 

 

一、 構建「大灣區金融創新區」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稅區，流通

三種貨幣，三地的金融管理體制差異極大。構建國際一流灣區，必須

通過體制創新，克服三地之間的制度和體制機制障礙，要敢於先行先

試。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要構建一套專門適用大灣區城

市之間的特殊金融體制機制，要打通兩區九市的金融脈絡，需要通過

「頂層設計」，構建「大灣區金融創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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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如下： 

 

1、整合三地金融力量，為三地金融市場提供一個合作平臺，有

助打通三地的資金流，包括推動三地金融市場相互開放，探索

三地金融產品互認、資金互通、市場互聯的機制等，盡可能實

現灣區內的金融要素「全流通」。 

 

2、在「大灣區金融創新區」推出特殊政策，鼓勵金融機構進 

駐，推動區內金融機構間的協同對接，讓金融機構可以在區內

進行更廣泛的金融合作，支持不同金融機構在灣區內進行合併

及聯營，以創造更多大型的大灣區金融機構。 

 

3、儘量調低門檻規定，容許更多香港券商在大灣區內設立辦事

處，讓他們憑藉歷年來多次克服環球金融危機，對國際金融市

場風險管理，金融危機的認知及良好的企業管治經驗，為內地

投資者提供滬深港通港股買賣服務，(不涉足 A 股買賣服務，)

以進一步促進內地股票市場的良性發展。而在灣區內設立分行

的香港券商，其進行的港股交易均會採用滬深港通的現有交收

及結算管道，確保資金不會外流出互聯互通管道。我並相信本

港券商一旦在內地廣泛開業，會有助內地個人投資者培養出注

重企業基本因素，包括公司業績、發展前景和企業管治等，作

為投資時的考慮因素，投高對風險意識的管理和提高內地投資

者對國際市場的瞭解和認識。 

 

4、建議研究設立「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由三地金融機構聯同

打造一個超級金融機構。大灣區作為金融創新高地，需要設立

一個植根于大灣區的金融機構，充分利用境內外金融資源，支

援大灣區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大灣區的投資者和企業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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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出創新金融產品  

 

1. 「大灣區金融創新區」可作為推出創新金融產品的基地，包

括作為理財通、跨境支付、ETF 通、商品債券南向、新股通、

衍生品通等創新金融安排的先行試驗場。各種債券及衍生產

品都可以通過金融創新區進行「先行先試」，既可滿足大灣

區內居民快速增長的跨境理財服務需求，亦推動大灣區金融

體制及產品創新，為大灣區金融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

故此，到香港第二上市的中概股也應准予儘快納入互聯互通

之列。 

 

2. 推出政策鼓勵內地企業透過香港設立財資中心，以管理企業

內的現金、融資、外匯兌換、投資和對沖等。 

 

3.  打造大灣區金融合作平臺，加強發揮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

角色，為大灣區提供各項跨境人民幣服務，從而為灣區內各

中小企業，提供上市、集資、融資，以至資產管理服務，並

加強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協助灣區企業走出國門，

面向國際，將更多的國際資源引進灣區，為灣區的企業引入

新動力，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以至發展新市場。 

 

三、建立跨境電子支付系統 

 

1.  積極推進粵港澳三地電子錢包跨境移動使用，採用利便認證

方式，便利港人在內地開設銀行帳戶。 

 

2.  建議內地在確保跨境資金流動安全、有序的前提下，放寬港

人每日向內地戶口匯款 8 萬元人民幣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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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建立金融監管協調中心 

 

1. 目前，粵港澳三地在金融監管上存在三套不同制度。「大灣區

金融創新區」需推動粵港澳三地金融監管合作，對三地的金融

監管進行整合，制定三地通用的監管及仲裁調解規範，研究設

立金融監管協調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