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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银行抢滩 中银最热闹恒生优惠多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8

月

1

日是非港居民获准开设人

民币账户的第一天， 三大发钞行及恒

生银行等

8

间银行推出新服务， 其

中， 中银香港提供的服务最为全面。

此外， 汇丰、 渣打香港及恒生均推出

开户及存款、 汇款、 跨行转账等服

务， 永亨、 永隆、 东亚及交银香港也

于同日推出新服务。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几家已经提

供此项服务的香港银行， 发现各家银

行开设人民币账户的业务层次不尽相

同。 以渣打和东亚为例， 这两家银行

目前所开设的人民币账户基本只能作

为储蓄账户使用， 不包括定期存款及

理财投资服务， 而开户所需要的证明

文件只需内地身份证和最近三个月内

的住址证明。

据渣打银行德辅道中分行的工

作人员介绍， 目前非香港居民的个

人人民币业务只在该行的全港

9

家

分行展开， 其中港岛

4

家、 九龙

4

家、 新界上水

1

家， 服务内容主要

包括存款和兑换两部分。 存款的最

低开户节余是人民币

1000

元； 通

过户口进行人民币和港币的兑换不

设上限， 下限最低为人民币

10

万

元。 据介绍， 该业务暂时只推荐给

渣打银行的优先理财客户， 普通的

非港居民如果想开通此项服务， 必

须要先成为该行的优先理财客户，

而成为该行优先理财客户的要求是

要在渣打银行香港的账户上拥有不

低于

100

万港元的资产。 就

8

月

1

日当天情况来看， 德辅道中分行尚

无客户开通此项服务。

在东亚银行工作的理财专员

小刘则似乎对这一新业务并不知晓。

在打电话咨询过其他同事之后， 才

告诉记者非港居民可以开设人民币

业务， 不过开户的手续似乎更显繁

琐。 首先， 必须提供一份资信证明

书， 证明在香港其他银行有账户。

记者看到， 在东亚银行并无关于开

设人民币账户业务的书面介绍。 同

样， 昨日也并无客户在该行问询和

开设人民币账户。

相比之下， 中银香港首日的开户

服务面比较广， 包括中银香港、 南洋

商业银行和集友银行在内的全港

260

多家分行都可以享用新的服务。 就昨

日的情况来看， 该行第一天就吸引了

不少客户， 包括旅客、 外籍人士及经

常往来内地的客户。 就记者了解到的

情况来看， 客户普遍对人民币理财产

品感兴趣。 当天即有客户开户后即时

做交易， 认购人民币理财产品， 如人

民币储蓄保险。

恒生银行在新业务的开展中似乎

最显积极， 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 其

中包括： 以港元兑换人民币并同时设

立人民币定期存款可享高达

6.38%

的

年利率优惠，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之间在恒生银行开设账户的客户

可享受人民币汇入汇款首

12

个月手

续费豁免优惠等。

关于非港居民首日开设人民币业

务的预期， 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

总裁李慧敏表示， 此举对人民币存款

业务会有所帮助， 目前在港人民币存

款量微升。 渣打香港行政总裁洪丕正

表示， 希望通过内部推广可吸引多个

地区的客户。 他表示， 新措施有望扩

大本港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 令人

民币存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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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港居民人民币账户开闸，提高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

南下炒港股添便利 跨境套利惹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自

8

月

1

日起， 非香港本地居民

便可以在香港开设人民币账户。 有专

家表示， 新措施将利于香港吸纳更

多境外人民币资金， 做大做强香港

人民币离岸市场， 提高香港人民币

离岸中心地位。 但专家同时也指出，

其中可能出现的套利现象值得监管部

门重视。

向人民币自由兑换迈进一步

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于

7

月

25

日共同宣布， 将有限度放

宽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限制， 香港将

首次对非港居民开放人民币业务。 根

据香港金管局的公告， 香港银行自

8

月

1

日起可以向非香港居民提供人民

币服务， 包括设立人民币账户、 存

款、 贷款、 发出人民币结算扣账卡

及信用卡等服务； 非香港居民每日

兑换人民币的数量没有限制， 但以

离岸价进行； 非香港居民在跨行转

账及汇款方面也没有限制， 不过， 有

关人民币资金不能经过人民币清算行

在上海平盘， 也不能进行往来内地的

汇款安排。

“这是香港银行业人民币服务的

一次重要突破， 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允

许非香港本地居民以人民币离岸价

（

CNH)

无限量兑换人民币。 我认为，

这项措施可以吸引部分机构投资者或

基金通过香港新的兑换安排去购买人

民币资产。” 资深投资银行家温天纳

分析说， 这项措施可看作是一次试

验， 先让非香港居民参与到香港离岸

人民币中心平台， 预期下一步将有可

能放宽对香港居民每日兑换额的上

限， 最终内地也将放宽对人民币兑换

的限制。

有香港银行业人士指出， 在过

去一年里，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总量

一直呈现负增长态势， “新措施实

行后这一情况有可能改变， 估计每

月人民币存款总量可能增加

150

亿

～

200

亿元。 不过， 在新政策推出之

前， 境外投资者其实已能通过离岸

价兑换， 最终能否有更大的刺激效

应还有待观察。”

温天纳认为， 在欧美等外围市场

不稳的情况下， 全球资金仍在寻找更

为稳妥的投资， 人民币具有独特的吸

引力， 因此， 流入香港人民币市场的

资金也会不断增加。 “目前， 香港的

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逐渐多元化， 但

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存款和贷款为主，

信用卡业务将是新的发展方向。 另

外， 新政策也能令在港工作的内地人

士得益。”

炒港股增加便利

新措施被业界解读为， 即使是到

香港旅游的游客今后也可在香港的银

行开设人民币账户， 并用此账户进行

人民币股票、 基金和债券的投资， 以

及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等。 有香港银

行业内人士表示， 非本地居民在港开

通人民币账户后， 到香港旅游、 工

作时可选择在港购港币或外汇。 此

外， 在港开设人民币账户的非港居

民还可能有机会参与 “炒港股” 等

各类香港投资项目。

“现在办理开户的手续很简

单， 只需要开户人本人身份证和港

澳通行证， 就可以在本行办理非港

居民人民币账户”。 香港大新银行

的一位职员介绍说， 今后如果入境

旅游的人士在香港开通人民币账户

后， 将可享受人民币转账、 外汇兑

换、 国外取现甚至人民币在港投资

等多项银行服务及优惠。

记者在新措施实行首日采访时

发现， 不少香港银行在首日为了招

揽客户， 纷纷推出高息策略。 以恒

生银行为例， 在本月内， 不论香港

本地或非本地居民到该行开户并一

次性兑换总值

2

万港元的人民币，

就可以获得

6.38%

的一周定期存款

优惠利率， 这明显高于市场

0.5%

的平均水平。

恒生银行人民币业务策略及计

划部主管颜剑文表示， “新政策放

宽限制， 推动银行高息揽存， 另

外， 香港的贸易融资贷款需求也

大， 估计利率仍有上调的空间。”

实际上， 为了吸引人民币资

金， 不少香港银行早已上调了存款

利率水平， 例如汇丰、 中银香港、

交通银行， 其一年人民币定期存款

的利率已经提高至

2.7%～2.9%

的水

平。 据悉， 恒生银行等多家香港本

地银行正在研究多种新人民币产

品， 以便日后提供给非本地居民，

配合整体人民币业务的发展。

跨境套利引关注

温天纳指出， 现时有不少港人

持其它国家

(

地区

)

的护照等身份证

明文件， 因此新措施出台后上述人

士的人民币兑换限制将被变相撤

销。 “如何处理和规范这方面的情

况， 可能需要银行和金融机构做好

把关工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

也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多

币种共存， 如果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

民币汇价价差再次扩大， 将出现巨大

的市场汇价套利空间， 香港居民个人

账户和非香港居民个人账户之间存在

汇价套利的可能。

东航金融海外金融部经理廖料则

认为， 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降低，

加上内地和香港套利空间非常小的情

况下， 热钱大规模进出从而扰乱金融

市场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指出， 人民

币当前的市场化定价成分已经比较

高， 境内外套利空间较小， 热钱的获

利空间不大。 “不过， 如果未来人民

币出现非常强的贬值或升值预期， 从

而导致境外

CNH

和境内在岸人民币

（

CNY

） 的价格差别非常大， 那确实

可能出现大量的热钱流动， 这值得监

管机构重视。 廖料为此建议， 未来可

采取这样一些预防措施， 包括： 加强

资金进出的监管、 对资金来源加强监

管、 必要的时候采用额度限制等措

施。 不过， 整体来看， 随着人民币价

格市场化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未来人

民币套利的空间和机会将趋于减少。”

香港金管局日前就针对 “汇价套

利可能” 作出回应称， 由于人民币在

岸及离岸的价差收窄， 相信港人与非

港人人民币账户的两种安排不会被滥

用作套利赚钱。 金管局指出， 尽管理

论上可以做到套利， 但中间成本太

高， 套利者需承担信贷风险， 未必可

以真正做到。

双城之间

李真

70

多年前， 香江两岸被一条清晰的界

线分成了两个部分， 两个世界、 两个故事、

两个结局， 在世人眼中， 这条线犹如那个充

满故事的柏林墙， 诉说着历史的隔阂与悲

伤； 而在我的记忆和感触中， 印象最深、 最

有象征意义的却是深圳河。

在我小的时候， 那是远处可望而不可

即的一串 “界灯”，

25

年前深圳夜晚唯一

的标志。 那时候， 我看到的是香港人有

钱、 香港人开工厂、 香港人穿名牌、 香港

人包二奶……很多年过去， 现在， 我看到

历史在轮回， 香港正在被日益蔓延的大陆

经济所淹没； 我看到， 曾经的香港正在远

离昔日的荣耀， 这是一种回归， 也是一种

新的征程。 可能会很快、 也可能是很久。

而对于一个行走在深港两地的人来说， 最

难以抹去的记忆， 就是这里曾经拥有的那份

纯朴和安逸、 那份对华人社会的理解和诠

释、 那份中国人对国际化的梦想， 那个与

香港有关的故事， 以及如今在深港两地的

融合中， 我所看到的一座崭新的双子星城

的崛起。

生活在深圳就有这个好处， 可以随时去

香港。 生活在深圳和香港组成的城市圈里，

这样的组合让我拥有了更大的视野， 更多的

对比， 更深的思考。 我曾久久地留恋于香港

的街道， 感受和吸取着深圳和其它地方不曾

有的那份繁华或者古老、 宁静或者躁动， 而

最吸引我的还是香港街道上那份纯朴和安

逸， 那份熟悉而遥远的亲切。

最早走进香港是在

1995

年， 在尖沙咀

被维港的夜色震撼的那一瞬间， 我知道这个

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和魅力， 我知道我已

经爱上了这个灿烂的城市。 从

1996

年开始，

我有了一本多次往返香港的通行证， 自此开

始了我的双城生活， 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以

最闲散的心情漫步在这座东方之珠的小路

上， 也就是从那时起， 恢复了我久违的在散

步中思考的习惯， 走过了比许多香港人都走

得多的大街小巷， 关注着另外一种生活， 另

外一个世界。

最早对香港的印象是和大多数人的想象

完全不一样。 比起深圳来， 香港更小、 更陈

旧、 更保守、 更纯朴； 比起深圳来， 香港人

更简单、 更温和、 更自我、 更单纯； 比起深

圳来， 香港的文化更沉静、 更包容、 更深

厚、 更细腻。 如果要定义如今的香港， 我会

说， 那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平民社会， 坚守着

一份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香港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多高楼林

立， 只在维港两边比较集中； 香港的路很

窄， 香港车很少， 只有深圳的

1/3

； 香港大

部分地方是没有开发的绿色； 香港保留了很

多最古老的东西， 从建筑到文化， 从经济模

式到生活态度……深圳以年轻为美、 香港以

成熟为美； 深圳不断地创造、 不断地吸纳、

不断地更新， 香港则保持着包容、 保持着谨

慎、 保持着反思， 最可爱的是， 香港一直保

持着的那份半推半就的坚持， 甚至是坚持背

后的那份失落与无奈。

香港的面积只有深圳一半大， 香港的人

口不到深圳的一半， 香港的摩天大楼不到上

海的一半； 香港的高楼都很旧， 深圳的马路

都很新； 香港很少堵车， 深圳今天很少不堵

车； 香港今天还保存了很多深圳成立之前的

小吃， 在寸土寸金的街市边坚守生存了几十

年， 味道你一定可以放心， 而这些， 你在深

圳或许都很难寻觅。 和今天的深圳相比， 香

港早已经不那么昂贵了。

香港好像天生就和深圳互补、 又互相吸

引， 能够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看

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 融合、 对抗着、 接

受着……直到今天， 每天几十万人的来回穿

行， 从越来越远到越来越近， 又从越来越像

变得越来越独立， 这绝对是一场伟大的变

革。 看着香港在变、 看着深圳在变、 看着中

国在变， 我常常想着， 经历了这样的变革、

这样惊天动地的变化， 对深圳， 对香港， 对

中国， 究竟意味着什么？

深港

Twins

编者按

：

一晃三十年

，

十年

自由行

。

深圳河两岸的灯火

，

见

证着深港两地的交相辉映

，

也见

证着两地的开放与融合

。

眼下

，

随着前海开发开放的脚步日益临

近

，

深港两地的经济合作亟待

“

井喷

”，

新一轮的深港融合也已

踏上征程

。

本报特推出

“

深港

”

专栏

，

传递两地见闻

，

或对比今

昔

，

或感慨未来

，

或一事而论

，

或泛泛而谈

，

既为见证深港两地

间经济往来的足迹

，

也希望能与

读者分享对于深港两地经济发展

的感悟和思考

。

港证券经纪人生存窘迫 办网店开的士贴补生活

部分大券商持续亏损，许多小券商面临倒闭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徐欢

在欧债危机及全球经济放缓的阴

霾下， 市场持续疲弱， 香港证券经

纪商生存窘境尽显。 为挨过这段艰

难的日子， 各大券商各显神通， 寻

找开源节流的途径， 部分小券商则只

能 “听天由命”。 而收入直降的股票

经纪员们为了生计， 纷纷另辟 “开源”

途径， 有的办网店， 有的开的士， 还

有的开旅馆酒吧等， 帮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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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连续两月亏损

今年以来， 欧美经济形势持续不

明朗， 内地经济增速也呈现放缓疲

态， 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

4

月份和

5

月份， 港股日均成交额萎缩至

500

亿及

542

亿港元，

6

月份日均成交额

进一步萎缩至

467

亿港元。 这使得券

商的经纪业务受到强烈冲击， 与交易

相关的收入大幅减少。 此外， 券商自

营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及投行业务也

大受影响， 这使得香港券商的处境

雪上加霜。

“我们已经连续两个月亏损，

这是近

9

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

况。” 一家大型欧资投行市场部负

责人透露。 据了解， 近两个月出现

连续亏损的券商在香港并非少数。

惨淡的经营环境使得一些券商不得

不勒紧裤腰带。 其中， 两大著名投

资银行瑞银及法国兴业银行在研究

迁出中环的甲级写字楼， 以削减庞

大的租金开支。 此外， 从今年初开

始， 本地已有不少券商在逐步裁减

人手， 部分券商已裁减

10%～20%

的员工， 并且不计划在短期内填补

人手， 部分中资券商香港子公司据

传也已悄悄启动了裁员计划 。

小券商听天由命

大券商还能通过裁员等方式节

流， 并配以开展经纪外的其他业务

“开源”， 对比之下， 仅仅以交易佣

金为唯一收入的小券商收入锐减， 市

场份额持续缩减， 只能 “听天由命”。

在同业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市况不

好的情况下， 小型经纪行市场占有率

自今年

3

月份起便持续下滑， 一再跌

至新低。 今年

6

月份小型经纪行市场

占有率仅

9.09%

， 连续第

4

个月无增

长， 而

2008

年金融海啸时小型经纪

行的市场占有率也只下跌至

10.68%

。

另据港交所数据显示， 小型经纪行于

1999

年时的市场占有率曾经高至

39.77%

， 此后随着投资银行、 银行

以及同业竞争加剧按年递减。

不仅如此， 香港的许多小型券商

还面临倒闭的风险。 申银万国证券香

港联席董事王雅媛则表示， 每当二手

市场成交量低迷时， 都是市场淘汰小

公司的时候。 小型券商众利股票主席

董伟预计，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 今年

底将有

20～30

间的小型券商破产。

香港辉立证券的股票经纪员小周表

示， 一些现金流不足的公司面临风险

很大， 如果一个大户大量斩仓， 很可

能发生经纪行在一夜间消失的事情。

谋出路开拓新业务

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寻找一席生存

之地， 券商们自去年底起开始掀起了

佣金价格战， 但是依旧难敌疲弱大

市， 即使佣金一降再降， 也无法改变

经纪行生意清冷的窘境。 许多券商已

经开始开拓其他业务。 上市券商民丰

企业今年也新增设了多种业务， 包括

企业融资、 财务顾问、 保险中介人服

务等。 北京证券一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 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开拓投资

移民上， 这种业务在目前不但有市

场， 利润还不错。

此外， 也有券商开始把触角伸

向内地， 新鸿基金融集团近期与前

海管理局签署了合作意向， 新鸿基

金融行政总裁唐登表示， 未来希望

能以前海为平台， 进军内地证券期

货市场。

股票经纪员兼营副业

券商连续亏损， 在其中上班的股

票经纪员们更是苦不堪言， 收入大幅

缩水让经纪员们也开始发展多元业务。

白天在券商公司上班， 晚上开的

士的悲摧故事在香港券商业界流传已

久， 这也是证券业界人士在市况惨淡

之下另辟蹊径的一个写照。 事实上，

股票经纪员为缓解自身经济窘境， 在

工作之余寻找各种副业在业内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

前述股票经纪员小周已在香港证

券行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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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头， 他在感叹好光阴

一去不复返的同时， 也向记者抱怨

生意不好做。 他自去年开始和朋友

合作在网上经营服装店， 而和他合

作的朋友， 来自另一家券商。 据他

透露， 目前业界的很多朋友都已经

开始开拓不同形式的副业， 涉及多

个领域 ， 有开旅馆的、 酒吧的，

“干什么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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