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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的資料取自由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編制的探索大灣區—第二份驅動成功的關鍵年度調查報告。

本刊物所載資料僅供一般參考用，並非針對任何個人或團體的個別情況而提供。雖然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已致力提供準確和及時的數據，但畢馬威不能保證這些數據在閣下收取本刊物時或日後仍然準確。 
任何人士不應在沒有詳細考慮相關的情況及獲取適當的專業意見下依據本刊物所載資料行事。

本刊物所載的資料、調查結果、預測、陳述、意見或評論（“本文”）均來自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本文並不構成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的任何意見、建議、陳述或認可。本行對本文的準確性或完整性概不作出任何擔保、聲明或保證（明示或暗示），亦
不會對此承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瀏覽www.hsbc.com.hk/greaterbayarea，了解更多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信息。

監管制度的協調和資本流動
被視為大灣區能夠成功發展

背後的兩大重要因素，各自

有

探索 
粵港澳大灣區
金融服務行業 
驅動成功的關鍵
滙豐、畢馬威中國與香港總商會在2018年6月至7月就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的企業信心指數進行聯合調查，

訪問超過700位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行政人員。調查受訪者認為金融服務行業是大灣區規劃中最能受惠的三大行業

之一。本信息圖表列出來自這個行業的受訪者的主要調查結果。

受訪者認為其所屬公司

的業務會隨著大灣區 

的發展在未來三年有所
增長。

82% 受訪者預計其業務增長率
將超過

34%

10%。
受訪者對此表示贊同。

49%

受訪者視跨境資本流動的放寬最為重要，
高於整體受訪者的平均水平（57%）。67%

受訪者認為通過匯聚資源， 

大灣區可望帶來協同效應。

49%

為促進大灣區內的資本流動，

48%

38%

認為監管和法律環境的協調
也是促進大灣區內資本流動

的重要因素，其次有 

認為是處理銀行事務及融資
的容易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