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朱立翘女士， 现任香港金融

管理局外事部助理总裁， 主要负

责有关多边组织及中央银行合

作、 人民币银行业务、 金融市场

一体化， 以及内地经济及金融市

场研究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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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业务海外推广反应理想

———专访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部助理总裁朱立翘女士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汇贤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昨日结

束认购， 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

信托投资基金即将登陆港股市场。 人

民币作为此类证券的结算币种再次受

到香港乃至全球投资者的关注。 肩负

管理香港金融外汇管理职责的金管局

将如何发挥监管职能、 怎样引导投资

者理性投资、 协助人民币产品在香港

健康发展？ 带着这些问题， 证券时报

记者专访了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部助

理总裁朱立翘女士。

香港人民币

存款已逾

4000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请介绍一下人民

币业务在香港发展的情况？

朱立翘： 香港的人民币业务早于

2004

年开办， 多年来业务范围不断

扩大和深化。 特别是在去年， 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的范围扩大至

20

个省

市、 内地试点企业的数目增加至

67000

多家之后， 香港的人民币贸易

结算以及其它方面的离岸人民币业务

出现了快速的增长。 通过香港办理的

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 由

2010

年上

半年每月平均

40

亿元， 上升至下半

年每月平均

570

亿元人民币， 今年前

两个月更达到平均

950

亿元人民币。

在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带动

下，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有比较快的增

长， 从

2009

年的

630

亿元人民币， 增

加至

2010

年底的

3150

亿元人民币， 到

今年

2

月份则达到了

4077

亿元人民币，

主要来源是企业在贸易项下所收到的

人民币资金。

人民币入港

须符合两原则

证券时报记者： 金管局对于业界

参与发行人民币产品业务将出台哪些

政策？ 今后监管重点是什么？

朱立翘：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 法律本身并没有对银行和金融机

构经营某一币种的金融业务或产品作

出特别的限制。 因此， 为了方便香港

人民币业务的发展， 香港金管局在

2010

年

2

月就人民币业务的监管原

则作出了诠释： 一是人民币资金进出

内地的跨境流动需要符合内地有关法

规和要求； 二是人民币资金流进香港

以后， 如果不涉及回流内地， 银行可

以按照香港的法规、 监管要求和市场

因素发展人民币业务。

今后， 香港金管局会按照 “风险

可控、 服务实体经济活动、 便利金融

创新” 的原则， 继续稳定推进香港离

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

人民币业务

海外推广反应理想

证券时报记者： 请介绍一下近期

金管局赴海外推介香港离岸人民币业

务的情况， 海外投资者对此的反应情

况如何？ 香港将与内地及海外机构有

哪些合作计划？

朱立翘： 香港金管局目前的一个

工作重点， 就是向海外地区推广香港

为各类离岸人民币业务所提供的 “一

站式” 金融平台， 包括人民币贸易结

算、 银行融资、 债券发行以及财富管

理的业务。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已经进行了

各类不同形式的推介活动， 包括

1

月份

在亚洲金融论坛举办了关于香港离岸人

民币业务的 “工作坊”。 最近， 我们刚

刚在悉尼进行了首场海外路演， 吸引了

超过

300

个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

要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参加， 听众反应

非常理想。 据了解， 有些银行和企业已

积极跟进， 利用香港的人民币平台开展

有关业务。

我们相信，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

大贸易国和经济体系， 人民币在跨境交

易中的使用在未来将会快速扩大。 香港

金管局计划到更多的海外地区进行推

广， 也会与内地的有关部门和香港的金

融业界合作。 首选目的地是一些与中国

的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的地方， 如俄罗

斯、 拉美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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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北：谁挖了“山寨”的墙角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日渐增加的柜台转让信息， 日

益消失的电子产品档口， 日趋减少

的客流量……

2011

年春夏之交的

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 空气中少了

许多躁动， 多了几许凉意。 躲不开

以苹果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的冲

击， 没有知识产权、 没有核心技

术， 华强北风光难再。 对此， 深圳

市移动通信联系会执行会长唐瑞金

也略显无奈。

冲击第一波：打击盗版侵权

深圳华强北以电子市场发达

著称， 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占

据重要一席， 但华强北在发展过

程中， “山寨” 盗版、 假冒伪劣

也一直如影随形。

去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之后， 双方在保护知识产权

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 一场全国

范围内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由此展

开， 华强北的电子商铺一时间成

为严查整顿的重点对象， 赛格通

讯广场门前的显示屏上经常滚动

播放严厉打击仿冒及侵犯商标等

违法行为的警示条。

唐瑞金说， 以往也有类似的打

击行动， 但通常是严打一阵后， 盗

版侵权等违法行为马上又死灰复

燃。 一些在华强北电子市场销售产

品的工厂， 以往经常采取将设计、

采购部门转至其他商业区的办法躲

避严查。 然而， 这次整顿是前所未

有的， 有些涉嫌金额较大、 情节严

重的已经被司法机关惩办。

据统计， 去年

10

月开始的全

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已取得突出成

果。 截至今年

3

月， 我国各级公安

机关共破获相关案件

6058

起， 涉

案金额

48.48

亿元。 华强北只是全

国的一个缩影。

冲击第二波：大牌降价

不仅是打击盗版。 随着以诺基

亚、 苹果等为代表的大牌手机制造

商不断拉长产品线、 降低身价， 过

去靠低价优势打天下的山寨手机市

场份额不断缩水。

过去， 由于仿制一款手机成功

就可能实现暴富， 在巨大的利益面

前， 不少人愿意铤而走险。 有一位

手机行业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高仿的

iphone4

、

iphone5

售

价在

200

元至

800

元不等， 利润却

能高达

20%

。” 高仿产品不能代替

真正的品牌手机， 却能以低廉的价

格占领市场， 扰乱市场。

不过，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 过去， 山寨机靠低价冲击了

市场， 如今， 饱受冲击的国际品

牌也学会了放低身段， 价格越来

越平民化。 而山寨手机的成本在

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很难压缩， 利

润和价格却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迫

降低。 同时， 山寨手机的品质缺

陷却日益暴露。 在价格和质量的

双重冲击下， 山寨手机风光不再

,

已经越来越不被市场接受。

在

2008

年，

200

元至

500

元

之间就可以买到一个功能齐全的山

寨手机。 然而， 如今的

MOTO

、 诺

基亚、 三星等国际大品牌手机也都

有了这个价位的高性价比手机， 而且

性能可靠。

“过去， 在华强北电子市场流行

一句话， 不高仿就没法生存。 然而现

在仿来仿去， 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

对此， 唐瑞金总结道。

冲击第三波：

iphone

来了

此外， 随着

iphone

在中国的热

卖， 以往风光无限、 遍地开花的盗版

“山寨” 手机更是越来越受到冲击。

过去， 由华强北流出的山寨手机

等电子产品， 因其低廉的价格优势，

曾横扫全国甚至远销非洲。 而今天，

随着苹果、 诺基亚等大品牌不断降低

身段， 同时越发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华强北一度蓬勃兴旺的山寨机市场变

得不堪一击。

一边是华强北的电子产品销售额

不断下滑， 一边是

iphone

、

ipad

等正

版电子产品的销售形势大好。 甚至由

于

iphone

、

ipad

的火爆， 为其屏幕贴

膜、 兜售配套产品的生意也跟着格外

吃香。 这从不断出现的

iphone

高仿

产品上也可见一斑。 据了解， 在眼下

山寨机越来越难卖的背景下， 高仿手

机仿得最多的就是

iphone

。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高仿苹果、

诺基亚等国外大品牌手机产品外， 国

产品牌的步步高等也开始成为高仿的

对象。 尽管对假冒伪劣电子产品的严

打行动仍然处于高压态势， 但 “山

寨” 制造商们仍然以自己的手段继续

着 “山寨” 。 对此， 唐瑞金指出，

“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制意识越来越强

的今天， 高仿不是一条出路。”

汇贤房托获超额认购 冻结资金

52

亿元

为今年香港市场冻结资金第二位的新股，机构认购热情高于散户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香港首只人民币股票产品汇贤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公开发售已

于昨日中午截止。 证券时报记者获

悉， 在公开发售部分， 该基金已获

得约

1.3

倍超额认购， 冻结资金约

52

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

61.9

亿港

元， 为今年香港市场冻结资金数额

第二位的新股。 该基金将于

4

月

29

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不过， 该只人民币股票产品的

孖展 （香港金融机构为投资者提供

的一种融资服务） 销售情况略逊于

预期。 有分析人士表示， 这与香港

本地投资者的投资习惯有关系， 因

为大多数散户投资人利用孖展融资

炒股， 希望在股票交易首日赚快

钱， 而汇贤房托显然不适合此种情

形； 此外， 相对于投资这只单位派

息回报率仅在

4.00%-4.26%

的信托

基金， 香港本地投资者更偏好于高

风险、 高回报的其它投资方式。

上述人士同时表示， 相对而

言， 机构投资者偏好该基金， 主要

是看好该基金的无负债、 过去十年

的复合增长吸引力等。

据悉， 汇贤房托的国际认购资

金中， 约

35%

来自亚洲、

45%

来自

欧洲， 美国占

20%

， 主要为投资

于地产相关资产的长线基金。

对于香港人民币产品的未来发

展情况， 海通国际证券中国业务部

主管潘铁珊表示相当乐观， 认为发

展人民币产品将加强港交所的实

力。 他指出， 由于港交所延长了交

易时间， 已与

A

股交易时间对接，

因此， 发展人民币计价股票也是一

个很自然的趋势， 对两地资本市场

都有好处。

特写

Feature

世联地产：土地资源紧缺

支撑深圳房价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3

月全国房价数据已经公布， 尽管各大

城市是否迎来楼市拐点还有待考察， 但开发

商 “不差钱” 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式却是不争

的事实。

世联地产日前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开

发商通过海外发行高息债券等方式融资的力度

空前， 截至

4

月

11

日， 世联监测的

20

家房企

累积融资额超过

620

亿人民币。

此外， 权威数据显示， 在严厉调控下， 房

地产行业加速洗牌， 一季度并购金额再创新

高。 一季度， 中国房地产行业并购市场共完成

并购案例

32

起， 比去年同期增加

22

起； 并购

金额达

83.16

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229.1%

，

环比增长

72.6%

。

今年

1

月

26

日 “国八条” 颁布后， 政策

调控力度持续加码， 深圳楼市成交量直线下

跌，

3

月深圳一手房均价跌破

20000

元， 为

19423

元

/

平方米， 环比下降

5.99%

。 深圳市场

上， 已有部分开发商为了快速回笼资金， 开始

转变营销策略， 变相降价促销。

另据数据显示，

2011

年深圳楼市潜在供

应面积为

471

万平方米， 远低于北京的

2268

万平方米、 上海的

2504

万平方米、 广州的

1901

万平方米。 对此， 世联地产市场部总监

王海斌表示， 深圳土地潜在供应不足， 这是支

撑深圳房价的重要因素。 因为供需存在矛盾，

因此， 尽管开发商资金压力空前， 但降价意愿

依然不强。 另一方面， 北京、 杭州、 苏州、 南

京、 上海和温州等城市潜在供应量预计将大幅

超过实际需求， 房价下行压力较大。

马骏：香港人民币

资产增长有四大途径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随着香港首只人民币股票的推出， 人民

币产品在香港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海通国际

日前在香港举办的论坛上， 人民币产品成为

焦点话题。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 人民币产品

的数量和资金存量将是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

中心的关键， 而人民币回流机制未来将逐步

建立。

海通国际日前在香港举办了国际人民币股

票论坛， 就香港发行人民币股票的意义、 相关

配套体系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方面， 德意志

银行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指出， 目

前香港仍然缺乏足够多的人民币产品， 这是香

港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的一个瓶颈。 他指出， 香港要建立人民币离

岸中心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产品系列， 从而

适应不同的投资者需要。

马骏认为， 从人民币资产增长的角度来

讲， 可以有四大途径， 除债券、 贷款这两大增

长源泉外， 人民币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

REITs

） 也可以成为主要的增长引擎之一。

马骏表示， 目前香港的人民币存量虽然可

以支持

1

至

2

个与汇贤房托融资规模相当的人

民币股票发行， 但如果募资规模很大， 认购倍

数又非常高， 可能在短期内会造成人民币资金

紧张。 他进而指出， 建立人民币资金池是解决

人民币资金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而短期

融资也可以有几种不同的选择方案， 比如可以

考虑由金管局提供短期融资工具。

对于人民币在港融资后的资金汇出机制

问题， 马骏认为， 在香港筹集的人民币资金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流出香港， 其中， “第三

方使用” 的人民币离岸汇出形式在未来将最

具发展前景。

根据马骏的说法， “第三方使用” 是指

国外的经济实体在香港发债后， 通过外汇互

换， 将融资所得的人民币换成第三方货币，

在第三国使用， 几年后再换回来。 其他的回

流方式包括人民币

FDI

（直接投资） 以及贸易

融资的形式。

香港中华工商业协会执行主席梁永安认

为， 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股票可以达到双赢的效

果。 海通国际证券中国业务部主管潘铁珊也表

示， 发行人民币计价股票对两地都有利。

在华强北卖“山寨”的那些日子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提起

2008

年、

2009

年的行情，

韦韦真是回忆里面都透着开心。

每个月卖出上万部手机， 以每部

手机提成

2

块钱计算 （提成最多的可

达

5

块钱， 而

10

年前这个数字是

10

块钱）， 再加上每月

3000

块钱的底

薪， 月月都能拿到数万元的工资。 虽

然卖的是最不起眼的山寨手机， 但却

不折不扣地属于高收入人群。 那时，

韦韦真是比白领还 “白领”。

不过， 现在韦韦可高兴不起来。

尽管每个月的底薪还是

3000

元， 但

每部手机的提成变成只有

5

毛钱了。

不仅如此， 最近一段时间每个月只能

卖出几百部手机。 “再这样干下去就

真的没意思了。” 韦韦说。 现在， 她

转行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当初和她一

样的销售人员已经有一半待业在家，

剩下的一半或者准备转行， 或者正在

转行的筹备当中。

韦韦是华强北一名手机销售人

员。 这几年的手机销售生涯让她见证

了华强北电子市场的沉浮。

遥想三年前， 作为中国最大的电

子产品、 技术集散地， 全国电子市场

的风向标， 华强北电子市场一铺难

求， 辉煌时期据说一个三尺柜台一年

的现金流就可能过亿元， 简直羡煞旁

人。 著名的 “山寨” 一词就诞生于

此。 那时的华强北盛极一时， 一度

和中关村相媲美， 号称 “中国电子

第一街”。

“那时候利润高， 一部手机可以

有两百块钱的利润。 手机从出厂到消

费者手中， 价格足可以番一倍。” 韦

韦说。 以前， 山寨手机只要能推出就

会有市场， 在高峰期， 手机生产商几

乎每个月都推新品， 而现在， 有的公

司几个月都没有推出过新品了。 眼

下， 一个新机型每个月销售量能破万

的都十分罕见。 一年下来， 公司业绩

好的可以卖个几十万元， 不好的也就

两、 三万元。

于是， 韦韦们收入锐减、 退出

转行， 电子市场自身也在不断收缩。

如今的华强北， 原来卖电子产品的

档口开始转卖衣服， 转让柜台的广

告四处张贴……手机、 电脑、

MP3

、

数码相机等电子产品的山寨时代渐

行渐远。

“山寨的日子不好混了。” 韦韦

感叹。

� （三）

香港失业率

创近两年半新低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晚公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3

月份， 香港的失业率下

降

0.2

个百分点至

3.4%

， 创出自

2008

年

8

月

以来的新低。

另外， 同期香港的就业不足率则上升

0.1

个百分点， 至

1.8%

。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 由

于目前香港的经济增长保持强劲， 因此预计

失业率短期内仍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唐盛）

香港首只人民币股票产品汇贤房托的公开发售已于昨日中午截止， 将于本月

29

日在港交所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