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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超级联系人 打造最具活力与吸引力的市场
——专访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

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2021年5月，欧冠升正式接棒李小加，成为

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他也是港交所史上首位

非华裔行政总裁。

纵观欧冠升从业经历，标准的投行精英出

身。出生于阿根廷，从美国沃顿商学院毕业后，

欧冠升于1990年加入摩根大通，一路从金融分

析师做到了拉丁美洲首席执行官。2012年起，

他将工作重心转至香港，并于2013年至2020年

担任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近期，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欧冠升。在

接受采访时，他的言语间无不透露出他对香港

的喜爱。“这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地方，它真正做

到了东西方的融合。作为一个全球超级联系人，

香港需要讲好如何‘连接’这个故事。”欧冠升用

“连接”定义了香港。在他看来，这是香港的核

心，尤其在今天，香港作为东西方之间的超级联

系人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连接’故事的新篇章已经开始，但这一篇

章与过去不同，我们有多项新的举措，包括互联

互通扩容，将国际公司纳入港股通，ETF（交易所

交易基金）纳入互联互通交易，‘互换通’和国债

期货也在有序推进，预计不久将会落地，港币-

人民币双柜台模式和双柜台庄家机制也即将推

出。”欧冠升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东西方之

间的互动，并提供一些新的资产类别，吸引更多

公司来此上市。简而言之，我们正在建设一个

超强流动性和充满活力的市场，我认为这是世

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投资地区。”

继续完善和扩大互联互通

证券时报记者：去年香港的新股市场仍以

内地企业为主，香港是否会出台相关政策，加大

海外企业来港上市的力度？

欧冠升：香港交易所的目标之一就是继续保

持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市场，现有约200家国际公

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国际投资者约占四成。我

们接下来会继续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选择香

港作为上市地。为此，我们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开

设办事处，以贴近当地客户，了解他们的需求，从

而开发出更合适的产品，确保他们能够加入到我

们的市场。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我们会有越来越

多的同事分布在香港之外的地方，我们将把员工

派到世界各个主要金融中心。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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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许盈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居民对于股票、基金等权

益类资产的配置倾向日益显著，中国财富管理行业

的基本盘稳步扩大。

央行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

卷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

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8.8%，比上

季增加3.3个百分点。居民偏爱的前三位投资方式

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

托产品”和“股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占

比分别为43.9%、21.5%和15.3%。

权益类资产备受青睐，从新增投资者数据也可

见一斑。伴随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显著回暖，中国

居民正加速进入二级市场。中国结算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2月份新增投资者数量达167.68万户，环比

增长约98%，为2022年4月以来单月最高。

近日，首份券商一季度业绩快报出炉，业绩的

大幅增长让市场惊艳。今年一季度，东方证券实现

营收44.37亿元、净利14.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约

42%、526%。对于业绩的大幅增长，东方证券称主

要是一季度公司证券销售及交易业务业绩显著回

升、子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不少券商分析师也预

计，接下来上市券商一季报业绩有望高增，一举扭

转去年业绩普遍承压的行业颓势。

应该说，这一业绩的取得难能可贵，可谓“深蹲

起跳”。2022年各券商普遍面临经营下滑的艰难时

刻，但财富管理业务始终是压舱石。中证协数据显

示，2022年券商经营业绩短期承压，尤其证券投资

业务成为拖累行业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但得益于

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转型，全年证券行业实现投资咨

询业务净收入59.74亿元，逆势同比增长9.47%。

值得一提的是，中金公司近日在研报中指出，

客户数和资产管理总额（AUM）是财富管理业务的

基本盘，在市场波动环境下，对于财富管理机构而

言冲击较大的不是收入的下降，而是客户的流失，

因此能否稳定客户基础或许更加重要。

对于财富管理机构而言，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

化，只有不断修炼内功，提升投资端资产配置能力

和顾问端客户服务能力，才能把握居民日益拥抱权

益投资的时代机遇，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财富管理基本盘稳步扩大
稳定客户基础至关重要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4月 11日，证监会党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会。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易会满作动员部署讲话。会议

指出，要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党

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突出服务实体经济、突出

深化改革开放、突出强监管防风险、突出加强

自身建设，科学谋划更多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举措。

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紧紧锚定目标任务，

紧密结合证监会系统和资本市场实际，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努力在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化理论学习，坚持原

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创新形式学，全面系统

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自觉运用科学

理论认识和解决新时代资本市场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紧紧围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中国特色

现代资本市场，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

策提实，扎实推动资本市场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要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突出服务实体经

济、突出深化改革开放、突出强监管防风险、突

出加强自身建设，科学谋划更多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举措。要抓好检视整改，坚持边学习、边

对照、边检视、边整改，聚焦突出问题，深入开

展党性分析，严肃开展整改整治，着力从思想

根源和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要注重建章立

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总

结好的经验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

确保常态长效。

会议强调，要精心抓好落实，推动主题教

育和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以实际行动

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加强组织领

导，层层落实责任。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

起主体责任，巡回指导组要发挥好督导作用，

切实把主题教育谋划好、组织好、落实好。要

坚持领导带头，上下协调联动。领导干部要以

身作则，在带头学习理论、开展调研、检视问题

和整改落实的同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

管、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要突出统筹兼顾，

务求取得实效。 （下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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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4月11日，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一季度金

融统计和社会融资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贷款

增加10.6万亿元，同比多增2.27万亿元；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4.5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47万亿元。整体来看，一季度宽信用效果持续

显现，信贷投放顺利实现“开门红”。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1.46万亿元，同

比增长12.7%，增速比上月末低0.2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高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M2同比增速

持续保持在12%的高位水平以上。

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89万亿元，同比多

增7497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38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7079亿元。受访专家指出，3月新

增信贷、社会融资不仅保持较高规模，信贷结构

也有进一步改善。不过，当前企业预期和实际投

资需求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实体经济活跃度仍

需政策继续呵护改善。

3月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

3月份，新增信贷的总量与结构均较全面改

善。数据显示，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9万亿元，

同比多增7497亿元。分结构看，企业中长期贷款

继续保持大幅同比多增，且受益于房地产销售的

边际回暖，居民贷款也得到改善。

根据民生银行研究院测算，3月企（事）业单

位贷款增加2.70万亿元，同比多增2200亿元；其

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2.07万亿元，同比多增

7252亿元。3月住户贷款增加1.24万亿元，同比

多增4908亿元。

“企业贷款尤其是企业中长期贷款仍为当前

新增信贷的主要拉动力量。”民生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温彬表示，在经济自身修复和信贷积极投放

下，3月份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速，工业生产延续

回暖。而在信贷维持高景气度情况下，部分银行

仍需通过压降票据资产来腾挪信贷额度，故票据

融资维持少增格局，3月票据融资延续年初以来

的回落态势。

对于3 月住户贷款的明显改善，仲量联行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对

记者表示，近期房地产销售端出现边际改善，

拉动住户中长期贷款增长。随着商品与服务

消费复苏动能加强，带动了住户短期贷款稳步

多增。

展望接下来的信贷增长潜力，光大证券首席

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告诉记者，从当前情况看，

4月信贷增长仍将保持供需两旺的态势。另外，

受到去年4月信贷基

数偏低的影响，今年4

月人民币贷款大概率

会较去年同期大幅多

增，但多增量将自5月

起趋势性降低。

3月社融规模增量延续高位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多2.47

万亿元，其中表内新增信贷贡献最大。数据显示，

一季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7万

亿元，同比多增2.36万亿元。在去年同期对社融

增量贡献较多的企业债券净融资则成为一季度

社融增量的主要拖累项。数据显示，一季度企业

债券净融资8480亿元，同比少4718亿元。

从3月社融增量数据看，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延续高位，为5.3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7079

亿元。分结构看，表内信贷成为当月社融新增的

主要支撑。

（下转A5版）

宽信用效果持续显现 首季新增贷款“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