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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年校慶專題 金融篇

回想當年，陳校友說選擇會計是緣份，

本身比較喜愛文學與歷史的他，曾經

考慮在中學預科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

以幫補家計，並獲一家會計師樓聘用做

實習生，但暑假期間收到投考大學的成

績單，得知有機會入大學讀書，讓他再

次認真思考選修什麼科目，數口很快的

他最後選定了會計專業，奠定了他事業

發展的路徑。不過，他坦言在中大的學

習除了學術和專業知識的獲益，最重要

是書院對同學們做人處世態度的培養，

「每間書院雖然有不同的院訓格言及重

點方向，但整體來說都很着重培養學生

品格及全人發展，學生建立起的價值觀

也是終生受用。採用書院制，同學之間

的感情十分好。」他說在校識於微時的

朋友，昔日在學習上相互提點，在事業

發展過程中也相互鼓勵支持，在往後的

人生階段中，同窗的提點及建議往往是

最誠實真摯的。

回顧香港經濟發展

畢業後花了兩年時間完成英國公認會計

師公會專業試，翌年加入英國公認會計

師公會，並報讀中大工管碩士兼讀課

程。他回憶當時社會的經濟環境：「七十

年代本地金融業尚待發展，當時香港仍

然以輕工業及貿易為主，工業佔GDP

約超過 20%，貿易出口以歐美國家為

主，國家還未全面展開改革開放，本地

經濟體還是細小，發展相對落後，大學

生佔勞動人口的比例也很低，製造業成

品主要靠廉價勞動力爭取海外市場，

與今時今日的經濟環境相比，分別很

大。」

▲  50年前在中大讀書，陳校友（左一）表
示書院傳授的價值觀讓學生終生受用。

要談論香港長遠財金發展，訪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77新亞會計 / 84研究院工商管理）是不二之選。

他認為踏入2023年，香港已走出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局，
長遠來看，香港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未
來必定大有可為。

中大培養學生全人發展

陳茂波
香港經濟和金融的掌舵人

▲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香港經濟要全力推進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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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整體來說是平穩向好。」

走出疫情後，香港要全力推動高質量發

展，陳校友指出香港在創科方面有很

大發展空間，本地大學在科研方面成就

卓越，於生物健康、人工智能、大數據

等創科領域有一定研發優勢，不過單靠

科研難以形成一個產業。作為大灣區的

一個城市，我們要好好與深圳、廣州、

東莞、佛山、惠州等其他大灣區城市合

作，完善創科及生產供應鏈。

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中心

他續表示，香港必須擁抱和推動綠色發

展，「全球都在擁抱綠色經濟，國家在

二十大及今年的全國兩會指明高質量

發展的方向，而綠色轉型是其中之一。

因此我在《財政預算案》中將香港定

位為國際綠色科技及綠色金融中心。」

陳校友指出，香港在綠色金融方面表

現出色，2022年綠色金融的融資額逾

800億美元，綠債發行規模在亞洲區內

排名第一，並引領區內綠色金融的基準

制訂。例如特區政府發行的綠色債券，

以美元計價的債券年期長達 30年；歐

元計價的年期也長達 20年，香港是亞

洲區內首個政府發行如此長年期的綠

色債券；香港也是全球首個發行代幣化

綠債的政府。至於綠色科技方面，香港

的科研實力雄厚，加上有蓬勃的風投創

投生態，在數碼港和科學園合共已有逾

百間綠色科技的企業和初創，香港在這

方面有很大發展空間。陳校友認為，在

巨大的綠色市場機遇面前，目前全球尚

未出現具領導地位、兼具綠色科技及綠

色金融產業集群的城市。香港絕對有能

力更好結合兩者，借助這「雙引擎」相

互促進以加速相關的產業發展和建構一

條全新的產業鏈。

在推動新發展之際，陳校友也強調需要

繼續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香港股票市場是亞洲領先的國際

市場，市值約為本地GDP的 13倍，近

月受外圍因素影響，股票市場出現短期

波動，但最重要是不斷創新並確保市場

有序地運作及發展。香港作為資產財富

管理中心，規模多達 35萬億港元，我

們背靠內地，而亞洲也是全球經濟和財

富增長較快的地方。我們也留意到第三

代互聯網（Web3）帶動金融科技的創

新，雖然早前有海外的虛擬資產交易所

出現問題，但主因是它們經營違規。我

們已在 6月 1日開始發牌，將虛擬資

產服務提供者納入監管框架內，一方面

保障投資者利益，另一方面確保金融安

全穩定，在此前提之下鼓勵第三代互聯

網發展，並謹守幾個重要原則，包括：

須負責任及可持續的發展；緊扣解決實

體經濟的痛點；讓大眾市民受益。這樣

的話，第三代互聯網的發展必然在科技

應用與創新中，支持企業、產業興旺發

展，助力經濟朝更多元化方向發展，以

及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機會。這些都有助

香港在新賽道、新領域中守正創新、穩

步前行。」

隨着經濟轉型，在國家的堅實支持下，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

心。陳茂波認為現今面對的競爭環境很

不同。「以往強調全球分工，各國依靠

比較優勢來合作，來到今天這已非唯一

考慮，還要考慮政治上的取態及立場，

需要密切留意地緣政治的局勢，例如

中美關係，以及俄烏衝突對各國經濟，

以至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影響等。」

儘管如此，他認為香港具有的優勢相當

獨特，「香港是全開放及非常自由的經

濟體，沒有任何貿易壁壘及關卡，這些

是我們向來擁有的優勢。在地緣政治格

局之下，『一國兩制』變得更為重要，

我們要好好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角色。在『一國』下，我們背靠龐大及

發展迅速的祖國，國家是香港最強的後

盾、最大的經濟機遇來源；在『兩制』

下，我們實行普通法和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制度，能扮演獨特的橋樑角色，外商

經香港進入內地做生意和投資，而內地

企業在尋求國際融資，或是進軍國際市

場需要設立境外總部時，香港自然成為

它們最合適的選擇。」

大力發展創科

經歷三年疫情，香港經濟受到各方面的

影響，短期要做的是鞏固經濟復蘇。「踏

入 2023年，已明顯扭轉了去年的劣勢，

首季GDP增長2.7%。失業率持續下調，

通脹也保持溫和，預算全年維持在 1.9%

至 2.5%。樓市去年下跌 15%，今年首

幾個月已回升5%，成交量亦逐步回復，

陳茂波小檔案

1977年 •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1980年 • 加入英國公認會計師公會

1984年 •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1990年 • 創辦陳茂波合夥會計師行

1996年 •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香港分會主席

2006年 •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

2008年 • 立法會功能界別會計界議員

2012年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局長

2017年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  陳茂波去年出訪中東，向當地和世界各
地的政商和金融界領袖，介紹香港在「一

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以及在新時代、

新階段下，作為亞洲領先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和發展。

▲  早前中大商學院慶祝 60周年，他任主禮
嘉賓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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