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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親愛的讀者：

今年是中國新一輪改革創新元年，我們相信由此帶動的發展將對亞洲以至其他地區 

帶來深遠的影響。中國正雄踞全球最重要製造業出口國的地位，為經濟扎下穩固根基，

以實現服務業轉型、逐步走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以及維持全球有目共睹的創富成果。 

因此，瑞士寶盛和中國銀行攜手推進財富管理經驗和知識的交流，並為希望參與中國

市場的國際客戶搭建橋梁。

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財富報告：亞洲》象徵著我們兩家機構戰略合作關係的新里程。 

瑞士寶盛和中國銀行的研究涵蓋環渤海區、長三角區，以至西部地區，為讀者剖析中

國目前的轉變。我們合作深入分析中國高資產淨值人士對生活的期望，而受訪者都是

走在經濟轉型前端的企業家或業界領袖。今年的報告除對中國銀行客戶群進行了一項

具有啟發性的調查外，更首次包括一項聚焦中國高端生活的指數，與瑞士寶盛原有 

追蹤亞洲高端生活成本的研究相輔相成。 

培育下一代是備受關注的課題。因此我們在今年的報告中特設專題，探討亞洲區內 

高資產淨值人士如何為子女的教育做好規劃。自2011年推出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 

以來，這個項目的花費一直持續以雙位數字的幅度上升。 

我們期望與您分享2014年《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財富報告：亞洲》的豐富內容和獨特 

觀點，並感謝您對我們的支持。

高力達 (Boris F. J. Collardi) 
瑞士寶盛集團首席執行官

暨執行委員會主席

祝樹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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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寶盛簡介

瑞士寶盛秉承瑞士的優良傳統，以客戶為本的精神，是私人銀行業的國際典範。

瑞士寶盛是瑞士首屈一指的私人銀行集團，致力為全球私人客戶提供頂級服務和

真知灼見。我們與客戶的關係以緊密合作、穩定持久和互信為基礎。瑞士寶盛 

的品牌代表著業界最佳的投資方案和全面的財富管理建議，並以真正開放的投資

產品和服務平台為後盾。集團擁有125年的悠久歷史，注重長遠發展。

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瑞士寶盛集團銳意成為全球財富管理業的翹楚。集團獨立

經營，業務營運和發展建基於下列六項優勢：

• 專注私人銀行業務的經營模式

• 講求獨特、優秀卓越的服務

• 真正開放的投資產品平台

• 以客為本的管理文化

• 備受稱譽的品牌實力

• 自1890年建立的瑞士優良傳統，享有獨立自主的營運

這些優勢與嚴謹的財務和風險管理相輔相成，為我們帶來雄厚的資本金基礎， 

以及合理的的風險水平。我們以取得領先業界、可持續的盈利增長為目標，在客

戶、客戶經理、全體僱員，以及瑞士和國際股東群層面保持競爭優勢和特點。

亞洲是我們的第二個本土市場。我們在香港、雅加達、新加坡、上海和東京 

雇用超過1,000名員工。瑞士寶盛自2010年以來連續五年榮膺領先的金融界刊物 

財資》雜誌 “亞洲最佳精品私人銀行” 的殊榮，足證我們全心全意服務亞洲 

客戶的承諾。

瑞士寶盛整合美林國際財富管理於美國境外的業務已進入最後階段。在業務整合

完成後，本集團的足跡將增至超過25個國家50個地點。 



中国银行概述

1912年2月，經孫中山先生批准，中國銀行正式成立。從1912年至1949年，中國

銀行先後行使中央銀行、國際匯兌銀行和國際貿易專業銀行職能，堅持以服務 

社會民眾、振興民族金融為己任，歷經磨難，艱苦奮鬥，在民族金融業中長期處

於領先地位，並在國際金融界佔有一席之地。1949年以後，中國銀行長期作為

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統一經營管理國家外匯，開展國際貿易結算、僑匯和 

其他非貿易外匯業務，大力支持外貿發展和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 

牢牢抓住國家利用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加快經濟建設的歷史機遇，充分發揮長期 

經營外匯業務的獨特優勢，成為國家利用外資的主渠道。1994年，中國銀行改 

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2004年8月，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掛牌成立。2006年 

6月、7月，中國銀行先後在香港聯交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成為 

國內首家 “A+H” 發行上市的中國商業銀行。2013年，中國銀行再次入選全球系

統重要性銀行，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唯一連續3年入選的金融機構。

中國銀行是中國國際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銀行，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 

台灣及37個國家為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主要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包括公司

金融業務、個人金融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並通過全資子公司中銀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開展投資銀行業務，通過全資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及中銀保險

有限公司經營保險業務，通過全資子公司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經營直接投資 

和投資管理業務，通過控股中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經營基金管理業務，通過全資

子公司中銀航空租賃私人有限公司經營飛機租賃業務。

在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銀行始終秉承追求卓越的精神，將愛國愛民作為

辦行之魂，將誠信至上作為立行之本，將改革創新作為強行之路，將以人為本 

作為興行之基，樹立了卓越的品牌形象，得到了業界和客戶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面對新的歷史機遇，中國銀行將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努力做最好的銀行，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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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改革，保持繁榮

在《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財富報告：亞洲》的第一章，

我們將探討中國在振興生產力和創造財富的目標上 

取得什麼進展。在這場改革中，人民幣擔當著重要的

角色，致力在中期邁向儲備貨幣的地位。

舊模式有待革新

中國正著力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目的是讓過去三十

年建立的繁榮興盛得以在未來數十年延續下去。據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自1980年以來，國內的

人均收入增長了二十倍。人們不禁會問，經濟發展取

得如此驕人的成績，為何仍需改變經濟模式？如果選

擇 “維持現狀”，中國的經濟制度繼續依靠低增值產業

和勞工密集的出口製造業，加上資本賬戶相當封閉， 

有助提供低成本的信貸資金，因此實際上可在未來幾

年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然而，中國的決策者深明這個

模式的規模經濟效益正逐步減弱，有必要深化改革。

這項挑戰的核心在於政府需要解決生產率下降的問題。

如果不扭轉生產力的下降趨勢，工資將難以持續上升，

而且中期來說，缺乏效率的經濟也難以償還近幾年 

不斷積累的負債。這項挑戰並非中國所獨有(美國、 

英國和日本近幾年都出現生產率下滑的情況)，但鑒 

於中國目前正處於轉折點，推行改革顯然更具重要 

意義。

宏觀經濟概況

圖1：總要素生產率，以偏離趨勢的%量度

信息來源：野村、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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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導致增長率變化

在過去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平均達10%，

最高為2007年的14%，最低則是1999年的7.6%。隨著

決策官員淡化整體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改為推行改革

支持經濟持續增長，市場憂慮經濟增長沒有 “保底”  

(一般簡稱為 “硬著陸憂慮” )。 

圖2：畢業生人數，按教育程度劃分

為瞭解 “中國經濟應以什麼速度增長？” 這個長遠 

問題，我們首先要從人口結構的角度探究中國經歷了

多少變化和以什麼速度改變。據官方資料顯示，中國

在2012年的總人口為13.5億人，當中總勞動人口實際

上為8億人。勞動參與率在1990年上升至77%的高峰，

其後便一直回落。事實上，國內的整體人口增長已由

1990年代的每年約1.5%減慢至2012年的每年約0.5%，

使勞動市場的走勢出現了顯著變化。據官方資料顯示，

在1990年，中國的務農人口為5.7億人，但現時這個 

數字應下降了至少一半以上。與此同時，中國2012年

新增的大學畢業生達600萬人，是增長率最高的學歷 

組別。在2012年，中國有2,400萬名兒童完成小學 

課程，較前一年少3%。 

我們認為儘管內地放寬獨生子女政策，但人口增長率

應不會顯 上升，因此對於未來十年經濟增長，中國

決策官員應會以維持較低和較平穩的水平為目標。 

顯而易見，中國將會把重點放在生產力的挑戰上， 

因為人口的形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增長速度放緩，

而且人力資本不斷增加。 

信息來源：經濟咨商局中國中心研究報告，China’s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Debate Revisited, Harry X. Wu，2014年1月、中國銀行、 
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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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CEIC、瑞銀估計、瑞士寶盛

短期而言，中國政府可靈活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微調

經濟動力。決策官員看來已有共識，把微調的目標 

定於7%。在這個增長水平下，中國經濟應有足夠的 

“緩衝”，抵御結構性改革必然帶來的內部衝擊。然而，

我們認為中國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變化的速度與全球

其他地區不同，因此，有助提升生產力的結構性改革

成敗將變得更為重要。換言之，我們認為在當局的政

策議程上，推行改革的重要性高於經濟微調。

然而，市場不時會憂慮中國經濟出現 “硬著陸”，這現象

值得我們探討。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國的製造業出口擁有

牢不可破的領先地位，其出口至美國和歐盟的電子產品

市佔率之龐大，便足以說明這點。有關出口的市佔率 

在過去幾十年大幅飆升，現時增長却停滯不前，市場 

紛紛議論 “中國將何去何從？”。換言之，中國經濟近年

取得相當出色的成就，假設貿易帶來的邊際效益已消耗

殆盡，投資者希望瞭解中國經濟未來的路向。

圖3：佔美國和歐盟電子產品進口份額(%，12個月移動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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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過去或未來，貿易的地位同樣重要

在這個背景下，市場認為既然中國已成為服務和消費

主導的經濟體，貿易的重要性將會或應會下降。我們

相信這是一場誤解，而且情況會剛好相反：中國在

201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不會犧牲貿易市場上

的領先地位，而過去的跨大西洋貿易區亦難以重拾往

昔的重要性。事實上，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 

引發貿易已進入冬眠狀態的說法，儘管為期短暫。 

小型的開放式經濟體缺乏大型的本土市場做緩衝，因此

在該段期間所受的衝擊特別嚴重。在全球一體化的環

境下，它們暴露了本身的 “弱點”。

圖4：中國的貿易與經濟繁榮息息相關

信息來源：Datastream、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逝去的年代

事實上，自1950年代以來，國際之間的貿易一直穩步

增長，雖然增長步伐偶有放緩。到了2050年，花旗集

團預測全球的貨品和服務貿易市場將達到287萬億美元

的驚人規模，幾乎是2010年的八倍。同時，十大出口

國的名次已隨著時間改變，而且出現重大發展。舉例

來說，從1970年代至2000年代，美國和德國的出口 

雄踞全球首兩位，十大出口國也主要為成熟經濟體，

在1970年代，較小型的國家如瑞典和比利時也榜上 

有名。但自2010年起，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 

去年，中國的出口總值已超過2.2萬億美元，製造業超

級大國的地位無容置疑。事實上，回顧過去三十年，

中國經濟騰飛全依靠這個領先地位，才可吸引海外 

投資流入製造業的基礎建設，每年創造數以百萬計的

職位，以及在過程中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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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2010年是全球貿易經歷結構性轉變的一年，

中國則處於轉變的核心，而且意義遠不止於貿易國排

名的高低。首先，貿易聯通可說是較雙邊關係來得 

重要，因為貿易涵蓋的價值鏈相當複雜，除供應商、

生產商、船運公司和最終消費者外，還牽涉其他不同

環節。地域方面，據德意志銀行的資料顯示，跨大西

洋貿易在1980年代中非常興盛，佔全球貿易量的 

10%，但其後比例已銳減一半。在2010年，由於歐洲

在許多方面已加強融合，歐洲區內貿易已成為全球 

最大的單一貿易市場，佔全球總貿易量約五分之一。

到了2030年，預期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區貿易將涵蓋

全球貿易超過16%。換句話說，全球貿易正經歷結構

性轉變，在未來十年將重塑全球商業運作的面貌。

圖6：貿易聯通：現在與未來

信息來源：花旗集團、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圖5：中國躍升至全球貿易排名首位 

信息來源：世界貿易組織、美國經濟分析局、花旗集團、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 按2010年恆值美元計算

1970年

排名 国家 出口(十億元)* 占全球%       

1 美国                    188 13.6%
2 德国                    149 10.8%
3 英国                    84 6.1%
4 日本                    84 6.1%
5 法国                    79 5.7%
6 加拿大                    73 5.3%
7 荷蘭                  58 4.2%
8 意大利                    57 4.2%
9 比利時                    50 3.7%
10 瑞典                    30 2.1%

2010年

排名 国家 出口(十億元)* 占全球%       

1 中国 1578 10.4%
2 美国 1278 8.4%
3 德国 1269 8.3%
4 日本 770 5.1%
5 荷蘭 572 3.8%
6 法国                    521 3.4%
7 韓国                  466 3.1%
8 意大利 448 2.9%
9 比利時 411 2.7%
10 英国 40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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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瞭解中國人力資本迅速提升，

將對中國未來出口產品的組成產生重大影響。從多 

方面來看，已有強烈證據顯示這個趨勢正在發生。 

首先，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資料顯示，在2011年，

中國有超過118,000名居民獲得相等的專利權，讓其 

成為全球擁有最多專利權的第三大國家，地位超然。 

其次，雖然研發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仍然落

後於其他經合組織國家，但自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

在這方面提供的補貼已增長最少四倍，反映中國政府

在努力不懈地推動研發。

 

中國政府致力推動研發，也促使相信 “硬著陸” 的人士 

提出另一個普遍問題：政府的資助政策過去已導致經濟

失衡，例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大部分與固定資產 

投資相關。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比例偏高，長期以來

令人擔憂，如果住房建造活動大幅減少，便會對中國

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據我們所觀察，隨著住房興建大幅增加，房地產市場

出現調整，政府也重新聚焦於基礎設施。雖然運輸和

能源基礎設施主要集中於沿海地區，但中國的中西部

地區具備進一步投資的龐大潛力。事實上，有關討論

已不再局限於地區比較的層面。儘管中國近年已興建

不少大型的運輸基礎設施，但有關比率仍然偏低(例如

地鐵和鐵路網絡的密度)，因此有評論認為應進一步增

加有關方面的投資。

圖7：基礎設施開支上升，將取代房地產的地位

信息來源：野村、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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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發揮成效的證據

對整個經濟體系進行如此幅度的轉型，中國可以借鑒

哪個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可以借鑒歐洲。在

2014年夏季，金融市場對歐洲主權債券的定價，回歸

至歐元區危機前已久的水平，間接等同宣佈危機已經 

結束。與此同時，若干歐洲國家的失業率與歷史水平

比較仍然偏高，15至29歲的失業率尤其嚴重。曾有 

大量學術報告指出，年輕失業率會造成 “工資創傷”， 

即在工作早年遭逢失業的人士，其往後的收入水平將

會偏低。因此對歐洲來說，降低年輕失業率並非一項

短期的週期性任務，不可在失業率回落後便把問題 

“置之不理”。相反，歐洲各國政府在未來幾十年將面對 

一個問題：某一代人需要艱苦奮鬥，才可恢復其應有

賺取工資的能力。

圖8：在成本上漲的環境下，中國經濟正逐步轉型

信息來源：德意志銀行、經合組織StatsExtracts數據庫、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中國的生產成本是否已經變得昂貴?

批評中國的人士認為隨著低成本生產國的數目日增，

中國工資上漲最終會導致其失去競爭力。事實上，只要

生產者能把價格的升幅轉嫁最終消費者，生產成本上

漲本身不會造成經濟問題。概括來說，生產過程涉 

及增值部分較多的國家，與依靠進口元件進行生產的

國家，成本上漲對其影響的差異重大，而中國在轉口

製成品前，主要的工序局限於組裝。據經合組織的 

資料顯示，在過去多年，中國佔出口產品最終價值的

比例正逐步增加。在中央政府的改革措施下，這個過

程勢必加快，因為有關改革旨在向經濟逐步引入市場

影響力，並減低國有企業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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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年齡介乎15至29歲，並非在學或就業的青年佔這個年齡組別的%，2014年7月

圖9：启动改革后青年失业率的变动(按年數)

信息來源：Bouies et al、經合組織2012年3月研究報告、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a) 以5%的統計學顯著性水平進行模擬。

b) 以1%的統計學顯著性水平進行模擬。

信息來源：國際勞工組織、經合組織、德意志銀行、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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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消費產業相關的新科技普及，將帶來龐大的增長潛力 

信息來源：花旗集團、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幸而，有大量證據證明提升勞動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措

施，能有效降低青年的失業率，儘管須待三至五年才

見成效。由此可見，中國改革的目標是提升國有企業

的效率，可望逐步扭轉生產力下降的情況。然而，我

們不能忽視國企改革對就業情況構成的衝擊，因此需

要民營企業介入，吸納部分下崗的勞工。在這個 

過程中，中國著力開放和讓新業者加入的 “新產業”， 

例如醫療、零售和媒體，預料將會逐步擴張。隨著 

中國互聯網滲透率上升、流動付款的新技術面世， 

以及深化基礎設施的支持，中國十年後的經濟將不可

同日而語。 

除開放市場(讓民企與現有國企競爭)外，國企改革 

的核心目標是實現混合所有制。中國的化工、藥業、 

建造、物料、銀行、電信和能源產業內的龍頭國企均

已宣佈計劃調低國家所持的股權。同時，不少國企也

提出加強企業監管及／或重組業務的計劃。上述措施

將有助企業精簡業務，使其更具效率，但短期來說，

我們可以預計這些措施反而會拖慢整體經濟增長。 

中國經歷過去的國企重組浪潮後，已變得更為強大。

只要中國繼續同步進行其他改革，例如金融體系的 

重組(我們將在下文討論這點)，我們仍有信心中國可

獲得新的靈活性，以抵御經濟調整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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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中國佔全球影子銀行的比例甚低

信息來源：金融穩定理事會、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影子銀行帶來的挑戰

美國曾經歷次按危機，罪魁禍首是規管寬松和金融業

缺乏監督，在各類創新金融產品的推波助瀾下，造成

一場 “完美風暴”，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對此仍然記憶 

猶新。在這背景下，影子銀行經常被視為中國經濟面

對的一項大風險。事實上，影子銀行的概念與 “傳統 

銀行” 相似，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兩者同樣包

含風險轉化的過程，即由存款(安全資產)轉化成貸款 

(風險資產)。影子銀行與受規管銀行的不同之處，在於

其一般不能從內部提供資本緩衝，以抵銷虧損。基於

這個重要原因，加上中國影子銀行的規模迅速擴張 

(估計總規模約介乎20萬億至40萬億元人民幣)，將使

市場日益憂慮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

影子銀行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事實上，中國的影子

銀行很可能只佔全球影子銀行總資產的一小部分。 

中國當局已採取大量措施，以減慢影子銀行的增長步

伐和帶領這個產業 “走出陰影”。舉例來說，據BCA 

Research的資料顯示，信託公司的數量由1980年代超

過700家跌至目前估計約70家。市場憂慮影子銀行體

系內的產品出現廣泛違約，而且普遍預期2014年夏季

將爆發違約潮，但有證據顯示這些產品的違約情況根

本並不嚴重。這部分是由於人民銀行善於管理市場流

動性，但同時也因為中國貸款的組成部分看來已逐步

由影子銀行體系轉向傳統銀行借貸。

然而，如何最妥善地把影子銀行與正式受規管的金融

體系融合，最終實現資本融資可根據市場自主定價 

適時和安全地進行，將是決策官員未來數年的一項 

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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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的發展是關鍵

我們認為，上述各項問題均與人民幣擔當的角色息息

相關。人民幣持續國際化，最終可望在中期實現全面

可兌換和儲備貨幣地位。但這對中國和上文提述的 

初步挑戰(提升生產力)有著什麼意義？

從國際經驗來看，開放金融業(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最終

將有助推動總要素生產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人員在其

研究中指出，放寬資本賬戶限制將可促進新技術流入經

濟體系。與此同時，當經濟發展處於某個階段時，相關 

經濟體系最好利用浮動匯率制度作為抵御衝擊的工具。

另外，也有證據顯示，提早採用不同程度的資本管制亦

有助迅速增長的國家抵御同樣的衝擊。

我們認為中國現時正處於轉折点。當參考國際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歐洲國家(例如瑞典、法國、 

意大利、德國和西班牙)在1990年代仍然維持若干形

式的資本管制。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相信，

歐洲貨幣聯盟在1990年7月1日實施後，可為資本賬戶 

自由化提供催化動力。

我們曾在上文指出中國正面對提升生產力的挑戰， 

現在我們會探討這個問題。藉著國際市場的力量(不單

是製造業出口，也包括資本流動)，中國的持續改革措

施將變得更為鞏固。為此，中國銀行建構了一項專屬

指數，以反映人民幣國際化的整體步伐。中國銀行 

跨境人民幣指數可監察不同的資金流向(例如外國直接

投資、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在中國境外的使用等)。

事實上，這項指數顯示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自2011年

12月以來已提升一倍。目前，香港仍然是境外人民幣

的主要使用地區，但這個情況也正在轉變。長遠而

言，中國銀行和瑞士寶盛預期香港將繼續是人民幣的

主要中心，但在實現完全可兌換前，人民幣在亞洲以

外地區的地位將會顯著提升。 .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

圖13：中國銀行跨境人民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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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視野

中國的高資產淨值人士有何目標和期望？他們如何 

看待與私人銀行之間的關係？對金融風險和回報抱有

什麼態度？

這是第一份聚焦中國的同類型報告，瑞士寶盛和中國

銀行將探討以上和其他問題，調查範圍涵蓋國內超過

30家中國銀行私人銀行支行。鑒於這份報告第一章

提出的各項問題，進行這次調查的時間特別具意義。

特別是，中國經濟國際化已進入另一個階段，不再 

局限於全球最大型出口國的地位，而在全球金融市場

發揮更大作用，因此，中國的高資產淨值人士正擔當

更重要角色。

本報告提供獨特的分析，解讀誰是中國新一代的富裕 

人士、他們的世界觀是什麼，以及財富管理人在他們

的生活中擔當什麼角色。

私人銀行客戶調查概覽

在2014年6月，我們進行了一項具啟發性的調查，通

過面談(每次面談歷時約20分鐘)訪問了200名中銀

私人銀行的客戶。調查結果涵蓋北京、上海和深圳等 

大都會、重慶等經濟中心，以至西部省份青海，反映

中銀私人銀行全國客戶就相關課題的觀點。

企業家尋求財富管理建議

在本報告中，我們首先概述調查的受訪對象。綜觀 

來說，大部分的受訪者均為企業家，走在中國創富 

道路的前端，承擔著個人和企業風險，致力實現其財

富目標。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是(通過個人業務或其他

方式)從事某些工作。換言之，幾乎所有人士都不會

把全部時間用於管理財富，而是會主動向私人銀行 

尋求協助。

他們的平均年齡為45歲，男女比例約各佔一半，當中

六成在過去兩年是中銀私人銀行的客戶。除在中國 

銀行持有主要賬戶外，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與國內的 

其他銀行保持往來。鑒於中國銀行的產品和服務範疇

全面，客戶會採用廣泛類型的產品，例如信用卡、 

保險產品，以至結構性產品。展望未來，客戶表示對

另類投資和中國境外的投資機會感到興趣。 

中國的私人銀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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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調查受訪者概覽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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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為何選擇中國銀行的私人銀行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在選擇中國銀行服務的受訪者中，只有

小部分是完全基於別人推薦或本身已經與中國銀行建 

立關係的原因而做出決定。相反，客戶普遍認為中國銀 

行提供的金融產品和一系列增值服務具有領先地位， 

而品牌定位和量身定做服務是客戶選用中國銀行的 

第三大原因。由此可見，客戶會自行分析產品和服務

是否合適，而且在選擇主要私人銀行前應會評估其他

銀行的實力才作決定。

 

圖2：您在選擇私人銀行時考慮哪些因素？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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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這情況反映中國私人銀行市場的競爭激烈。然而，大部

分客戶與中銀私人銀行建立關係後，便會期望客戶經理

提供投資意見。事實上，當被問及最希望客戶經理具備

什麼特質時，受訪者表示金融產品知識最為重要。

您對客戶經理有什麼期望？

調查結果發現，中銀私人銀行客戶認為客戶經理的主要

職能是投資專家，而有關理財規劃、教育、慈善或其他

範疇則重要性較低。然而，信任是彼此關係的重要 

支柱。客戶對客戶經理幫助其解決投資問題和進行分析

的期望非常高。同時，客戶傾向以絕對回報判斷每一項

投資，多於考慮整體投資組合的表現。大部分中銀私人

銀行的客戶期望客戶經理提供的投資意見能幫助他們 

維持優質的生活水平。其次(非常接近的第二項目標) 

是提供財務回報，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比例較低

的第三項目標是賺取收益，以支持其企業的發展。

圖4：您希望通過投資回報實現什麼目標？

圖3：您為何選用中銀私人銀行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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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客戶是具有信心的投資者

中銀私人銀行的客戶普遍有信心實現投資目標。就資

產選擇來說，結構性產品、基金和房地產是最熱門的

三大投資工具。中國境外股票是最少客戶選擇的投資

工具，而大宗商品、私募股權和期貨同樣不受追捧。

同時，客戶看來對外匯交易和內地股票特別喜好。 

最受歡迎的結構性產品是提供固定回報的保本產品。

展望未來12個月，受訪者重申其有意投資於結構性 

產品，對房地產則興趣較低。  

圖5：客戶對實現投資回報的信心

圖6：客戶喜愛哪些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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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客戶也表示對外匯較感興趣，對內地股票則稍

有保留。在未來一年，有44%的受訪者表示有興趣進

行跨境投資，有意在中國境外購買房地產的人數比例

也相若。投資目的地方面，大部分中銀私人銀行客戶

對美國投資感興趣，其次是香港、澳洲和歐洲。截至

2014年6月底，受訪者認為黃金具有長期價值，是一

項安全資產，但預料短期內升幅有限。同樣，房地產、

藝術品和古董仍然是受訪者喜好的長期投資。

圖7：在未來12個月會考慮的投資項目

圖8：在未來12個月進行跨境投資的興趣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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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未來12個月最具前景的金融投資目的地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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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

亞洲高端生活

瑞士寶盛在2011年撰寫首份 財富報告：亞洲》，並同時

推出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涵蓋香港、上海、孟買

和新加坡四個地區共80項數據(每個城市20項價格)。 

我們的目的是構建一籃子貨品與服務，以密切反映亞

洲高資產淨值人士的生活水平。除部分數據外，用作

構建指數的所有價格都具有本土和國際的供求因素。

舉例，律師費用就是例外之一。如果您居於某個司法

管轄區，並需要一位可在區內執業的持牌律師為您提

供服務，則海外法律服務的供求情況將對您的成本沒

有太大甚至全無影響。 

任何經濟體系都具有非貿易的項目，例如在日常生活 

範疇：理髮，或聘請別人帶寵物狗散步的費用等。無論 

以什麼標準衡量，一般用作區分非貿易與貿易範疇的 

界線已逐漸變得模糊，因為高資產淨值人士的選擇越來

越多，可在世界各地消費。舉例，居於香港的高資產 

淨值人士可選擇前往台北，享受高端(和成本較低)的 

醫療服務。整體來說，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可作為一

個起點，讓我們更深入分析亞洲高端生活的轉變，繼而

引發進一步的提問、分析和思考。

教育成本持續上升

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在2013年的財富報告，訪問 

了亞洲首屈一指的美容皮膚科醫生和葡萄酒專家， 

讓讀者進一步瞭解有關行業在亞洲的發展趨勢。基於

同一個原因，本年的財富報告選取了高等教育做為研

究專題。一如以往，頂尖大學的學費繼續以雙位數字

的幅度上升(本年增長22%)。為子女籌劃未來(財務上

和其他方面)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許更是

高資產淨值人士一項最重要的長期挑戰。

在2013年，我們把調查涵蓋的城市由4個增加至11個，

並開始搜集數據，致力使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成為一

個能適當反映泛亞洲情況的指標。在2014年，我們搜

集了兩組220項數據(如果細分為美元和本土貨幣，則

數據的數量將增加一倍)，以比較2013年與2014年之間

的變動。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也是瑞士寶盛高端生

活指數首次出現跌幅的一年(以美元計)，亞洲的高端

生活成本較2013年有所回落！

原有指數及其他數據

為保持連貫性，我們先按原有的方式呈列指數(四個 

城市)。在我們搜集數據期間，香港、新加坡、孟買和

上海的標準通貨膨脹平均為4.5%。期內，瑞士寶盛 

高端生活指數以美元計下跌6.9%，以平均本土貨幣計

則僅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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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裡昂證券、瑞士寶盛

是什麼原因導致上述結果？首先，房價佔指數的比重

30%。孟買和香港的高端住宅價格下跌，但新加坡 

和上海則大致平穩。以美元和盧比計，孟買的高端 

房價均大幅下滑。平均來說，若把四個城市所有20個

項目比重均等來計算(藉此減低房價對指數的偏高 

影響)，指數以本土貨幣計下跌3%，以美元計則下跌 

6%。此外，孟買的價格大幅波動，拖低了調查的 

整體結果：如果只根據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的數據，

以本土貨幣計的簡單平均按年變動大致持平。

圖1：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以美元計) — 香港、新加坡、上海、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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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熱圖

今年，涵蓋四個城市的指數受異常價格變動的影響 

頗大，項目之間的價格差異甚大。上海高端酒店套房

在年內的價格大幅回落，但香港的酒店套房價格則 

上升10%。在全部四個城市，2000年拉菲(Lafite 

Rothschild)葡萄酒的價格都顯著回落，例如在香港便

下跌28%。在孟買，婚宴的價格下跌了32%，但在 

新加坡則上升14%。如果由原有四個城市增加至涵蓋

台北、雅加達、馬尼拉、首爾、吉隆坡、曼谷和東京，

價格的差異便更加明顯。或許通過以上的變動熱圖，

我們便能最有效說明各項目在2013年至2014年期間的

價格變動(以本土貨幣計)。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圖2：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 — 成本變動(%，2014年對比2013年成本)，以本土貨幣計

香港 –15% –14% 3% 10% 2% –29% 0% 43% –5% –5% –28% –16% –12% 0% 8% 0% 5% 2% 8% 22%

新加坡 –9% –1% 14% –10% –14% 3% –29% –35% 0% 0% –16% –20% –8% 0% 1% 13% 12% 0% 12% 26%

上海 –19% 0% 1% –31% 8% 0% 0% –50% 9% 9% –22% –16% 28% 0% 1% –4% 1% 7% 7% 21%

孟買 –11% –17% –32% –13% –16% 25% –35% 0% 9% 10% –7% –17% –34% –1% 3% –9% 0% 15% 20% 35%

台北 –23% –13% 5% –10% 13% 12% 0% 0% 0% 0% –5% –1% –20% –17% 0% 20% –13% 10% 13% 27%

雅加达 –42% 24% 26% –6% 26% 4% –22% 24% 21% 27% 19% –38% 35% 14% 19% 7% 5% 10% 27% 43%

马尼拉 4% 0% –13% 19% 0% 15% 6% –4% –9% –9% –2% 5% 9% 0% –4% 6% 4% 15% 18% 33%

首尔 –28% 22% 8% 19% –1% –19% –21% –5% 5% 5% 0% 8% 23% –12% –23% 20% 0% 5% 8% 22%

吉隆坡 –25% 0% –19% 16% 9% 29% 1% 12% 0% 0% 0% –50% 2% –11% 6% –9% 11% 13% 16% 30%

曼谷 –17% 0% –4% –12% –17% 11% –19% –13% 8% 8% –19% 5% 4% 6% 9% 0% 0% 2% 15% 29%

东京 –33% 11% 9% 16% 0% 3% –5% –49% 0% 0% 0% –2% –35% 3% 13% 0% 18% 11% 28% 44%

商务客位 

机票

住宅物业 婚宴 酒店套房 植牙 医院 高尔夫 

俱樂部会籍

律師 手表 女士手提包 葡萄酒 珠宝 男士西装 面部 
美容程序
（Botox）

钢琴 汽车 雪茄 女士鞋履 寄宿学校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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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11個城市的高端生活指數

按涵蓋11個城市的數據，並利用原有指數的比重 

 (物業佔30%、高端汽車佔10%，余下18個項目佔同等

比重)計算，則擴大涵蓋範圍後的瑞士寶盛高端生活 

指數在2014年以美元計下跌5.3%，以本土貨幣計則 

上升1.1%。在11個城市中，有5個的平均物價以本土 

貨幣計錄得升幅，當中包括東京，而且當地物價的 

升幅頗為明顯。東京的情況特別值得注視，是因為 

日本正在推行 “安倍經濟學” 政策，其主要目標是帶領

日本從通貨緊縮走向通貨膨脹。我們將在下文挑選個

別項目作重點分析。

圖2：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 — 成本變動(%，2014年對比2013年成本)，以本土貨幣計

香港 –15% –14% 3% 10% 2% –29% 0% 43% –5% –5% –28% –16% –12% 0% 8% 0% 5% 2% 8% 22%

新加坡 –9% –1% 14% –10% –14% 3% –29% –35% 0% 0% –16% –20% –8% 0% 1% 13% 12% 0% 12% 26%

上海 –19% 0% 1% –31% 8% 0% 0% –50% 9% 9% –22% –16% 28% 0% 1% –4% 1% 7% 7% 21%

孟買 –11% –17% –32% –13% –16% 25% –35% 0% 9% 10% –7% –17% –34% –1% 3% –9% 0% 15% 20% 35%

台北 –23% –13% 5% –10% 13% 12% 0% 0% 0% 0% –5% –1% –20% –17% 0% 20% –13% 10% 13% 27%

雅加达 –42% 24% 26% –6% 26% 4% –22% 24% 21% 27% 19% –38% 35% 14% 19% 7% 5% 10% 27% 43%

马尼拉 4% 0% –13% 19% 0% 15% 6% –4% –9% –9% –2% 5% 9% 0% –4% 6% 4% 15% 18% 33%

首尔 –28% 22% 8% 19% –1% –19% –21% –5% 5% 5% 0% 8% 23% –12% –23% 20% 0% 5% 8% 22%

吉隆坡 –25% 0% –19% 16% 9% 29% 1% 12% 0% 0% 0% –50% 2% –11% 6% –9% 11% 13% 16% 30%

曼谷 –17% 0% –4% –12% –17% 11% –19% –13% 8% 8% –19% 5% 4% 6% 9% 0% 0% 2% 15% 29%

东京 –33% 11% 9% 16% 0% 3% –5% –49% 0% 0% 0% –2% –35% 3% 13% 0% 18% 11% 28% 44%

商务客位 

机票

住宅物业 婚宴 酒店套房 植牙 医院 高尔夫 

俱樂部会籍

律師 手表 女士手提包 葡萄酒 珠宝 男士西装 面部 
美容程序
（Botox）

钢琴 汽车 雪茄 女士鞋履 寄宿学校 大学



馬尼拉
5,486 (–4%)

雅加達
5,369 (–51%)

吉隆坡
4,750 (–30%)
孟買
4,224 (–20%)

東京
3,932 (–44%)

曼谷
4,077 (–22%)

首爾
7,712 (–28%)

香港
7,180 (–15%)

上海
6,915 (–18%)

台北
6,746 (–27%)

新加坡
6,521 (–12%)

平均
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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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飛行 

我們搜集了亞洲各城市前往倫敦和紐約的正價來回商

務客位機票價格，然後計算整體的平均值。有關數據

涉及五家網絡覆蓋全球的航空公司，而部分航班需要

中途停站。從我們的指數可見，相關機票價格的按年

變動頗大，而去年也出現類似情況。亞洲各城市的平

均價格約為5,700美元。以美元計，價格跌幅最大的是

雅加達和東京出發的機票。

圖3：商務客位機票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香港
38,631,268 (–14%)

上海
15,350,732 (1%)

新加坡
12,888,024 (–5%)

雅加達
2,745,411 (6%)

吉隆坡
2,808,164 (–7%) 

平均
9,078,058

馬尼拉
1,903,691 (–8%)

曼谷
2,000,228 (–6%)

東京
7,045,286 (–7%)
台北
6,529,266 (–17%)
孟買
5,743,241 (–25%) 

首爾
4,213,32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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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住宅物業

炙手可熱的房產 

今年，在11個城市中，有3個城市的高端物業價格以 

本土貨幣計錄得跌幅，而雅加達、首爾和東京則錄得 

雙位數字增長。物業價格最昂貴的城市仍然是香港， 

而且大幅高於其他城市。在2014年(最少在首六個月)，

全球的投資者都注視中國物業市場的調整幅度。我們 

卻發現上海優質高端物業的價格堅挺。而日本物業價 

格的升幅非常明顯，自1990年代初以來，當地的物業 

市場一直以平穩見稱。價格下跌的城市方面，孟買的 

跌幅大於香港，由於盧比兌美元貶值，使其跌幅更 

為嚴重。綜觀來說，亞洲的物業市場出現重大變動， 

例如曾經盛極一時的日本房地產市場又再度復蘇。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東京
130,956 (–8%)

上海
129,964 (1%)

香港
114,155 (2%)

首爾
102,992 (8%)

孟買
94,437 (–39%) 

新加坡
78,633 (10%)

平均
77,038

台北
40,830 (0%)

馬尼拉
45,064 (–20%)

曼谷
30,003 (–10%)

雅加達
46,806 (8%)

吉隆坡
33,58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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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婚宴

儘管日元走弱，但在東京一家頂級酒店舉行可容納 

250人的婚宴，價格仍屬指數涵蓋的城市中最昂貴。

事實上，對比同等級別的亞洲酒店，指數挑選的東京

酒店的宴會廳可容納250人， 而亞洲其他城市的同級

高端酒店宴會廳則可容納雙倍人數。在我們的指數中，

大部分城市的婚宴價格都越來越昂貴，而且這個趨勢

自2011年推出原有指數時已經存在。然而，婚宴受 

潮流和趨勢所影響，我們不能排除將來會流行形式較 

簡單，氣氛較親密的婚宴。現時，準備結婚的新人都 

希望在這個特別日子大排筵席，因此大部分亞洲城市

的大型高端酒店都能夠收取高昂的價格。

圖5：婚宴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馬尼拉
345 (9%)

曼谷
342 (–17%)

香港
837 (10%)

東京 
884 (–3%)

台北 
617 (–14%)

上海
533 (–31%)

新加坡
498 (–13%)

孟買
161 (–22%) 

首爾
267 (19%)

平均
455 

雅加達
321 (–20%)

吉隆坡
19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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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無需預定

情況與婚宴一樣，在東京五星級集團式酒店入住一晚

行政套房的價格最昂貴。如考慮到日元匯價的變化，

同一間套房的美元價格在今年只下跌3%。香港排名 

第二，一晚套房價格為837美元。我們預料亞洲的國際

高端旅遊將變得更多元化。我們的消費研究夥伴益普索

認為，服務較貼心的精品酒店正積極爭取高資產淨值

客戶。雖然知名高端酒店的設施顯然能吸引商務旅客，

但提供個人化服務(並就此收取額外費用)的高級精品

酒店在未來也將與高端酒店直接競爭。

圖6：酒店套房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上海
1,113 (1%)

曼谷
594 (5%)

新加坡
463 (–1%)

香港
458 (–29%)

台北
222 (7%)

首爾
379 (–19%)
馬尼拉
311 (6%)

雅加達
120 (–11%)

吉隆坡
393 (20%) 

孟買
410 (13%) 

平均
444 

東京
42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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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醫療

高資產淨值人士從居住國家前往世界各地接受頂級 

醫療服務不是一個新趨勢。或許令人感到詫異的是，

在 名亞洲地點曼谷的住院費用迅速上升，現時排名

已僅次於上海。誠然，我們的指數只量度非常基本 

的治療(因發熱而住院一晚，但所住房間屬最高級)， 

未有考慮醫療服務範圍的複雜性。隨著亞洲人口結構

逐步轉變，高端醫療的需求在未來幾年只會不斷上升，

為曼谷等醫療發展完善的城市帶來機遇與挑戰。

圖7：醫院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香港
31,948 (–5%)

東京
30,309 (–16%)

台北
33,520 (–4%)

馬尼拉
31,994 (–17%)

雅加達
32,673 (3%)

吉隆坡
32,991 (–7%) 

孟買
34,054 (–2%) 

上海
46,133 (9%)

新加坡
35,976 (–3%)

首爾
42,133 (5%)

曼谷
38,010 (2%)

平均
3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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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貴手錶

自2011年以來，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一直使用勞力士

Day Date II 41毫米蠔式金手錶做為名貴手錶的參考。

在11個亞洲城市中，2014年該手錶的平均價格為

35,431美元，價格變動相對輕微，只有雅加達例外：

該手錶的本土貨幣價格顯著上升，使其美元價格維持

於33,000元的水平。這反映了有關產品本身的定價 

能力，是真正高端產品的象徵。我們的消費研究夥伴

益普索確認，在部分情況下，國際 名品牌會維持 

產品的參考貨幣價格不變，並由消費者 “承擔” 匯率 

引起的價格波動，藉此抵御本土貨幣的變化。

圖8：手錶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馬尼拉
3,405 (–10%)

台北
2,948 (–10%)

上海
4,285 (–21%)

新加坡
2,844 (–19%)

孟買
3,345 (–16%)

雅加達
2,852 (2%)

平均
2,816

香港
2,704 (–28%)

曼谷
2,739 (–24%)

東京
2,153 (–16%)
首爾
1,873 (0%)
吉隆坡
1,8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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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滿的杯子

在2013年的《瑞士寶盛財富報告：亞洲》， 名的 

葡萄酒專家認為隨時間過去，2000年拉菲(Lafite 

Rothschild)等名酒將不會像過往般備受追捧，因為 

亞洲的葡萄酒鑒賞家已懂得發掘世界各地大量不同的

美酒佳釀。雖然名酒總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尊崇地位，

但一酒獨大，價格升至天價的情況將不再復見。在這

背景下，2014年的數據顯示在指數涵蓋的所有城市

中，幾乎全部都錄得價格下跌。2000年拉菲葡萄酒仍

然價值不菲，每瓶售價高達2,816美元，但一如指數內

其他項目，我們預期隨著亞洲的高端消費模式不斷改

變，現有產品面對的競爭將日趨激烈。

圖9：葡萄酒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上海
1,373 (1%)

香港
876 (0%)

首爾
618 (–12%)

曼谷
598 (0%)

馬尼拉
172 (–8%)

東京
317 (–13%)

新加坡
342 (–3%)

雅加達
355 (–3%)

台北
412 (–20%)

吉隆坡
458 (–17%) 

孟買
287 (–11%) 

平均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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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有價

根據製造商的數據顯示，2013年Botox的全球銷售 

接近20億美元。這項美容程序已變得非常普及，也許

已不完全符合高端產品的定義。與2013年的數據 

一樣，Botox收費最低的地點是馬尼拉，每項程序只需

172美元，僅是上海高端私人診所收費的12%。在蕓蕓

指數項目當中，Botox的價格在今年變動輕微。在11個

城市中，有5個城市的Botox價格幾乎全無變動。這與

我們在高端醫療服務供應商所見的情況一樣，醫療服

務發展完善的城市在未來數年將面對更激烈的競爭。

圖10：面部美容程序(Botox)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香港
1,149 (5%)

東京
979 (–1%)

台北 
1,080 (–17%)

首爾
1,170 (0%)

雅加達
1,042 (–10%)

孟買
837 (–10%)

吉隆坡
1,435 (3%)

新加坡
1,285 (8%)

上海
1,483 (1%)

馬尼拉
1,427 (–5%)

曼谷
1,432 (–6%)

平均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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縷縷輕煙

我們在此暫且不討論健康風險的問題。事實上，很少

產品能像名貴雪茄一樣，代表著悠久、傳統的高端 

消費。因此自高端生活指數推出以來，我們一直追蹤

25支盒裝Cohiba Siglo VI雪茄的價格。以本土貨幣計，

該雪茄在亞洲的平均價格上升約3.7%。值得注意的是，

吉隆坡的雪茄價格(以本土貨幣計)顯著上升11 %，以日

元計算，東京的雪茄價格去年升值近18%。

圖11：雪茄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香港
708 (2%)

平均
647

雅加達
724 (–6%)

上海
953 (8%)

新加坡
712 (–3%)

東京
709 (–6%)

孟買
594 (4%)

曼谷
623 (–4%)

馬尼拉
584 (5%)
首爾
563 (5%)
吉隆坡
499 (5%)
台北
453 (5%)

39

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財富報告：亞洲

邁步向前

在今年的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中，大部分價格在 

某些城市都錄得跌幅(不僅因為匯率波動)，但經典

Louboutin pump 85mm女裝高跟鞋的價格卻相當堅

挺，值得我們留意。以本土貨幣計，Louboutin pump

的平均價格較去年上升三分之一，看來其已被納入 

亞洲高端消費產品中 “必不可少” 的組別。在新加坡， 

該高跟鞋的價格並無上漲，基本價格是900新加坡元，

接近價格範圍的上限，精明的消費者或會前往台北 

購買，因為在當地同款Louboutin高跟鞋的售價僅約 

為453美元。

圖12：女士鞋履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2014 年價格 (美元)          2014 年相比 2013 年的價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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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高端生活指數

經濟繁榮的脈搏：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高端生活指數

在本年度的財富報告中，我們推出全新的高端生活 

指數，擴大我們追蹤亞洲高端生活的範圍。新的瑞士

寶盛 — 中國銀行高端生活指數聚焦中國新一代富裕 

人士，即帶領經濟轉型和增長的企業家。這項年度指

數有助投資者分析中國四個主要經濟區(涵蓋12個主要

城市)，總人口約1.53億人的消費趨勢。預料在未來幾

十年，這些城市將成為中國消費轉型的中心。在此，

我們很榮幸聯同中國銀行發表首次的調查結果。

推出全新指數

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高端生活指數涵蓋北京、天津、

大連、南京、上海、無錫、廣州、江門、惠州、重慶、

成都和西安12個城市的八個消費項目。這些城市分別

被劃分為四個區域：環渤海經濟圈、長江三角洲經 

濟區、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和中國西部新興開發區。 

新指數挑選的項目旨在反映中國的 “當地” 消費成本。

原有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則蓋涵某些具國際元素的

消費成本，例如教育和旅遊(受國際元素影響較低)。

這項中國指數的成分包括內陸頭等機票(以北京為目 

的地，而北京則以上海為目的地)、新公司註冊、 

植牙、住院、高爾夫俱樂部會籍、酒店套房、高檔 

房產和婚宴的費用。這些項目與原有指數的追蹤範圍

相輔相成。因為中國高資產淨值人士出國的人數不斷

增加，熱門的旅遊購物和國際行銷的貨品(雪茄、鞋履

和手錶)看來對新指數的參考價值不大。由於2014年 

是我們首次收集有關數據，我們以城市和地區比較的

方式呈列調查結果。在未來幾年，我們將追蹤有關價格

的變化，揭示相關變動帶給我們的啓示。

瑞士宝盛 — 中国银行高端生活指數

環渤海经济圈 
北京     天津      大連

长江三角洲经济圈 
南京     上海     无錫

珠江三角洲经济區 
广州     江门      惠州

中国西部新兴開发區 
重庆     成都     西安

公司注冊 

植牙 

头等机票 

高尔夫俱樂部会籍 

住院 

酒店套房 

住宅物业 

婚宴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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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瑞銀投行、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圖1：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高端生活指數覆蓋地區

概況

從初步結果可見，在四個區域中，部分項目的價格 

顯著差異。舉例來說，公司註冊和植牙價格受到較嚴

厲的規管，因此變動輕微。另一方面，這12個城市的

高爾夫俱樂部會籍、物業、住院和婚宴價格卻顯著 

不同。平均價格最高的是環渤海經濟圈、其次順序是

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西部新興開發區。整體 

排名方面，北京、上海和廣州名列首三位。而無錫、 

西安和江門的平均價格則最低。相反，整體價格最高

的城市反而是頭等機票最便宜的城市 — 從重慶和惠州

出發的頭等機票價格，較航程相若的從北京和上海出

發頭等機票貴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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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渤海經濟圈：制定政策的核心

環渤海經濟圈以中國首都北京為中心，因此是制定 

政策的核心地。據2012年的數據顯示，該經濟圈的 

人口超過4,000萬人，當中半數居於北京。在該 

經濟圈內，北京的高端物業價格最高(接近人民幣

7,000,000)，而酒店套房在調查城市中也屬最昂貴。

大連和天津的高端高爾夫度假村價格較吸引(約為北京

的三分之一)，而高端住房的價格也較便宜。頭等機票

方面，北京在12個城市中價格最低。值得注意的是，

住院費用(在頂級地方醫院私人病房治療發熱的一晚 

費用)以大連最為便宜，價格較北京低超過一半。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圖2：高端生活指數 — 環渤海經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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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從外灘看區內繁華

上海的物業價格與北京相近，是長三角地區內三個城市

之冠。上海是一個國際都會，物價也與它的地位相稱：

高端醫院和婚宴在指數範疇中屬費用最高。無錫是 

新興的大都市，居民約有600萬人，情況與環渤海經濟

圈的大連相近。事實上，在過去十年，無錫人口的增

幅已超越北京和上海，增長近50%至最少600萬人。

假如無錫與上海的差距就如大連與北京的差距， 

則我們預期區內較小型城市的高端物價將會迅速趕上

大都市。過去十年，中國整體上就是循著這個趨勢發

展，經濟增長和繁榮不斷向外擴張，由沿海地區一 

直向西推移。預料在中期內，這個趨勢將反映於瑞士

寶盛 — 中國銀行高端生活指數。

圖3：高端生活指數 —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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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財富的發源地

在本報告的前部分，我們談論到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

和繁榮的重要性(過去、現在與未來)。珠江三角洲是

中國過去三十年逐步發展成全球最大出口國的發源地。

這個經濟區涵蓋廣州、深圳、珠海、惠州和其他城市，

其經濟重要性不容忽視。珠三角的出口大部分先輸往

香港，然後再轉往世界各地。經濟活動促使這個地區

的物價也變得高昂：廣州的住宅物業價格名列第三，

僅次於北京和上海。江門的平均高端物價屬區內三個

城市中最低，特別是醫療費用。

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圖4：高端生活指數 —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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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益普索、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中國西部新興開發區：中國創富的前線地區

重慶、成都和西安是經濟蓬勃和發展迅速的城市，屬於

中國未來十年創造財富的前線地區。中國的全國政策

已指出，加強連接國內基礎設施非常重要，我們預料

東西部交通走廊的進一步發展將可為西部地區帶來 

最大效益。從我們的指數可見，區內的高端物業價格

最低，婚宴和高爾夫俱樂部會籍的價格也便宜。隨著

中國西部的人均收入逐步貼近沿海地區，預期高端 

生活成本也將迅速迎頭趕上。

圖5：高端生活指數 — 中國西部新興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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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中國銀行、瑞士寶盛

物業市場概況

中國的房產價格對全球影響舉足輕重，因為市場深知，

中國相當大部分的固定資產投資與住宅物業相關。 

因此，如果物業市場放緩，整體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將面對風險。事實上，在2008年至2009年期間，內地

的物業市場已從相反的角度說明這點，當時固定資產 

投資大幅飆升，在外需放緩的環境下為中國經濟提供了

重大保障。與其他資產一樣，中國的物業市場具有週 

期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物業價格最近一次 

在2012年6月跌至谷底。然而，鑒於國內不同地區的 

供需動態差異甚大，因此我們保持審慎，不便對中國

物業市場做出概括的定論。一線城市方面，我們認為 

需求將保持強勁，未來兩年的成交量將會上升。另外，

我們預料融資環境將會進一步放寬，而長遠來說，一如

三中全會的會議結果所指，市場因素將擔當更重要的

角色。

圖6：高端住宅物業價格(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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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女的未來投資

栽培下一代：亞洲家長對子女的期望 

去年，我們探討了亞洲學生如何突出自己，以增加考

進心儀大學的機會。今年，我們將轉為分析區內多個

城市的父母對子女教育和前途有什麼不同的期望、他們

願意為此做出什麼投資、他們的信息來源，以及他們

希望向下一代傳授什麼技能和價值觀。 

是次受訪的香港、中國(上海和北京)、孟買和新加坡

富裕家長超過829名。訪查家長對象為各地最富裕的

20%人口(以家庭每年收入計)，並最少有一名子女 

就學，目的是深入瞭解這些富裕家庭對瑞士寶盛高端

生活指數所覆蓋的教育費用所抱持的態度。在進行調

查期間，單是教育方面的價格便錄得雙位數字的同比

增長，顯著高於受訪市場的通貨膨脹率。 

調查問題包括：家長在培育子女方面所做出的財政投

資、他們對學校和大學的偏好、對子女事業的期望、

他們選用的信息來源，以及就他們認為必須向下一代

傳授的技能作出評分。最後，我們將會簡述今年研究

結果的重點。

亞洲家長對子女有什麼期望？

我們查詢受訪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和目標。在表示對子

女教育抱有強烈期望的家長中，以印度(82%)和中國

(85%)家長的期望最高。這些家長也表示他們已就期

望子女能夠達到的教育水平訂立明確的目標。

私校對比公校 

當問及家長是否喜歡私校多於公校時，我們發現一個

值得注意的模式(見圖1：子女就讀公校與私校對比)。

在整個就學時期，中國和新加坡受訪者對公校保持穩

定的正面評價，儘管新加坡受訪者對公立幼兒園的評價

略低。香港的調查結果則比較參差，而隨著子女成長，

家長的偏好略為傾向私校，但以整體就學時期而言，

兩者都具吸引力。孟買則呈現相反的趨勢，家長強烈

偏好私立幼兒園和小學，但這個趨勢在中學階段逆轉。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圖1：子女就讀公校與私校對比



49

瑞士寶盛 — 中國銀行財富報告：亞洲

現在和未來的成績

我們向家長查詢其子女現時的學業成績。稍後，我們把

得分與他們期望子女將來獲得的教育水平比較時，發現

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在比較各個城市時(見圖2：子女在學校取得的成績)，

中國、印度和新加坡家長表示子女主要取得A級成績，

而相對之下，香港家長則表示子女以取得B級成績 

為主。另外，我們也向家長查詢，他們期望子女最後

取得什麼教育水平。在印度和中國，超過70%的家長

期望子女將達到大學碩士或以上的教育水平，香港和

新加坡的家長普遍對子女取得學士學位已感到滿意 

 (見圖3：家長期望子女達到的教育水平)。不過，這個

情況並不適用於表示子女現時取得 “A” 級成績的家長，

當中逾60%期望子女能達到碩士或以上的水平。擁有

碩士或博士學位的香港和新加坡家長，通常期望子女

都達到相同的教育水平。 

至於中國和印度的家長則擁有較高的期望，而這是 

首次在本數據組出現的情況。不論子女成績如何(即使

取得B級，有時甚至更低)，家長都期望他們取得碩士

或博士學位。舉例來說，在印度的調查中，我們發現

家長期望A級成績子女於畢業時取得卓越成就的比率  

 (72%)，與B級成績子女的比率相若(71%)。對這些 

家長來說，他們期望子女青出於藍。在擁有學士學位

的印度和中國受訪家長中，超過70%期望子女取得 

碩士或博士學位。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圖2：子女在學校取得的成績(數据经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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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家長期望子女達到的教育水平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心儀的大學類型

另外，我們也查詢家長期望子女就讀當地大學還是海

外大學。中國(66%)和印度(74%)家長強烈偏好子女

入讀海外大學，新加坡家長則相反，對當地大學有強

烈偏好(64%)，可能由於對當地院校引以為榮。與鄰

近市場比較，香港的結果參差。雖然傾向選擇海外大

學的家長比重略高，但佔整體受訪者數目不足一半，

並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家長表示沒有偏好(見圖4：家長

期望子女入讀的大學種類和地點)。 

我們也詢問偏好海外大學的家長，他們心儀的升學 

地點。美國的大學成為首選，其次為英國，對英美兩國

的偏好顯 拋離其他地點，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

新加坡也在選擇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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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家長期望子女入讀的大學類型和地點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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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家長期望子女的收入水平超越自己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對子女未來的期望 

在瞭解香港、新加坡、中國(北京和上海)及孟買各地家

長對子女的未來事業發展期望時，我們發現整體來說，

這些富裕家長期望子女從事專業工作或自創公司。

 

在各個受訪市場中，以中國的比重最高，超過73%家長

表示希望子女從事專業工作，而期望子女自創公司 

的則有57%(家長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印度的受訪

結果與中國相若。 

另外，我們也詢問家長期望子女將來能達到的收入 

水平，在是次調查中，該指標不但反映家長的期望 

水平，也可以作為量度市場氣氛的一個指標。 

所有受訪市場的家長都期望子女的收入能超越自己，

特別是印度(91%)和中國(88%)，請見圖5：家長期望

子女的收入水平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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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信息來源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教育信息來源

我們為受訪家長提供一連串教育信息來源的選項， 

要求他們選出在決定子女未來時最常用的信息來源 

(見圖6：信息來源)。

主要的信息來源

在香港、中國和印度，教育顧問是最普遍的信息來源。

其他信息來源包括：官方網站、子女現時就讀學校的

教師、朋友和直接聯繫校方。非主要的信息來源則包

括線上博客(最高使用率為中國的39%)、與親屬討論 

 (最高使用率為中國的40%和印度的37%)和研討會 

 (最高使用率為印度的40%)。

受訪市場的差異

對中國家長而言，排名最高的信息來源為教育顧問，

不少家長也會使用官方網站。在四個市場中，中國 

家長以朋友作為信息來源的比率最高。第四和第五大

信息來源分別為子女當前就讀學校的教師和直接與 

心儀學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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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方面，大部分家長的主要信息來源分別為教育 

顧問、官方網站和子女現時就讀學校的教師。

香港家長的信息來源非常廣泛，包括教育顧問、官方

網站、子女當前就讀學校的教師、朋友和直接與校方

聯繫。 

新加坡的情況值得注視，教育顧問的使用率最低。 

其他三個地區都以教育顧問的排名為最高。以朋友 

意見作為信息來源方面，新加坡的比率也是最低。 

新加坡家長主要使用官方網站和子女現時就讀學校的

教師作為信息來源，這可能與他們偏好當地公校和 

大學有關。

使用教育顧問服務

在使用教育顧問服務的家長中，我們詢問他們的使用

目的。最常見的目的包括：計劃升讀大學、為子女的

學術發展規劃和職業生涯規劃，而印度的常見答案是

為面試準備。被問及為何使用教育顧問服務時，絕大多

數家長表示希望獲得客觀的意見。

參與課外活動

在所有調查的市場中，受訪家長均表示子女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86%至95%的學生均定期參與校外活動，

這些活動主要環繞學術和 “興趣” 發展方面。見圖7： 

參與課外活動

區域的差異

區內最熱門的科目是英語和數學，而最受歡迎的興趣

活動是體育和音樂。

在中國，最熱門的課外學習是英語、音樂、數學和 

美術。整體來說，在調查的四個地區中，香港學生參與

課外活動的比例最高，最熱門的是音樂、英語和體育。

在印度，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體育、數學、科學和音樂。 

相比之下，新加坡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比例最低， 

當地最熱門的是體育、音樂和數學。

 

對比學術或興趣活動，學生參與義工團體、青少年紀

律團體和類似活動的比例明顯較低。 

印度最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活動(31%)，其次是香港

(26%)。童軍等青少年紀律團體活動方面，香港(24%)

和新加坡(21%)學生參與的比例高於其他地區。

圖7：參與課外活動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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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最熱門的三大活動(按市場分類)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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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在教育方面的投資

本年的財富報告訪問了中國(北京和上海)、香港、 

新加坡和印度孟買超過800名家長，瞭解他們在子女 

教育方面的期望和投資。

按出生次序投放資源

在調查的所有地區中，家長均表示把大部分教育資源 

投資於長子或長女，所獲份額介乎73%(新加坡)至

93%(中國)。中國的情況或許是由於過往實施獨生子

女政策所致。

按教育階段投放資源

在亞洲學生整個教育過程中，家長表示用於幼兒園、

小學和中學的開支相若。印度和中国家长則随着子女

的长大輕微减少投資，或許是由於這些市場的家長表

示他們對子女抱有較高的期望。

教育投資佔家庭收入的比例

調查共訪問了829名富裕家長，查詢他們用於子女的 

教育開支佔每月收入的比例。中國、印度和香港家長

表示他們把每月收入的14.3%至16.6%用於子女教育開

支。調查也查詢受訪者預期未來的教育開支，就此中

國和印度的家長給予接近的評分，反映他們每月用於教

育的投資將會維持一段較長時間。

圖9：子女教育方面的儲蓄(佔家庭每月收入的 %)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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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也訪問家長是否願意投資於子女的教育 

 (不論金額)，並相信這有助實現特定目標。調查發現，

整體亞洲的家長也認為值得投資於高等教育。中國和 

印度的家長尤其願意在財政上支持子女獲得較高的教育

水平、考取專業資格、自創公司，或根據興趣發展。 

雖然香港的家長也支持投資於教育，但看來認為這方

面需要較少。事實上，許多香港家長相信他們的子女

可以，並應該在無特別財政支持下應付學業。部分受

訪家長表示，他們以“直升機” 的模式管教子女，無時 

無刻管控在家中或學校的子女，確保他們做好本分，

應可無需額外財政支持下取得優異成績。

為支付教育開支做準備

亞洲富裕家長如何為子女的教育開支做準備？他們會

以個人儲蓄支付大部分開支。在部分情況下(並不 

普遍)，他們也會購買特殊保險或教育基金。在印度， 

超過50%表示會為教育開支作出額外投資，比例高於

其他地區。

一項值得注意，或可說是讓人出乎意料的結果，是受

訪者不會因子女教育而在海外置業。在我們的調查對

象中，印度持有這個取態的人數比例最高(23%)。這或

許只是超高資產淨值人士的意見，並不反映富裕群組的

取態。

家長對子女成就的重視程度

我們向家長查詢他們與親友談論子女成就的次數。對比

香港和新加坡，印度和中國家長與他人談論子女的次

數極為頻密。在受訪的中國家長中，有63%表示他們 

“頗為經常” 或 “經常” 與親友談論子女的成就。72% 

的印度家長也表示他們 “經常” 談論有關話題。由此 

看來，對子女的目標和期望越高，談論其成就的意願

便會越強烈。見圖10：家長談論子女成就的次數。

圖10：談論子女成就的次數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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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財富傳承

超高資產淨值家族的財富的轉移也並非一帆風順。 

根據 Williams and Preisser 進行的指標性研究1 顯示，

在美國，有70%的家族無法成功把財富流傳至下一代。

 

我們借著這次調查機會，探討受訪富裕群組對子女承

繼財富和其他資產的期望。我們詢問他們最希望下一

代承繼什麼資產：他們的技能、知識、個人價值觀，

或金錢。見圖11：最希望和最難傳授的技能。

調查結果值得我們深思。整體被視為重要性最低的是

承繼金錢，所有地區的受訪者態度一致。 

家長認為，子女由父母承繼的資產中，毫無疑問以個人

價值觀最為重要。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受訪者中，

個人價值觀的重要性遠高於其他資產，而印度受訪者

則認為這是第二重要。

家長認為傳授個人價值觀最為重要，但大部分也同時

承認這是最難傳給下一代的資產。 

從結果看來，受訪者認為轉移金錢財富(被評為最容

易)遠較傳授父輩的創富精神和心理質素來得容易。

1 Williams R and Preisser V, 2003, Preparing Heirs, Robert Reed Publishers, Oregon USA

圖11：最希望和最難傳授的技能(數据经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數)

信息來源：瑞士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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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今年，我們深入分析瑞士寶盛高端生活指數的一個環節 

— 教育。 

我們探討亞洲家長對子女的目標和期望，發現中國、

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的富裕家庭具有一些值得注視的

特質。調查結果包括：

• 中國和印度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抱有特別強烈的期望。

• 大部分受訪家長期望子女從事專業工作，其次是自創

公司。 

• 大部分香港和新加坡家長對子女取得學士學位已感到

滿意，而大部分印度和中國家長則期望子女取得較高

學歷，不論他們現時的成績如何。

• 大部分家長預期子女未來的收入超越自己。

• 使用教育顧問的情況非常普遍，特別是在中國。 

• 亞洲兒童參與大量不同的課外活動。

• 亞洲的富裕家長把每月收入的12.3%至16.6%用於子

女的教育開支。 

• 在大部分地區，首名子女獲得家長投放最大部分的 

教育資源。

• 中國和印度家長喜愛與親友談論子女的成就。

• 家長期望向下一代傳授個人價值觀，並認為個人價值

觀是最難傳授的資產，而金錢則是最容易轉移 

的資產。

圖11：最希望和最難傳授的技能(數据经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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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對未來的重大投資

對比其他三個調查地區， 

中國家長對子女的目標和期望屬最高之一， 

與孟買的家長旗鼓相當。 

我們分析了受訪者的回應，總結如下： 

• 中國家長表示他們對子女抱有強烈的期望(85%)。

• 中國家長表示他們為首名子女投放最多資源(93%)。 

• 在中國，受訪者希望子女就讀公校多於私校(幼兒園： 

80%；小學：91%；中學：86%)。

• 課外活動主要環繞學術科目，特別是英語。最熱門的

興趣相關課外活動是音樂。 

• 中國家長希望子女入讀海外大學(66%)，首選地點是

美國(66%)。 

• 超過70%的家長期望子女取得碩士或以上學歷，並預

期子女未來的收入超越自己(88%)。

• 家長認為即使不向子女提供財政支持，子女也能達到

目標。然而，(這個富裕組別的)家長平均仍會把每月

收入的14.7%用於子女的教育開支，並預期這個比例

在未來不會改變。他們主要以個人儲蓄支付子女的 

教育開支。 

• 中國家長 “頗為經常” 或 “經常” 與親友談論子女的 

學業成就(63%)。 

• 不少中國家長表示會使用教育顧問，作為子女教育的

信息來源(87%)。

• 家長希望向下一代傳授個人價值觀多於金錢。在調查

的四個地區中，中國有最多受訪者認為個人價值觀是

最難傳授的資產。

印度 — 望子成龍

對比其他三個 

調查地區，印度孟買的家長 

對子女的期望極高。 

我們的調查分析結果總結如下： 

• 印度家長表示他們對子女抱有強烈的期望(82%)。

• 私校與公校的比較方面，家長看來在子女教育初期 

偏好私營教育(幼兒園和小學)，但這個趨勢在中學 

時期逆轉，家長在這個階段偏好公營教育機構。

• 與其他亞洲家長相似，印度家長樂於為培育子女而 

投資於課外活動(93%)，特別是興趣發展方面的活動 

 (99%)，當中以體育最受重視(63%)。在調查的地區

中，印度受訪者給予義工活動的評分最高(31%)。 

對於有關學術的活動方面，家長偏重三大科目：數學 

 (54%)、科學(52%)和英語(50%)。

• 印度家長最期望子女到海外大學升學(74%)，首選地

點是美國(52%)。 

• 在受訪的家長中，有超過70%預期子女將取得碩士 

或以上學歷，而30%更預期子女取得博士學位。他們

預期子女未來的收入超越自己(91%)。

• 這個富裕階層組別的家長相信，即使不向子女提供財

政支持，他們也能成才，但這些家長平均仍會把每月

收入的16.6%用於子女的教育開支，並預期這個比例在

未來不會改變。他們主要利用額外的個人儲蓄(64%)

或特定的額外投資(56%)為子女支付教育經費。 

• 印度家長 “頗為經常” 或 “經常” 與親友談論子女的 

學業成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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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取態不一但傾向溫和

雖然受訪家長都對子女期望甚高， 

但對比中國和印度的家長， 

新加坡和香港家長的取態看來較為溫和。 

有關香港家長的調查結果總結如下：

• 雖然香港家長在子女的每個教育階段都略為偏好 

公校，但對比其他市場，他們的取態較為參差，因此

趨勢並不明顯。 

• 大部分香港家長對子女取得學士學位已感到滿意  

 (67%)。只有28%的家長期望子女取得更高學歷， 

這比例遠低於中國和印度的受訪者。雖然他們預期 

子女的收入將超越自己(59%)，但比例也較中國和 

印度低。香港家長表示子女瞭解父母對他們的期望 

 (64%)。

• 香港家長讓子女參與課外活動的比例最高(95%)， 

主要為英語(52%)、音樂(58%)、體育(50%)和普通

話(33%)。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子女參與義工活動和 

制服團體活動。 

• 香港家長略為偏好海外教育，但比例尚算溫和(48% 

偏好海外大學；33%偏好本地大學；19%沒有偏好)。

對於海外升學地點，他們首選英國(41%)、其次是 

美國(21%)，澳洲和加拿大也在選擇之列。 

• 無論向子女提供財政支持與否，不少家長(58%)都 

預期子女能夠成才。但這些家長仍會把每月收入 

的14.3%用於子女的教育開支。他們預期隨著子女 

成長，這個開支比例將會下降(至11.6%)。另外， 

他們表示會利用額外儲蓄計劃支付子女的教育開支。 

• 相對印度和中國，香港家長較少與他人談論子女的 

成就，只有三分之一的家長 “頗為經常” 或 “經常” 與

親友談論這個議題。 

• 與中國家長相似，香港家長最希望向下一代傳授個人

價值觀(57%)，並認為這是最難傳授的資產(53%)。 

新加坡 — 對當地教育的信心

與香港家長相似，新加坡家長的觀點看來較中國和印度

家長溫和。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家長明顯對當地的 

學校和大學教育制度抱有信心。對比其他地區的家長， 

他們認為課外活動的重要性較低。調查結果總結如下：

• 在子女踏入正規教育(小學和中學)後，家長明顯偏好

公校。但在幼兒園階段，家長的喜好較為參差，並略

為看好私營的幼兒園。 

• 大部分新加坡家長對子女取得學士學位已感到滿意 

 (59%)，而72%的家長預期子女未來的收入超越 

自己。

• 像其他地區一樣，大部分新加坡學生均參與課外活動 

 (86%)，包括興趣和學術活動。最熱門的課外活動 

是體育，而學術班則著重數學、科學和英語。令外，

音樂班也頗受歡迎(39%)。

• 家長對海外大學和當地大學的看法令人略感意外。 

有64%的家長希望子女入讀當地大學，只有五分之一

的家長選擇海外大學。明顯地，新加坡家長對當地 

的專上教育在充滿信心。 

• 對比其他地區，新加坡家長認為在沒有父母的財政支

持下，子女能夠成才的信心最低(只有37%的家長表

示有信心在沒有作出投資的情況下子女能夠成才)。

然而，他們用於子女的教育開支比例也最低，佔每月

收入的12.3%，並預期這個比例在未來不會改變。 

• 新加坡家長與別人談論子女成就的次數少於印度和 

中國家長，只有三分之一表示會 “頗為經常 ’ 或 “經常” 

與親友談論子女的成就。 

• 與中國和香港的家長相似，新加坡家長最希望向下 

一代傳授個人價值觀(53%)，並認為這是最難傳授的

資產(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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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中國的轉折點

歷史學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編篡不同國家的發展歷史、記錄重大轉折點來臨的過程

以及日後的發展。在2010年，中國無可爭議地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在未來數十年

也勢將保持這個領先地位。我們認為，2014年是中國經濟新一輪改革創新元年，目標

主要是藉著深化改革和逐步開放資本賬提升生產力。中國的貨幣 — 人民幣是開放資本

賬的一面重要旗幟，我們預期人民幣可望在中期取得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在這背景下，瑞士寶盛和中國銀行合力撰寫了這份2014年《財富報告：亞洲》。除了 

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追蹤的亞洲高端生活成本外，我們也推出一項聚焦中國的高端生活

指數，目標之一是追蹤中國經濟增長向西部延伸的情況。

另外，本年的報告也就中國的私人銀行客戶進行了具有啟發性的調查。受訪的投資者

對前景抱有信心，並首選中國銀行為其提供投資意見。然而，他們正面對生活成本 

上漲的問題，特別是教育方面，因此在本年的財富報告，我們特設專題深入探討這個

現象。 

在未來十年，我們預料中國經濟的轉變步伐將會加快，並為創造財富和實現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提供新的動力。瑞士寶盛和中國銀行將繼續致力緊貼中國以至亞洲的創富 

趨勢，並與客戶分享我們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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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本刊物由蘇黎世的瑞士寶盛銀行有限公司編制，未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央銀行、阿聯酋證券及商品管理局

或在阿聯酋的任何其他有關當局的核准或許可。本刊物是私人和保密的文件，僅應要求向有限數量的專業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

供，而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提供或為其依賴。

英國：本刊物由蘇黎世的瑞士寶盛銀行有限公司製作。它是根據《2000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第21條而派發的金融宣傳刊物，並由Julius Ba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核准在英國派發；該公司由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監管及授權。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在金融服務及市場條例下所制定的保障零售客戶的法例並不適用

於在英國以外的瑞士寶盛集團成員提供的服務，而金融服務賠償計劃(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將不適用。

美國：本刊物或任何副本均不可發送或帶進至美國境內或在當地派發，以及派發予任何美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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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刊物可能包含由第三方提供之資料，包括如標準普爾、穆迪投資、惠譽國際或類似的評級公司所提供之評級。除非事前獲得 

相關第三方的書面批准外，所有以任何形式複製或派發第三方資料均予以禁止。第三方資料供應商概不就其資料(包括評級)之準

確性、完整性、及時性或有效性作出任何保證，亦不會為使用其資料所引發或導致之任何結果或錯誤及遺漏(疏忽或其他)承擔任

何責任。第三方資料供應商不會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並但不限於對特定目的或用途的適銷性或適合性作出保證。第三方資

料供應商將不會就使用其資料所導致之任何直接、間接、偶然性、示範性、補償性、懲罰性的、特別或隨之引發的損害、成本、

支出、法律費用或損失(包括收入或利潤損失及機會成本)承擔任何責任。信貸評級乃意見說明，非事實之陳述或對投資者提供購

買、持有或出售股票之推薦及建議。信貸評級不代表股票市場價值或股票是否適合投資者的投資目的，亦不應以此作為投資建議。

本刊物為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之用。如有任何爭議，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 瑞士寶盛集團，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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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重要法律信息

本刊物屬市場營銷數據，以及並非獨立金融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因此，對獨立金融研究相關之法律規定並不適用。

本刊物中的信息與觀點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瑞士寶盛銀行有限公司在撰寫當日所編制。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刊物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或不應視作任何投資的要約或邀請。作者的觀點和評論僅代表其目前的觀點，並不必然代表中國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機構或任何第三方的意見。

本刊物中提及的服務及/或產品不一定適合所有接收者及不一定在所有國家供應。在其他國家的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戶務請與

當地的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機構聯繫，以瞭解在這些國家之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及/或產品。

本刊物並非針對任何特定投資者之投資目標、財務狀況以及特定個人需要而撰寫的。在進行任何交易之前，投資者應該考慮該項

交易是否符合其個人情況和目標。投資者應細閱產品條款書、認購協議、信息備忘錄、招股書或與證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發售相關

的其他發售文件後，才作出任何投資或交易或其他決定。本刊物內容並不構成任何投資、法律、會計或稅務相關的建議，亦不 

構成適合個別人士狀況的任何投資及策略的陳述；更不構成對個別投資者提供任何特定的個人建議。任何提及個別的特定稅務待

遇的信息均取決於個別投資者的個人狀況，並可能在未來有所變動。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議投資者在專業顧問的輔助下， 

獨立評估其具體的財務風險，以及法律、規管、信貸稅務及會計情況。過往表現並非未來業績的可靠指標。業績預期並不是未來

業績的可靠指標。投資者可能無法取回投資的金額。

雖然本刊物所載數據取自相信可靠的來源，但我們不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聲明。對使用本刊物而導致的任何損失，中國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相關分支機構和附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刊物僅可在獲得合法授權的國家進行派發。在本刊物受到法律限制(根據讀者的國籍、戶籍或其他因素)的司法管轄區，不得向

該地區的任何人士派發本刊物的相關資料。

此刊物可能包含由第三方提供之數據，包括如標準普爾、穆迪投資、惠譽國際或類似的評級公司所提供之評級。除非事前獲得 

相關第三方的書面批准外，所有以任何形式複製或派發第三方數據均予以禁止。第三方數據供貨商概不就其數據(包括評級)之準

確性、完整性、及時性或有效性作出任何保證，亦不會為使用其數據所引發或導致之任何結果或錯誤及遺漏(疏忽或其他)承擔任

何責任。第三方數據供貨商不會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並但不限於對特定目的或用途的適銷性或適合性作出保證。第三方

數據供貨商將不會就使用其數據所導致之任何直接、間接、偶然性、示範性、補償性、懲罰性的、特別或隨之引發的損害、成本、

支出、法律費用或損失(包括收入或利潤損失及機會成本)承擔任何責任。信貸評級乃意見說明，非事實之陳述或對投資者提供 

購買、持有或出售股票之推薦及建議。信貸評級不代表股票市場價值或股票是否適合投資者的投資目的，亦不應以此作為投資 

建議。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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