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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
迎接環境、社會與治理投資新需求

響力，投資時會衡量是否對環境和就業等社會問
題有正面影響，當中新一代的年輕客戶尤其關注
這方面。
她說，有調查指出，65歲以上的私人銀行

客人中只有27%對可持續策略有興趣，而在18
至34歲的比例則達56%，可見在未來10至20
年，客戶對ESG產品的接受程度將不斷上升。

她續說：「傳統客戶較傾向用慈善基金和企
業社會責任（CSR）項目去貢獻社會，而很多新
一代客戶則希望在投資獲得回報之餘，同時為社
會帶來效益；現時金融機構、政府和監管機構也
在大力推動可持續投資概念，當環保和扶貧相關
的公司獲得資金而做出成績，將會有更多人作出
投資，形成良性循環，有利整個社會。」
財政司司長在2017年預算案中指，香港具

備發展綠色金融的條件。今年5月，金管局公布
了三項新措施，包括推動綠色及可持續銀行的發
展、外匯基金將優先考慮 ESG投資及開設綠色
金融中心，同時金融發展局亦發表《發展香港成
為區域綠色金融中心》報告，推動香港成為亞洲
綠色金融中心。

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新機遇

自2008年至今人民幣不斷邁向國際化，除
了作為結算貨幣外，其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亦初步
確立。因應環球經濟變化，中國正加快對外金融
開放進程，並突出推動本幣優先原則，穩妥有序
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以提升人民幣作為儲
備貨幣的地位。
曾錦燕指出，人民幣國際化可為以美元為主

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來自新興市場的多樣性
選擇，而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正不斷提
升，不少一帶一路國家的基建項目和經貿活動也
使用人民幣。她又指，為貫徹中國銀行集團的海
外發展策略，中銀香港積極推進區域化發展，拓
展東南亞業務，為當地客戶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
服務，並加快建設成為一流的全功能國際化區域
性銀行。中銀香港從去年至今在東南亞各國舉辦
了多場人民幣論壇，介紹如何以人民幣結算、投
融資和發債等。
在今年9月22日中國銀行將借第16屆「南

寧中國－東盟博覽會」之機，與廣西自治區政府
合辦「把握金融合作新機遇 共拓東盟發展新天
地——中國銀行南寧東盟人民幣論壇」，協助推
動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東南亞的人民幣業務發
展。中銀香港私人銀行將邀請其客戶與會，探討
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世界級中心

按照國家的戰略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將成
為世界級金融、高端製造和技術創新的中心，亦
是航空海運與高鐵互聯互通的交通樞紐。區內
經濟總值為 1.6萬億美元，人口達 7,000萬。
在「2019新財富 500富人榜」中，103位上
榜者來自粵港澳大灣區 9市，佔上榜人數的
20.6%，而十大富豪中有6人都來自大灣區，財
富總額達 8,493.5億元，佔上榜人士總財富的
10.5%。
曾錦燕表示，根據國家政策及財富增長速

度，大灣區的發展潛力無限，為香港的私人銀行
業帶來高速發展的新動力。而今年初中銀香港推
出了「開戶易」服務，率先實現港人足不出港開
立內地賬戶，並綁定內地電子支付工具，享受便
利的跨境服務。隨著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曾錦燕
強調，中銀香港將繼續助力港人港企北上發展。
身兼私人財富管理公會（PWMA）副主

席的曾錦燕又指，該會正與監管機構和業內團
體保持緊密溝通，探討在大灣區的人才和市場
發展方向。鑑於現今客戶對流動服務的需求上
升，PWMA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員會，與監管當
局共同研究發展，讓業界利用新科技為客戶提供
更便捷流動的跨境金融服務。

隨著環球機構近年加強採用具社會影響力的投資方案，截至去年初利用可

持續策略進行投資的資產共達30.7萬億美元，較2016年升34%。而新一
代高淨值人群對「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產品感興趣，也為財富
管理業帶來新方向。

全球可持續投資聯盟（GSIA）去年發表報
告指，歐洲和加拿大約有一半理財資產已採用
可持續投資策略，美國約有 26%，而澳紐則達
63%。日本的比例則由2016年的3.4%升至去
年的 18.3%，而亞洲區比例偏低，發展空間龐
大。
中國銀行（香港）（「中銀香港」）私人銀行

董事總經理曾錦燕表示：「現在的私人銀行客戶
特別是家族辦公室 (family office)不會單看回
報，而是會看看所作的投資對社會可帶來多少的
正面影響。」她指，不少客戶關注社會責任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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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
能。人民銀行官員最近亦指，香港有足夠的條件
和基礎完成有關目標，尤其可協助中國企業在東
南亞國家以人民幣進行投資。

跨境理財通
助拓新投資產品

今年5月，內地公布就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
務試點實施細則進行公開諮詢，暫定南向、北向
總額度上限為1,500億元人民幣，個人投資額
度為100萬元。
甘宇文補充：「數據指去年港股通南向資金

淨流入逾6,000億港元，市場普遍預料在跨境
理財通全面啟動後，流入香港的資金量將更為龐
大，屆時投資產品和相關配套將出現震憾性發
展，再加上大灣區區內高淨值人群數量不斷增
加，為香港私人銀行和財富管理業提供了新的增
長動力。」
他又指，在東南亞市場方面，配合集團區域

化發展戰略，中銀香港私人銀行推進東南亞業務
發展，與分支機構積極聯動，例如透過網上投資
講座發掘東南亞各地華僑潛質客戶，並為當地客
戶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香港成家族辦公室樞紐

今年6月，投資推廣署成立了新團隊，專責
推動香港家族辦公室事務發展。除了香港成員
外，團隊還有兩位來自內地和一位來自歐洲的成
員。港府指，內地很多超高淨值人士，特別是立
足大灣區的企業家，都會以香港作為設立家族辦
公室的首選地。
甘宇文說，對私人銀行而言，吸引家庭辦公

室來港設點是重中之重的發展方向，尤其在鄰近
港澳的深圳和珠海有較多新機遇；多年來不少
深圳民企高速成長，很多由孵化器培育的初創公
司已達海外上市的規模，其企業家和高管都是私
人銀行的目標客戶群。
他稱：「很多民營企業家希望把資金分散到

海外市場，香港是最佳的選擇。」長遠而言，大
灣區富裕人群在港的理財需要將逐漸擴展至家
族傳承，以及家族辦公室等方面。 

善用科技
應對疫情新常態

甘宇文指，為應對疫情新常態，中銀香港私
人銀行加快發展金融科技，也更常利用視象會
議與客人溝通；客戶在這方面的接受程度越來
越高，客戶經理減少了出差開會，工作效率反而
上升。在後疫症時代下，中銀香港私人銀行致力
打造更具前瞻性、更全面、更多元化的投資平
台，以風險管理的均衡投資模式，並針對超高
淨值客戶的投資需求，希望在可控的風險水平
下，助客戶達到預期的投資目標。

財富管理業
人才競爭激烈

基於對財富管理的需求不斷上升，面對業內
人手不足情況，他說，中銀香港私人銀行在培育
人才方面提供「人才階梯」的配套，讓客戶經理
可看到晉升願景，管理層亦與員工多作交流，為
員工提供愉快的工作環境，以留住人才。
身兼私人財富管理公會（PWMA）行會成

員的甘宇文表示，該會自2017年推出私人財富
管理先導學徒計劃以來，共推出了約13個實習
項目，讓大學生到私人銀行進行暑期實習。中銀
香港私人銀行亦成功聘請以往的實習生，未來會
繼續吸納這方面的人才。 
 甘宇文

中銀香港私人銀行董事總經理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很多海外投資者對人民幣產品興趣增加，希

望透過即將開通的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加強投資內地。同時，港府大

力吸引各地家族辦公室來港設點，也將為香港私人銀行和財富管理業帶來

新機遇。

中國銀行（香港）（「中銀香港」）私人銀行董
事總經理甘宇文表示：「人民幣國際化由10年
前的十二五規劃，到現在的十四五規劃，一直向
前發展，投資者在人民幣資產配置的比重正不斷
上升；香港作為亞洲財富管理中心，擁有全球最
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可受惠於人民幣國際化
的大趨勢。」
據今年3月內地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

指，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强化其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
抓緊人民幣及大灣區發展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