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论：香港能否帮助国家突围 TPP？1

上 一 期 专 栏 《 香 港 能 否 帮 助 大 陆 突 围 TPP? 》 当 中 ，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7516）学术民工君讨论了我国

突围 TPP、或者拥抱 TPP 的多种尝试，并指出——香港先行加入 TPP，有可

能帮助国家突围 TPP。这不仅是因为香港具有参与 TPP 谈判的法律条件、经

济体制条件，而且这也与渐进改革的思路相吻合。为此，我们以中资银行业

的海外布局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设想民工君也给出

了一些必要的担忧，而且这些担忧甚至是不全面的。总之，结论仍然开放，

希望小文对各位读者能够开卷有益即可。

在本篇当中，我们仍然将以香港先行加入 TPP 为假想，来看香港是否能

帮到国家突围 TPP。不过，中资银行业的海外布局，可以分为有形的机构“走

出去”，以及无形的服务“走出去”。前一篇主要侧重前者，本篇则侧重服

务“走出去”，我们将以 TPP 协议的新规则为出发点，阐述借道香港，通过

无形的服务业“走出去”，实现中资银行业海外布局的可能。

服务“走出去”和机构“走出去”一样重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走出去，而走出去的

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就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资银行机

构的协同布局。目前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市场准

入。根据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马蔚华介绍 ，招行是第一个进入美

1 本文已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发表于《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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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的中资银行，美国监管当局对招行的进入“百般刁难”，最后招行用

了 10 年时间才进入美国市场；此外，英国监管当局对中资银行的进入也是

“非常刻薄”。从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中资银行走

出去会遇到当地监管当局的一些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准入壁垒，即使中资银行

已经成功进入海外市场，也仍可能遭遇一些歧视性的监管措施。

在此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海外布局可以转变原有思路。具体而言，银行

业海外布局有两种模式：其一，直接在海外目的地实现机构布点；其二，通

过海外区域中心辐射，实现服务业的“走出去”和广域覆盖。在传统的监管

要求和经贸协定下，我国银行业海外布局主要采用第一种直接布点模式，随

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 TPP 等新经贸规则的“解除监管”和“监

管一致性”条件下，金融服务“走出去”也开始成为可能，甚至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取代金融机构的“走出去”。

TPP 规则为金融服务“走出去”提供了新机会？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 TPP 协议官方概要 ：该协议“金融服

务”章节的内容，将为跨境的市场准入提供重要机会。具体而言，该章对 TPP

成员提出了两类核心义务，一类是其他贸易协议同样做出规定的核心义务，

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等；另一类则是一些新的特殊安排，包

括最低待遇标准等等。

在诸多特殊安排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协议允许来自一个 TPP 成

员方的金融机构，向其他 TPP 成员方直接跨境销售特定的金融服务；而且，

该金融机构不必在对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就能进行销售（但是关于跨境金融

服务资质，境外机构必须在该国进行注册或取得授权，以确保这些交易被纳

入监管）。TPP 协议还规定，只要某个 TPP 成员方允许本土公司在其境内市

场开办新的金融业务，那么其他 TPP 成员方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在该成员市场

开办同类业务。

此外，TPP 协议中“监管的一致性”章节，将通过鼓励透明性、公允性、

政府间合作等方式实现各方监管的一致性，确保在 TPP 各缔约方市场中营造

一个公开、公平、可预见的监管环境。可见，TPP 的这些金融监管新规则，

相当于在缔约方间建立了一个“金融服务共同市场”，金融准入和监管限制

将自动向一致标准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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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加入 TPP 可从金融服务“走出去”助力中资银行海外布局

对于中国而言，以 TPP 协议为代表的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一方面加剧了

全球化向碎片化的转变（参见此前的民工君专栏《从全球化到碎片化：中国

准备好了吗？》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7935），另一方

面，也确实提高了相应区域的一体化程度。

尤其在金融业方面，TPP 新规则相当于在成员之间构建了 “金融服务

共同市场”。这时候，如果香港凭借合适的单独关税区法律地位、以及公认

的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加入到 TPP 协定当中，则中资银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借道香港、在香港构建区域中心，从而实现金融服务业的先一步走出去。

这也将为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提供额外的空间与选择。

慎下结论

对于这种设想的负作用，也同样值得关注。民工君在上篇提到过，可能

的担忧包括跨境金融监管难度会上升、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体制兼容问题

会更加凸显等等。此外，还有更多的担忧，甚至包括一些潜在的、超出经济

范畴的可能冲击，同样要求决策者深思熟虑之。可见，“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不仅是一种治学态度，而且同样适合于政策讨论。可惜这方面已经

超越了这篇小文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留给读者去思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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