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三角地区地下钱庄凶猛深圳前海金融改革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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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广东再出发 

  深圳最厉害，地下钱庄几千万的寸头都可以解决掉，上千万的、一个亿以下

的，基本一天就到对方账户 

  “换 10000 块钱就可以多出几十块。”6 月初，在珠海拱北口岸，一名招徕本

刊记者兑换货币的老板介绍说，“没有额度限制，十万二十万都能给你换，你有

多少我就能给你换多少”。 

  在获得国家特别授权的正规货币兑换机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是 1 : 0.818，

而在其 500 米半径内的私人兑换店内，这一比率是 1 : 0.820 到 1 : 0.821 之间。， 

  与拱北口岸不同，在深圳罗湖口岸容易找到挂有银行特许牌照的货币兑换机

构。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兑换货币已经不再受额度限制，“想换多少都行”。这

样一来，罗湖的地下兑换机构便几近销声匿迹。 

  地下钱庄凶猛 

  “目前世界货币还是美元、英镑和欧元，所以我们做外贸现在还只能用这三

种货币报价。”在东莞做外贸生意的马春毅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解释道，由

于我国对外币实行集中管理，企业想要使用外币进行交易需要向主管部门申请，

而这个申请流程一般需要半年之久，“这样就会造成交货、付款的延期，而在这

期间汇率的波动往往会影响企业的利润”。 

  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上述原因，不少老板更愿意选择可快捷兑换的地下钱

庄。“地下钱庄兑换时间短，当天就能拿到钱，汇率方面也便宜，而且都是熟人

介绍，信用有保证”。 

  地下钱庄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关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

究中心主任丁力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分析，由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珠三角

的民间资本比较发达;加上毗邻港澳，其与境外资本的交流也比较多;再加上频繁

的进出口贸易结算，共同形成了本外币的大量汇集。 

  “在经过长期积累之后，外商投资企业的预留资本已经和货币资本相剥离，

以前转账都是一次性打进来十万二十万，然后通过兑换再提出来，现在已经不用

了，都是直接交易了。” 



  他告诉本刊记者，正是这些通过长期经营积累、已经从预留资本中剥离出来

的货币资本支撑了地下钱庄的持续运作。“这一点深圳最厉害，地下钱庄几千万

的寸头都可以解决掉，上千万的、一个亿以下的，基本一天就到对方账户了。” 

  丁力认为，深圳地下钱庄的钱已经成了一个水库，可以进行简单的调节了。

至于地下钱庄究竟有多少钱，“政府部门也是没有完全掌握的”。而据公开消息，

仅在 2010 年 4 月，深圳就查获地下钱庄 26 个，涉案金额超过 127 亿元。 

  服务于企业的地下钱庄一般多是通过朋友间的口口相传来发生交易关系，相

对较为隐蔽。而服务于游客的民间小型兑换机构则显得更为惹眼。 

  拱北口岸广场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只在长途客运站出口找到一家挂有

特许牌照的货币兑换机构。在其半径 500 米内的广场上，如同棋盘一样交错遍布

着便利店和代办签证、承接一日游的小店面，走访来看，多数店面都兼营兑换业

务。 

  隔海相望的人民币资金池 

  “珠三角外向型的企业多，但银行却没有相应的服务，金融服务外流了，都

在香港。”丁力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丁力 2002 年到广州工作时候，就发现这里的

资本市场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不过“找金融机构不难，但金融产品就不行了”。 

  丁力分析认为，“广东的老板拿钱途径很多，原来搞‘三来’贸易，很多老外下

订单后会提供资金。”虽然当时这些流量有限，但随着经济发展，在经过多年经

营之后，这些老板们都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集聚了丰厚的现金资本。 

  这时候，同在珠三角地区投资的香港老板赚到钱后，不再把这些钱直接投入

到企业生产流通之中，而是用这些在内地赚到的钱投资房地产，“通过人民币保

值升值”，然后依靠国外的钱来流通。 

  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的分析也在印证这一说法，“现代全球产业链中，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这其中最早承接‘三来’贸易的珠三角地区可以说三分天

下有其一”。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产业模式，所以在珠三角地区，为实体经济服务

的金融产业也自然而然与国际市场有着更多联系。 

  在隔海相望的港澳以及东南亚市场中究竟蕴藏着多大的人民币资金量，到目

前为止仍没有准确数据。 

  据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介绍，“我们整个贸易 70%到 80%



都跟香港有关系，而且现在走出去的钱也是 80%到 90%在香港。”他告诉本刊记

者，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可以得知，2011 年香港共有人民币存贷款余额 6000

亿元，而东南亚市场的人民币保有量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数据得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证实。6 月 28 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

裁余伟文在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主办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与企业国际发展机

遇”论坛上发言说，2009 年经由香港处理的人民币贸易额度为 20 亿元，而到了

2011 年这一数字已经升到 2 万亿元，而且在港人民币存款已经达到 6740 亿元，

比 2009 年增加了 10 倍。该论坛是 6 月 26 日至 28 日召开的“中国(广州)国际金融

交易博览会”分论坛之一。 

  对于东南亚市场的人民币保有量，郭万达分析认为，这半年以来人民币虽有

波动，但升值预期大于贬值预期，因此海外市场主体在现有的条件下更倾向于持

有人民币来保值升值。 

  公开资料还显示，早在 2008 年年末，我国就先后与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在内的 6 个经济体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仅通过这一方式，人民币境外保有

量就有 6500 亿元。 

  粤版人民币回流计划 

  丁力认为，珠三角地区出现的地下钱庄，实际上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市场的

一个变数。“如果在浙江的改革是利率市场化，那么在广东可以利率和汇率一起

来”。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一块(地下钱庄)单靠控也控制不住，可以考虑给他一个

露脸的机会”。在他看来，这才是彻底解决地下钱庄的关键之处，也是珠三角金

融改革区别于温州金融改革的本质。 

  郭万达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除了要让人民币走出去之外，如何让已经在外

面的人民币回来也是题中之意。 

  他告诉本刊记者，2011 年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香港有人民币存贷款余额

超过 6000 亿元，而仅一河之隔的深圳人民币存贷款余额是 2.2 万亿元。“加在一

起就将近 3 万亿了，整个广东省大概才有 5 万亿~6 万亿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

这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人民币的资金池，怎么让香港的人民币回来，这样用起来就

非常厉害了”。 



  在整个东南亚，人民币的保有量也相当可观。在 2003 年的时候，马来西亚

央行行长访问中国时就曾问到：“我们的外汇储备中有一部分人民币，能不能给

这些人民币一个投资的渠道?”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民币能够自由走向国际市场又能自由回流国内市场的

考虑，深圳市今年 4 月 12 日出台了《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最让人期待的则是关于加快深港

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的提法。 

  郭万达表示，香港的人民币已经形成一个资金池，有回流需求，“一方面资

金需要出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发展也需要金融创新”。他认为，现在有一些人

民币在香港等地方沉淀，就会有一个“怎么回流、怎么用的需求”。而人民币双向

贷款一旦实现，不仅企业多了一条更加实惠的融资渠道，香港先进的金融服务也

势必倒逼内地金融业改革创新。 

  除此之外，在港人民币利率便宜也是一个助推因素。“香港的人民币利率大

概在 0.8 左右，我们是 3.5”，郭万达说，如果能够实现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那

么企业融资的成本就会更低。他以联合利华公司举例说，2011 年 3 月，该公司

在香港发行总计 3 亿人民币的三年期债券，年利率为 1.5%，而同日在内地发行

的同期票据利率为 4.88%。 

  在《意见》公布初期，由于没有得到更高决策层的批复，上述试点内容处于

推进阶段，无实质性进展。但据一位接近深圳市决策层的业内人士介绍，关于深

港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工作，已经列入深圳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下一步内容了。 

  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主任肖亚非在 6 月 30 日召开的“2012 陆家嘴 论

坛”上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目前正就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的额度、中央对地方

管理权限的下放等领域，与中央相关部门进行商讨和考量。 

  事实上，更多人民币业务已在快速推进中。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数据，

从 2007 年 6 月第一支人民币债券在香港登陆以来，到 2011 年底香港共有 87 笔

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 

  余伟文在上述论坛中表示，2011 年人民币在港发行的各类债券总额已经达

到 1080 亿元，而这一数字在 2009 年时是 160 亿元。 

  前海新消息 



  《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消息已经公开，本刊记者

了解到，广东下一步将依托“方案”要求，着眼两大方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工作。

一是突出抓好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外商股权投资企业试点等重点工作，以

前海、横琴、南沙为平台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大型金融企业为平台探

索金融综合经营;二是加快建立由央行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证

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委和广东省政府密切合作的部省合作机制。 

  作为横琴新区规划蓝图主要起草人之一的陆磊向本刊记者介绍，在规划蓝图

之中，横琴将被打造成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成为众多金融机构的总部或者分支

机构所在地。而让陆磊颇感无言的是，在目前的横琴建设中，“竟然搞起了欢乐

园，引进什么白老虎”。 

  “离岸结算中心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既要在国境之内，又要在关税区之外，

白老虎有必要吗?”在陆磊看来，与珠海本土和澳门本岛都仅有一河之隔的横琴，

无疑是最理想的离岸结算中心所在地，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再难找到第

二处。 

  本刊记者日前在横琴看到，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主干

道在拓宽，预计 6 月底就能通车”。横琴管委会主任牛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横琴新区有银行类金融机构 6 家，分别是 4 家货币兑换公司和 1 家小额贷款

公司、1 家保险公司营业部。此外，入驻横琴的股权投资企业已经多达 30 家，

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各项基建工作和与想要进驻的金融机构洽谈。 

  对于未来的发展和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牛敬表示，更多还是要看国家层

面政策能给到什么地步。他告诉本刊记者，“横琴金融改革和温州有些不同，这

里主要是做好顶层设计，我们什么都是一张白纸。”他坚信，横琴的发展要按照

中央要求，谋定而后动，结合国家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逐步放开。 

  对于前海，深圳似乎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郭万达告诉本刊记者，深圳

前海更多的是依托于深圳自身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来开展金融产品创新。通过实

地走访本刊记者发现，目前这里也是工地。在已经开通的前海湾地铁站 4 个进出

口中，仅有一个口开放通行，而这仅有的一个地铁站地面出口也还被四面水泥墙

包围，通过一扇铁门与工地相通。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持乐观态度。6 月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丁力说：“这三



个城市都面临着在转型升级中往哪走的问题，三个地方都是三个城市未来发展的

风向标，到目前为止发展方向还没有明确。”丁力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

工不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对于金融的改革中央不会放权。究竟未来发展

如何，现在依然是未知数。广州市一名金融官员也向本刊记者分析认为，金融改

革大权在中央，要有所突破需要实现放权。 

  7 月 3 日下午，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已批复发展改革委《关于报送支持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的有关政策(送审稿)的请示》，允许前海

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配合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构建跨

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此外，根据批复，国务院还支持前海在税制改革等方

面进行先行先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