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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横琴、、前海迎重磅利好前海迎重磅利好

人民银行等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前海金融30条”）

提到，允许香港私人银行、家族财富管理机

构等在前海合作区设立专营机构；允许前海

合作区内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通过境外上市

等跨境融资方式补充资本金；支持深圳证券

交易所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债券平台；允许前

海合作区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展跨境

证券投资等业务等。

深化金融合作，开展服务民生领域创新
便利合作区居民开立内地银行账户，扩大

香港居民代理见证开立内地个人II类、III类银

行账户试点银行范围。探索在前海合作区加

强线上业务创新，试点开展信用卡视频面签。

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区内地居民个人在符合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年度额度内直接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办理跨境人民币汇款和收款。

在便利居民在合作区信用融资方面，在征

得香港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前海合作区内

符合条件的港资商业银行依法共享其香港母行

掌握的同一香港居民信用状况，为香港居民在

前海合作区生活和就业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

支持在前海合作区设立深圳市地方征

信平台，探索深港跨境征信合作，在客户同

意的前提下，允许前海合作区和香港的银行

通过企业征信机构获取双方客户的企业征

信信息，促进两地跨境企业贷款业务发展。

拓宽粤港澳大湾区主体投融资渠道。“前

海金融30条”提出支持香港打造资产管理中

心，允许香港私人银行、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等

在前海合作区设立专营机构，支持符合条件

的香港资产管理机构在前海合作区设立合资

理财公司，依法开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

深化深港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联通
“前海金融 30条”同时提出扩大港资金

融机构业务范围，支持境外特别是香港地区

银行在前海合作区的分支机构取得基金托

管业务资格。允许证券业金融机构在香港

开展直接融资。允许前海合作区内证券公

司、期货公司通过境外上市等跨境融资方式

补充资本金。探索前海合作区内期货公司

在特定品种业务上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跨境

担保、增信支持、内保外贷等。支持前海合

作区内基金公司积极参与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互挂及内地与香港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互认。允许前海合作区面向香港开

展跨境双向股权投资便利化试点，简化申办

流程，进一步拓展投资范围，探索降低香港

投资者准入要求。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在扩大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开放方面，

允许境外特别是香港地区金融机构在前海合

作区设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公

司、养老金管理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地

区银行在前海合作区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拓展

内地业务。允许境外特别是香港地区金融机

构在前海合作区设立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

司、期货公司、基金销售公司。允许境外特别

是香港地区金融机构在前海合作区设立人身

险公司、财产险公司、保险控股公司。

2 月 23 日，在广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沙区人民政

府的指导和见证下，工商银行广

州分行携手广州市南沙区社保中

心启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

保服务主题”示范服务站暨南沙

区银社服务站签约揭牌仪式。本

次签约揭牌标志着银社合作开启

新篇章，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校园内就可为广大教职工和学生

提供“一站式”社保经办服务。

据了解，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银社服务站是由广州市南沙区社保

中心携手工行广州分行辖属机构南

沙分行共同建成。自2月23日起该

服务站开启为期4个月的试运行阶

段。试运行期间，服务站可办理查

询打印等多项高频便民社保业

务。银社服务站全面运行后，将具

备与镇（街）社保经办点同样的业务

经办权限，可办理70项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事项。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银社服务站秉持“让广大师生足不

出校园，便可轻松办社保”的理念，

充分糅合社保及金融机构资源优

势，为广大师生提供一对一、全流

程、个性化的社保经办服务，让内地

及港澳师生在校园学习、工作、生活

上享受到便利化体验，助力青年学

子扎根南沙、安心学习及创业发展。

接下来，工行广州分行将继续

携手政府部门进一步构建“协同港

澳、深度融合、服务湾区”的服务体

系，持续提高金融服务精细化程度

和水平，让湾区居民享受到优质高

效的工行服务。

开启银社合作新篇章，升级“一站式”社保服务
广州工行赋能大湾区建设系列专题

央行等联合发布金融支持

2月23日，人民银行会同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广
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
金融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的意见》和《关于金融支持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对构建我国改革开
放新格局有着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珠海横琴、深圳前海是
推动粤港澳合作发展的重大
平台，做好金融支持工作，有
利于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
中的试验示范作用。

《关于金融支持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和
《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意见》各提出三十条金
融改革创新举措，涵盖民生金
融、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现代
金融产业发展、促进跨境贸易
和投融资便利化、加强金融监
管合作等方面。

■珠海中心大厦、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等高层建筑和远处的澳门。 新华社发

“前海金融30条”：允许合作区金融机构开展跨境证券投资

“横琴金融30条”：允许澳门元在横琴合作区作小额支付使用
■新快报记者 范昊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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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2035年金融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到2025年，建立健全以金融业扩大开

放、人民币国际化为重点的政策体系和管理

体制，基本实现与香港金融市场高水平互联

互通，金融风险监测、防范和化解体系更加

完善，金融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

日益彰显。到2035年，实现以负面清单为

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跨境资金高效便

捷流动，基本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领域规

则体系，金融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全

国金融业扩大开放起到更强示范引领作用。

2月 23日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横琴金融 30 条”）从打造便利澳

门居民生活就业的金融环境、促进合作

区与澳门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发展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的现代金融产业、促进跨境贸易和投

融资便利化、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保障

措施等六个方面提出 30条具体措施。

便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信用融资
在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金融

环境方面，“横琴金融30条”提出有序扩大澳

门居民代理见证开户试点，便利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圈支付服务。研究允许合作区内市

场主体以澳门元或人民币进行支付，逐步拓

展使用场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有序允许

澳门元在合作区作小额支付使用。

同时便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信用融

资。在征得澳门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允许

在合作区内符合条件的澳资商业银行共

享其澳门母行掌握的同一澳门居民信用

状况，为澳门居民在合作区生活和就业提

供信贷等金融服务。

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安全可控的

前提下，允许在合作区与澳门均设有分

支机构的中资商业银行、澳资商业银行

开展内部数据跨境流动试点。

丰富两地居民投资金融产品渠道
在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上，“横琴金融 30 条”提出稳

步扩大跨境资产转让范围，稳步开展

“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不断丰富合

作区与澳门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

渠道。对标国际标准制定账户规则，

优化改造自由贸易账户（FT 账户）系

统，通过金融账户隔离，在合作区建立

资金电子围网。

鼓励在横琴合作区设立证券公司、基

金公司、期货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资产管

理公司等各类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法人

金融机构在合作区设立分支机构、子公

司，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服务。

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与港澳互认，强

化对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支

持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电力期货市场，

服务合作区绿色金融发展。

●总体目标
建立并完善电子围网系统
和跨境金融管理体系

到2025年，电子围网系统和跨境金融管理

体系基本建立，合作区与澳门金融服务一体化初

步实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金融环境初步

形成，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现代金融产业集

聚发展，在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投融资汇兑便

利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

到2035年，电子围网系统和跨境金融

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合作区与澳门金融一体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金融环境更加优化，现

代金融产业进一步发展。将合作区打造成

为我国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中国

—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和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