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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高度重视，从

世界全局和国家战略高度对大湾区发展作出顶层设计

和战略规划，横琴合作区将在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

纽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本文分析了在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进程中，合作

区打造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的必要性和多方面的可行

性，并提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应当着力打造六

个“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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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高度重

视，从世界全局和国家战略高度对大湾区发展作出

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先后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

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 － 2025 年）》《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横琴方案》）。这些规划方

案中，对大湾区金融发展的总体定位是：建设国际金

融枢纽。在建设国际金融枢纽进程中，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应当，也必将发挥

独特的作用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有望成为大湾

区国际金融枢纽的新支点。

一、合作区打造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
的必要性

就必要性而言，建设国际金融枢纽需要多个联通

国际、辐射全球、良性互动的支撑点，目前粤港澳大

湾区已经有香港、深圳、广州三个重要支点，其中，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一个国内金融中心，

广州是一个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但是，从空间布局

角度讲，三者都位于珠江东岸，珠江口西岸成为明显

的短板；从联通国际角度讲，澳门可在联通葡语国家

金融市场中发挥独特作用。因此，把合作区打造成为

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具有必要性。

二、合作区打造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
的可行性

从可行性看，比较《规划纲要》和《横琴方案》

可见，前者对澳门金融发展的定位主要是为支持澳门

拓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金融合作服务，打造中国—葡

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同时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

金融的分量并不大。而在《横琴方案》中，对合作区

金融发展定位显著提升（也显著提升了澳门的金融发

展定位），金融业的分量明显加大，金融元素显著强化。

这将有力促进合作区在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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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积极作用，成为一个重要支点。

第一，现代金融业成为合作区的重点发展产业之

一。过去，澳门的产业结构单一化，金融业主要服务

于博彩业，其规模和水平都受到严重制约；而珠海（包

括横琴）的金融业过去也乏善可陈。因此，两地在金

融业发展方面很难实现快速崛起。《横琴方案》明确

合作区今后将重点发展科技研究和高端制造业、中医

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和现代金融业，

产业结构将适度多样化。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金融业

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合作区的金融业在产业相对

多元化后将依托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快速崛起，成为

一个可做大做强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其他产业的

发展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因而合作区发展金融产业可

以为另外三个重点产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和强有力

的金融支持，最终实现金融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良性

循环。

第二，合作区将成为金融市场率先高度开放的

区域。在《横琴方案》的设计中，明确表示要推动合

作区金融市场率先高度开放。这里的“率先”和“高

度开放”意味着合作区有可能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走

在其他地区前面，并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也是此前相

关方案从未使用过的一种表述。随着合作区金融市场

的高度开放，这里将逐步成为各种金融资源、金融机

构和金融人才的集聚之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一个

新的金融资源配置高地，并有力支持大湾区成为国际

金融枢纽。

第三，合作区将率先实现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和资

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横琴方案》关于金融发展的一个

重要内容是在合作区内探索跨境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金融开放的必然趋势是资

本在境内外自由流动和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但这

个过程必须风险可控。在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先在

某个区域率先推进就不失为最佳决策。这个率先推进

的区域无疑将有效打破金融抑制并获得金融自由化的

“红利”，其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发展将可能实现快速崛

起。毫无疑问，合作区未来可期。

第四，合作区金融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将大为扩

展。《横琴方案》关于金融方面涉及除《规划纲要》

中的那些发展重点外，同时提出以下发展方向：鼓励

发展 VC、PE ；创新发展财富管理；探索建立新的外

债管理体制，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保险市场，

等等。可见，合作区将逐步形成比较完善并富于创新

的金融市场，将有力促进该区以及澳门金融业的快速

发展。

第五，合作区将在跨境金融管理方面实现深度

合作。《横琴方案》提出要创新跨境金融管理，这是

实现跨境金融健康发展的保障。粤澳合作是不同制度、

不同货币和不同关税区之间的合作，金融监管合作涉

及观念、制度、流程和执行等诸多复杂因素。合作区

则实行分线管理的特殊监管体制，是“一国两制”实

践的新示范。这里将率先在改革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大胆创新，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实现

与澳门一体化发展。因此，合作区是管理体制的重大

创新，可突破很多原来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

此外，澳门和横琴的金融业已具备进一步加快

发展的基础。澳门是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城市，金融业

发展有许多便利条件也具备较好的基础。横琴成为自

贸区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给予了许

多先行先试政策，例如，在国内率先开展跨境人民

币贷款、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跨国企业

集团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开展自由贸易账户

（FT）试点，等等。横琴金融产业由此迅速发展，截

至 2020 年 9 月末，横琴新区 ( 含保税区 ) 金融业增加

值 121.68 亿元，占该地区 GDP 的 35.58%，拉动地区

GDP 增长 3.7 个百分点。

在以上各种顶层设计的实施推进和现有基础上，

合作区金融业未来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珠江

口西岸快速崛起的金融高地，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际金融枢纽的一个新增长点和重要支点。

三、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要着力
打造六个“新”

《横琴方案》为合作区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快速

崛起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有利条件，但金融发展的领域

非常宽广，合作区的金融发展必须有所侧重。根据合

作区承载的使命和未来发展目标、产业和经济社会发

展对金融的需求，以及在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中

应发挥的差异化作用等因素，合作区在建设国际金融

枢纽新支点中要着力打造六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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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金融市场开放新高地
合作区被赋予金融市场率先高度开放的权利，这

既是使命也是极为有利的政策资源，将极大推动和引

领合作区的金融发展，使之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

新高地。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高地，为此，要大力转变

观念，以全球化视野在深刻把握国际金融发展新态势、

新特点、新路径和新规律的基础上，在合作区内大力

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促使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率先

实现跨境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

换，加快推动跨境电商等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便利化，

积极探索跨境证券投融资管理，积极探索发展外债市

场，率先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

（二）打造风投创投新基地
创新驱动越来越成为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首要动力。近年来，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势头强劲，

创新型企业大量涌现。截至 2020 年 8 月，横琴新区

仅注册澳资企业总数已突破 3000 家，其中多数是创

新型企业。未来合作区要大力发展科技研究和高端制

造业，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作为中国—葡语

国家金融服务平台，也可为葡语国家科技创新提供金

融支持。因此，合作区要大力发展风投创投市场，打

造一个新的风投创投基地。

（三）打造财富管理新中心
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长，金融的财富管理

功能愈加重要。粤港澳大湾区对财富管理的现实需求

非常突出。《胡润财富报告》显示，2018 年广东拥有

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达 29.1 万，居全国第二位，香

港和澳门更是富人云集；同时，珠三角地区高净值家

庭年均可支配收入 417 万元，高于全国平均值 339 万

元。未来的琴澳区域很有可能成为财富高度集中的区

域，对财富管理将产生强烈的需求。这为合作区打造

新的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四）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服务

新基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化及产业升级等方面存在巨大的金融需求，合作

区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方

面应当也可以大有作为。特别是作为中国—葡语国家

金融服务的重要平台，在推动和服务葡语国家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打造跨境金融监管深度合作新试验区
合作区金融市场将高度开放，由此会面临一系

列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过程，

必须不断深化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合作，逐步突破体

制和机制障碍，共同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合

作区实行分线管理的特殊监管体制，在管理体制上实

现了重大创新，是在改革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先

行先试的特殊政策，有利于加快实现与澳门一体化发

展。因此，合作区完全可以在金融监管方面率先探索

出一条在“一国两制”下深度合作并实现一体化的新

路径。

（六）打造金融科技与供应链金融发展新

基地
近年来，金融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呈现迅猛发

展态势并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金融业态及应用场

景，金融科技所包含的底层技术及其衍生的新业态甚

至被一些人寄予了改造乃至颠覆传统金融业的期望。

因此，讨论当下及未来金融业发展不能没有金融科技

的嵌入。同时，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已成为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核心。全球供应链管理离不开供应链金融，

而金融科技特别是区块链的应用，将有力支持供应链

金融的形成并大大提升其效率，实现产业生态和金融

生态的融合。合作区的金融发展必须深刻把握这一趋

势，通过建设金融科技与供应链金融发展基地，实现

金融业的快速崛起和跨越式发展，进而成为大湾区国

际金融枢纽的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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