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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及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並綜述議員在
立法會及其委員會會議上就此課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金管局 1及法定公營機構的薪酬政策一直是公眾和立法會議員

關注的問題。尤其引起關注的是，金管局及部分法定公營機構的高層

行政人員的薪酬是否過高；有否訂定客觀準則，據以釐定高層行政人

員的加薪幅度及向他們發放的花紅；以及可否提高這些機構的薪酬調

整機制的透明度及改善披露薪酬資料的安排。為此，立法會在 2001年
12月 12日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盡快檢討金管局及法定公營
機構現時調整高級行政人員薪酬及附帶福利的機制，以及考慮為該等

機構制訂清晰、明確、具透明度並為公眾接受的薪酬及附帶福利調整

機制。為回應這些關注，政務司司長在 2002年 1月 4日宣布，政府當局
決定聘請顧問公司就選定的法定機構及其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

進行研究。政務司司長其後於 2002年 6月 26日立法會會議上就顧問研究
的結果和建議發表聲明。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先後於

2002年 7月 3日及 2003年 12月 15日舉行兩次會議，討論相關事宜。  
 
3.  金管局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水平一直是財經事務委員會關注

的問題。就此，財經事務委員會決定詳細研究金管局及另一監管機構 (即
證監會 )的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並於 2006年 5月 4日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討論此課題。  

                                                 
1 金管局並非法定機構，而是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金條例》委任的金融管

理專員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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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於 2002年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  
 
4.  政府當局於 2002年委託Hay Group Limited進行顧問研究。研
究範圍涵蓋 11間選定機構 (包括金管局及證監會 )最高級的三層管理人
員。顧問研究的主要工作如下：  
 

(a) 確定研究範圍內的機構的高層管理人員現時的薪酬與在
香港私營機構擔任相若職位的人員是否一致，並為他們

制訂相若及具競爭力的薪酬條件；  
 
(b) 就薪酬政策及做法制訂不同的指引供這些機構採用；及  
 
(c) 就這些機構應設立的有效的薪酬調整機制及披露薪酬資

料的適當安排提供意見。  
 
顧問公司的建議  
 
5.  顧問公司提出的建議綜述如下：  
 

(a) 目標薪酬水平  
以有關私營機構對照組別的整體薪酬中位數作為釐定目

標薪酬水平的起點。  
 
(b) 按質量因素作出的調整  

考慮質量因素，例如有關職位所獲得的肯定、所享有的

社會聲望及所接受的公眾監察等，從而調整目標整體薪

酬水平。顧問公司已審視多項與檢討範圍內的職位有關

的質量因素，並認為某些因素可作為有關職位應得較高

薪金的理由，而其他因素則可導致較低的酬金水平。顧

問公司只建議將兩個職位的薪酬參照水平按質量因素下

調 10%，該兩個職位分別為香港金管局總裁和證監會主
席。  
 

(c) 薪酬組合  
參照目前市場的薪酬組合，採用適合機構業務性質 (商業
抑或監管性質 )的建議薪酬組合。就金管局及證監會制訂
的建議薪酬組合 (以 “固定薪金：浮動薪金 ”表達 )如下：  

 
 金管局 2 證監會 3 
第一層  80:20 85:15 
第二層  85:15 85:15 
第三層  85:15 85:15 

 

                                                 
2  金管局最高三層職位為總裁、副總裁及助理總裁。  
 
3  證監會最高三層職位為主席、執行董事及高級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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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換算系數  
如選定機構採用的薪酬組合有別於上文第 (c)項所列的，
應採用 1.5換算系數 (即每 1.5元浮動薪金轉換作 1元固定
薪金 )，以釐定相對的薪酬水平。  

 
(e) 調整機制  

監察相關行業的薪酬水平和趨勢，並相應調整固定及浮

動薪酬。  
 
(f) 機制的客觀性  

由一個專責委員會負責處理薪酬事宜。  
 
(g) 透明度  

(i) 所有選定機構最少應遵守《公司條例》(第 32章 )所定
的披露要求及達到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年報披

露資料的程度；  
(ii) 為與其他國家如英國的趨勢一致，應鼓勵完全公開

最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行政總裁的薪酬詳情，以

及第二及第三層管理人員的整體或平均薪酬資料應

予公開。所公開的資料應包括薪金及薪酬調整、浮

動薪酬、主要福利及額外獎賞。  
 
(h) 落實建議時的靈活性  

容許選定機構的管治組織或批核當局保留為有關機構適

當落實該等建議的酌情權力。概括而言：  

(i) 對於行政總裁一職，如有關的行政總裁的背景、能
力或表現能清晰地證明應給予他更高水平的薪酬，

管治組織或批核當局可批准高於建議的薪酬水平；

及  
(ii) 至於第二或第三層高層行政人員，其薪酬水平可在

建議薪酬水平的正負 25%範圍內。  
 
6.  顧問公司於 2002年 6月發表的最後報告的相關節錄分別載於
下列附錄：  
 

附錄 I 金管局的對照公司  
 

附錄 II  證監會的對照公司  
 

附錄 III  金管局及證監會最高三層行政人員的建議薪酬組

合  
 

附錄 IV  有關金管局最高三層行政人員的薪酬建議  
 

附錄V  有關證監會最高三層行政人員的薪酬建議  
 

附錄VI  海外中央銀行及財務監管機構的薪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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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及證監會就顧問公司的建議作出的回應  
 
7.  政府當局於 2003年 11月提供有關金管局及證監會就顧問公司
的建議作出的回應摘要載於附錄VII。  
 
 
金管局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  
 
薪酬政策的基本原則  
 
8.  根據《外匯基金條例》 (第 66章 )第 5A條，財政司司長須按其
認為適當的條款及條件，委任一名人士為金融管理專員；財政司司長

亦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條款及條件，委任其他人協助金融管理專員執行

其職能。《外匯基金條例》第 6條訂明，為外匯基金事宜而僱用的人員
所支取的薪酬，以及與這些人員有關的其他職員費用，須由外匯基金

支付。目前，金管局總裁獲委以金融管理專員的職能。  
 
9.  金管局的基本薪酬政策登載於其網站，內容如下：  
 

(a) 金管局職員的薪酬及服務條件由財政司司長決定。財政
司司長乃根據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管治委員

會 (其前身為薪酬及財務委員會 )所提供的意見，並參考當
時的市場薪酬水平及做法而作出決定。  

 
(b) 薪酬組合全以現金計算，當中只包括一些基本福利。金

管局設有公積金計劃。  
 
(c) 金管局的薪酬組合包括兩個部分：每月發放的固定薪

酬，以及根據員工的工作表現而每年一次過發放的浮動

薪酬。  
 
(d) 金管局職員的薪酬每年均由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金諮

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管治委員會所提供的意見進行檢

討。檢討過程會考慮獨立顧問對金融界薪酬趨勢及薪酬

水平的調查結果、金管局表現的評核結果，以及其他適

當的因素。金管局會根據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來分配

整筆用作支付職員薪酬的款項給員工。  
 
10.  管治委員會由全屬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非官方及非銀行界

委員組成。管治委員會主席在 2006年 3月 15日致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的
覆函中表示，由於金管局要與私營機構競爭人力資源，因此其薪酬福

利條件必須媲美私營機構同類職位的條件。前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在

2003年因應Hay報告的建議，委任了兩間獨立顧問公司研究Hay報告的
建議，並根據獨立顧問的意見，徹底檢討了金管局最高的三層人員的

薪酬福利條件及結構，以及有關的檢討機制與透明度安排。Hay報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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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建議高層人員的薪酬方案應包括固定及浮動薪酬。該函件又載述，

管治委員會會繼續檢討金管局的薪酬政策，特別是現階段職員流失率

及來自私營機構競逐人才的壓力均有所增加。金管局主要從私營機構

招聘人手，就目前而言，管治委員會認為現行與表現掛鈎及以市場為

本的薪酬制度是仍然適合的。  
 
薪酬福利條件 (2003、 2004及 2005年 ) 
 
11.  根據金管局的年報， 2003年、 2004年及 2005年金管局高層人
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如下：  
 

 總裁  副總裁  
(平均數 ) 

 

助理總裁  
(平均數 ) 

千元(港幣)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2003 2004 2005

人數 
 

1 1 1 4 3 4 
(a) 

 

9 10 13 
(a) 

固定薪酬 
 

6,583 6,493 6,724 4,686 4,102 3,981 2,902 2,832 2,728

浮動薪酬 
 

1,725 1,918 2,550 740 822 1,380 350 394 522

其他福利 
 

428 488 701 124 488 477 215 204 203

薪酬總額 
 

8,736 8,899 9,975 5,550 5,412 5,838 3,467 3,430 3,453

 
註  
(a)  2005年副總裁及助理總裁職級的職員人數反映年內的職員調動，其中包括屬

於助理總裁職級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總裁。副總裁職級的編制是 3名副總
裁，助理總裁職級的編制是 11名助理總裁 (包括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總裁 )。 

(b)  “其他福利 ”包括公積金或合約酬金 (視情況而定 )、醫療及人壽保險，以及年
內累積的年假。此等福利會因應個別高層人員的服務條件而有所不同。  

 
2006年度薪酬檢討  
 
12.  2006年 3月 31日，金管局公布 2006年度薪酬檢討結果。有關結
果已獲財政司司長經參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及管治委員會的

建議後批准，其內容如下：  
 
(a) 金管局職員的固定薪酬將參照市場薪酬趨勢而調高，平

均幅度為 4.2%，但個別職員的實際增幅則會按照表現釐
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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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職員亦會獲發平均為月薪 2.4倍的浮動薪酬，而實際數額
將會按個別職員在上年度的工作表現釐定。浮動薪酬是

發給能達到指定工作表現水平的職員的一次過款項。  
 

13.  雖然管治委員會就薪酬調整作出的建議適用於金管局全體職

員，但金管局總裁已提出，並已獲財政司司長同意，凍結其 2006年的
固定及浮動薪酬於 2005年的水平。  
 
 
證監會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  

 
14.  證監會是獨立的法定組織。《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第
XVI部訂明，證監會的經費可以來自交易徵費，以及向市場營辦者及參
與者提供服務所徵收的費用和收費。《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4條進一
步訂明，政府須以立法會撥予證監會的款項，作為證監會的經費。事

實上，自 1993至 94年度以來，證監會一直沒有向立法會要求撥款，而
其經費基本上來自從市場徵收的徵費、費用及收費。財政司司長根據

行政長官轉授的權力，在考慮由證監會所有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薪酬委

員會的建議後，釐定證監會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組合。證監會的薪酬

政策如下：  
 

(a) 證監會在釐定最高三層行政人員 (包括主席、執行董事及
高級總監 )的薪酬水平時，會參考市場水平。  

 
(b) 董事的薪酬組合包括固定年薪及與表現掛鈎的浮動薪

酬。證監會透過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 (第 426章 )設
立的界定供款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向屬下職員提

供退休福利。  
 
(c) 證監會每年會參考由獨立薪酬顧問進行的薪酬水平和薪

酬趨勢調查的結果，進行薪酬檢討。證監會高級行政人

員的薪酬每年由薪酬委員會作出檢討。在制訂薪酬檢討

建議時，證監會的財政狀況、當前的市場情況和機構本

身及個別職員的表現均在考慮之列。另外亦會考慮其他

因素，例如招聘經驗、挽留職員及職員流失率等。  
 
薪酬福利條件 (2002-03、 2003-04及 2004-05年度 ) 
 
15.  根據證監會的年報， 2002-03、 2003-04及 2004-05年度證監會
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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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執行董事  

(平均數 )  
高級總監  
(平均數 )  

 
千元(港幣)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2-03 2003-04 2004-05

人數 
 

1 1 1 4 5 5 7 7 7 

固定薪酬 
 

6,750 
(a) 

 

6,750 
(b) 

6,750 
(b) 

⎯ 
 

⎯ 
 

3,581 ⎯ 
 

⎯ 
 

2,571 
 

浮動薪酬 
 

⎯ 
 

(a) 
 

⎯ 
 

(a) 

⎯ 
 

(a) 

⎯ 
 

⎯ 
 

440 
 

⎯ 
 

⎯ 
 

390 
 

其他福利 
 
 

50 
(c) 

50 
(c) 

50 
(c) 

⎯ 
 

⎯ 
 

296 
(d) 

⎯ 
 

⎯ 
 

44 
(c) 

酬金總額 
 

6,800 
 

6,800 
 

6,800 
 

4,165 
(e) 

 

4,077 
(e) 

4,317 
 

2,613 
(e) 

2,773 
(e) 

3,005 
 

 
註  
(a)  證監會主席截至 2003年 9月 30日的僱用合約訂明，主席的年薪包括 7,500,000

元的固定薪酬及以 375,000元為上限的浮動薪酬。證監會主席已自 2001年 10月
1日起自願將其固定薪酬減至 6,750,000元，並放棄其所有浮動薪酬。  

(b)  主席由 2003年 10月 1日起生效的新僱用合約訂明，主席的年薪包括 6,750,000
元的固定薪酬及以 337,500元為上限的浮動薪酬。  

(c)  主席及高級總監的 “其他福利 ”包括退休福利。  
(d)  執行董事的 “其他福利 ”包括退休福利及假期薪酬。  
(e)  雖然 2002-03及 2003-04年度年報載有執行董事及高級總監的酬金總額平均

數，但年報中並無分項列明有關酬金總額的各個組成部分 (即固定薪酬、浮動
薪酬及其他福利 )的平均數。  

 
2006年度薪酬檢討  
 
16.  據證監會表示，該會自 2001年 4月以來一直沒有調整員工薪
酬，在 2001至 02年度及 2002至 03年度亦沒有向員工發放浮動薪酬。由
於經濟穩健復甦及市場情況改善，證監會自 2004年年初以來一直面對
員工流失的問題。 2005年的整體員工流失率為 14.11%，而 2004年同期
則 為 11.1%。 2005年 行 政 人 員 及 非 行 政 人 員 的 流 失 率 ， 分 別 為
16.21%(2004年為 12.66%)及 10.24%(2004年為 10.28%)。員工流失問題在
經理及助理經理級更見嚴重，流失率由 13%至 29%不等。考慮到員工流
失率偏高的情況，證監會在 2006至 07年度預算中為以下支出撥備  ⎯⎯  
 

(a) 對固定薪金平均作出 3%(1,070萬元 )的調整，使薪酬條件
與市場趨勢相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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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發放以 2,950萬元為上限的浮動薪酬，約相等於 2006至 07

年度薪酬預算的 8%。  
 

17.  浮動薪酬及固定薪金調整的撥備只作預算用途。合資格獲發

放浮動薪酬和調整薪酬的實際員工人數，以及浮動薪酬和薪酬調整的

實際百分率，須經薪酬委員會及證監會董事局批准。  
 
 
議員在立法會及其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  
 
18.  議員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

務委員會過往會議上就金管局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提出的主要意見綜

述如下：  
 

(a) 金管局高級職員的薪酬水平過高，金管局總裁的薪酬水
平甚至高於他向其負責的財政司司長；  

 
(b) 薪酬及財務委員會 (即現時的管治委員會 )應成為一個既

不受金管局影響，亦不屬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管轄的獨

立委員會，其秘書處支援服務 (包括分析研究結果及制訂
建議 )亦不應由金管局提供；  

 
(c) 該獨立委員會在檢討金管局職員的薪酬福利條件時，應

同時考慮海外金融服務市場相若職位 (包括海外司法管
轄區的中央銀行要員 )的薪酬福利條件；及  

 
(d) 金管局應加強其薪酬政策的透明度 (例如在建議適當的

薪金水平時所考慮的準則、以供比較的表現指標，以及

顧問公司的調查結果 )，並應在其網站及年報內公布該等
資料。  

 
19.  議員的主要意見及金管局於 2004年 1月作出的回應的摘要載
於附錄VIII。  
 
20.  關於金管局總裁的薪酬水平被認為偏高的問題，財政司司長

在 2004年 2月 2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及外
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已考慮有關的問題，並已決定維持該職位的現行薪

酬水平。在作出該項決定時，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

會曾考慮多項質量因素，例如現任金管局總裁的特別技能、才能和表

現，以及現有薪酬福利條件已包括其他附帶福利如退休福利及住所津

貼等。  
 
21.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3年 6月 2日、 2004年 2月 2日及 2006年 2月 6
日會議紀要的相關節錄分別載於附錄 IX、X及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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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提出的相關建議  
 
22.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
在 2006年 1月發表的第 II期報告內，建議立即成立法定機構推動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的發展。就此，小組委員會促請當局設立  ⎯⎯  

 
(a) 一個用以釐定各個法定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

條件的機制；及  
 
(b) 一個披露有關人員薪酬福利條件的機制，藉此提高透明

度，以便立法會和公眾作出監察。  
 
23.  小組委員會認為，現時有迫切需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小組，全

面檢討現有各個法定機構的職員的薪酬福利條件，並建議一個釐定職

員 (尤其是行政首長 )薪酬的機制。檢討範圍亦應包括適宜由哪個主管當
局負責批核及修訂有關的機制。小組委員會為第 II期報告定稿前，曾把
報告的擬稿送交政府當局，請當局提供意見。關於上文所述的建議，

政府當局請小組委員會參考政府於 2002年就 11個法定機構及其他機構
的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進行的顧問研究。然而，小組委員會認為，該

項顧問研究的目的只是研究在該等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當中

不少機構經常因為在這方面欠缺透明度而受到批評。小組委員會更關

注的問題是，現時沒有機制可據以釐定適用於所有法定機構的薪酬福

利條件。小組委員會其後決定把建議轉交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

委員會跟進。為方便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考慮應如何跟

進處理有關事宜，該事務委員會主席邀請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小組委

員會的建議。政府當局於 2006年 4月 28日作出的書面回應載於附錄XII。 

 
 
參考資料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X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5月 2日  

















附錄 VII 
 
 

法定及其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薪酬檢討  

 

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和各決策局的回應  

(2003 年 11 月 ) 
 
 

機構  金管局  證監會  

決策局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建議  
 
1. 目標薪酬水平  

 
以有關私營機構  “對照組別”  的

整體薪酬中位數為釐定薪酬水平的

起點。  
 

 
 
 
採納  

 

 
 
 
採納  

 

 
2. 質量因素  

 
考慮質量因素，例如獲肯定、受尊重

及受公眾監察等，調整整體薪酬。  

 

 
採納  

 

在採納質量因素時，財政司司

長聽取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

和其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

會的意見，會同時考慮到能否

吸引具備適當條件、專業知識

和經驗的人才等實際問題。  

 
 

 
採納  

 
在採納質量因素時，行政長官聽取證監會

的管理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的意見，會同

時考慮到能否吸引具備適當條件、專業知

識和經驗的人才等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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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金管局  證監會  

決策局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3(a) 薪酬組合  

 

參照目前市場的薪酬組合，採用適合

機構業務性質 (商業相對監管 )的建
議薪酬組合。  

 
(薪 酬 組 合 以 “ 固 定 薪 金 :浮 動 薪

金”表達 ) 
 

 

 

建議  

第一層  ⎯ 80:20 
第二層  ⎯ 85:15 
第三層  ⎯ 85:15 
 

 

稍作調整  

金管局採用以下組合 : 

第一層  ⎯ 80:20 
第二層  ⎯ 80:20 
第三層  ⎯ 85:15 
 

金管局現時的安排下，第二層

人員的浮動薪金較顧問建議

的比重更高，這加強了此層人

員薪酬與表現掛鈎的成份。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認為做法

可接受。  

 

 

 

建議  

第一層  ⎯ 85:15 
第二層  ⎯ 85:15 
第三層  ⎯ 85:15 
 

 

稍作調整  

證監會將在新聘用及續約時，經雙方商討及

同意即實行 85:15組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認同有彈性執行建議的需

要。  

 

 
3(b) 換算系數  

 

如薪酬組合有別於 3(a)所列的，應採
用 1.5換算系數 (即每 1.5元浮動薪金

 

採納  

 

 

稍作調整  

 

證監會在釐定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組合時，

會首重參考市場的實際薪酬水平 (包括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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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金管局  證監會  

決策局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轉換作 1 元固定薪金 )，以釐定相對
的薪酬水平。  

 

薪金 )。證監會亦會採用換算系數，以雙重確

定其人員的薪酬總額與市場水平相若。證監

會會將其高層管理人員的實際薪酬與每年市

場調查報告的實質薪酬作謹慎比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認為證監會的做法可接

受，因它亦可達致確保公平比較的目標。  

 

 
4. 假期和退休福利  

 

- 退休福利  

調整“固定薪酬” ,以抵銷高於

或低於市場基準的供款率或約滿

酬金。  

 

- 假期福利  

當可撥入下一年的假期福利超出

建議基準以及於離職時可被折算

為現金，便應估計其折算按年的

價值。  

 

 

退休福利：  

 

稍作調整  

金管局以整體薪酬方案與私

營機構作比較。  

 

 

假期福利：  

 

稍作調整  

 

金管局以整體薪酬方案與私

營機構作比較。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認為解釋

合理。  

 

 

退休福利：  

 

採納  

 

 

 

 

假期福利：  

 

稍作調整  

 

證監會在與私營機構比較時，採用整體薪

酬（包括各項主要福利）的比較方法。由

於執行董事（第三層）的薪酬水平與市場

相若，不會受年假福利的輕微調整影響，

因此證監會決定無須調整薪酬。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認為證監會的解釋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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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金管局  證監會  

決策局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5. 調整機制  

 

監察相關行業的薪酬水平和趨勢，並

相應調整  固定及浮動薪酬。  

 

 

採納  

 

 

採納  

 

 
6. 機制的客觀性  

 

由一個專責委員會負責處理薪酬事

宜。  

 

 

採納  

 

 

採納  

 

 
7. 透明度  

- 披露 2002 年最高級的五名管理
人員的薪酬。  

 

- 由 2003 年起，每年匯報高層管
理人員的詳細薪酬安排，並說明

這些安排是否符合既定原則。  

 

 

採納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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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金管局  證監會  

決策局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8. 落實建議時的靈活性  

 

- 容許管理委員會或核准當局保

留酌情權，以釐定職位的薪酬

(行政總裁的薪酬可酌情決定，

其 他 層 次 職 位 的 薪 酬 則 可

+/-25%)。  

 

 

採納  

 

 

採納  

 

 
9. 實施時間表  

 

 

在 2003年 3月的每年薪酬檢討
時開始實施。  

 

 

在現行合約屆滿後或作出新的委任時實

施。  

 

 
 
(來源 : 政府當局提供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3 年 12 月 15 日會議的文件附件 A，立法會文件
CB(1)296/03-04(04)號文件。 ) 

 



附錄VIII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  
 

議員的主要意見及金管局的回應的摘要  
 
 
項目  

 
議員的主要意見  

 
金管局的回應  

 
1 金管局高級職員的薪酬水平過高，金管局總裁的薪酬

水平甚至高於他向其負責的財政司司長。  
 
金管局總裁向財政司司長負責。在 2003年，金管局總
裁的薪酬為 822萬港元，約為財政司司長薪酬的 2.2
倍。在 2003年， 2名金管局副總裁每人薪酬約為 521萬
港元，約為財政司司長薪酬的 1.4倍。在 2003年， 9名
金管局助理總裁每人薪酬約為 324萬港元，與財政司司
長 374萬港元的每年薪酬大致相若。  
 

金管局於 2004年 1月作出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CB(1)847/03-04(05)號文件 )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 (即現
時的管治委員會 )負責在考慮到獨立顧問對私人機構
薪酬趨勢及薪酬水平的研究結果以及金管局的表現的

評估後，就金管局人員的薪酬向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提出建議。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

內的非官方及非銀行界委員組成，無論在身分或運作

模式上都是獨立的。財政司司長在諮詢外匯基金諮詢

委員會的意見後，根據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的建議決定

金管局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金管局向薪酬及財務委

員會提供的秘書支援服務僅限於安排會議及作會議記

錄。收集及分析有關數據以及擬定建議的工作是分別

由顧問及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獨立進行。金管局的人員

不會參與該委員會的決議，當委員會討論到他們的薪

酬福利條件時，他們均會避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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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議員的主要意見  
 

金管局的回應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在 2002
年研究過將Hay Group Limited為政府進行有關法定及
其他機構 (包括金管局 )高層人員薪酬檢討後所提出的
建議 (Hay報告 )應用到金管局。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參考
過獨立顧問所提出的意見後，建議金管局應採納報告

的主要建議。事實上，當中有不少建議是金管局早已

實行的做法，其中包括以金融界中位數作為薪酬目標

水平、薪酬方案採用某個浮薪與定薪比例、由獨立薪

酬顧問公司監察金融界薪酬水平及趨勢、由特定委員

會處理薪酬事務、遵守《公司條例》所定的披露要求，

以及決定個別員工的薪酬方案時保持靈活度，以能顧

及其背景、能力或工作表現。委員會建議的執行方案

獲得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支持，並於 2002年 12月獲財
政司司長通過，以在 2003年 3月進行年度薪酬檢討時採
用。  
 

2 薪酬及財務委員會 (即現時的管治委員會 )應成為一個
既不受金管局影響，亦不屬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管轄

的獨立委員會，其秘書處支援服務 (包括分析研究結果
及制訂建議 )亦不應由金管局提供。  
 
金管局承擔的職責範圍十分廣泛，管理外匯基金的工

作只佔其職責的一小部分。由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

下的一個委員會就金管局職員所提出的薪酬建議作出

決定，並非恰當的做法。如當局使薪酬委員會獨立於

金管局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之外，該委員會將可較

客觀地評定有關的薪金水平及服務條件。  
 

(同上 ) 



 3

項目  
 

議員的主要意見  
 

金管局的回應  
 

3 該獨立委員會在檢討金管局職員的薪酬福利條件時，

應同時考慮海外金融服務市場相若職位 (包括海外司
法管轄區的中央銀行要員 )的薪酬福利條件。  
 
金管局委聘本地顧問公司每年進行薪酬調查，供外匯

基金諮詢委員會在考慮調整金管局個別職員 (包括金
融管理專員 )的薪酬時作為參考。較恰當的做法是，把
進行比較的範圍擴大至包括海外司法管轄區的中央銀

行要員，從而確定金管局個別職員 (特別是金管局總裁
及其他高級的總裁級職員 )的薪酬是否合理。  
 

金管局於 2004年 1月作出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CB(1)847/03-04(05)號文件 ) 
 
中央銀行行長的薪酬反映多個不同層面的因素，包括

經濟、政治及歷史等，而且不同經濟體系的勞工市場

有其特點，反映個別市場本身的情況。因此一般來說，

比較不同中央銀行機構的薪酬水平沒有多大意義，Hay
報告亦沒有建議作出這樣的比較。  
 

4 金管局應加強其薪酬政策的透明度 (例如在建議適當
的薪金水平時所考慮的準則、以供比較的表現指標，

以及顧問公司的調查結果 )，並應在其網站及年報內公
布該等資料。  
 
這樣應有助公眾加深瞭解金管局在釐定職員薪酬福利

條件時所考慮的準則。這項安排與英國及美國的做法

一致。  
 

金管局於 2004年 1月作出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CB(1)847/03-04(05)號文件 ) 
 
作為執行方案的一部分，金管局已增加披露高層職員

的薪酬資料，其中包括披露總裁級的薪酬及副總裁與

助理總裁級的平均薪酬。有關詳情載於金管局 2002年
年報內。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5月 2日



附錄 IX 
 

2003年 6月 2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摘錄  
 

 

* * * * * * 
 
 

經辦人／部門  
 

與委員進行討論  
 
員工薪酬的安排  
 
9. 劉慧卿議員提及饒餘慶教授意見書的第 7段時，她對
饒教授指金管局高級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優厚的問題同

樣感到關注。她察悉，研究報告的第 13.7段亦提及同一問
題。該段指出，金管局總裁在 2001年所支取的薪酬較Hay 
Group於 2002年 6月發表的報告 (向政府當局提交的《法定
及其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薪酬檢討》顧問報告 )所建議
的薪酬水平為高。她認為金管局人員的優厚薪酬並無充

分理據，並要求金管局就此作出解釋。  
 
10. 金管局總裁解釋，薪酬及財務委員會每年定期檢討
金管局員工的薪酬，檢討過程亦會考慮到獨立顧問對薪

酬趨勢進行調查的結果、私營機構的薪酬水平，以及就

金管局的表現進行的評估等因素。為了吸引及挽留合適

的人才，提供與金融服務界相若的薪酬，是恰當的薪酬

政策。  

 
11. 金管局助理總裁補充，金管局現行的薪酬政策與Hay 
Group報告所提的建議一致。他並表示，薪酬及財務委員
會已考慮Hay Group報告的建議，以及向行政署長作出回
應。他相信，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就Hay Group報告
所研究的法定及其他機構的意見，向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事務委員會進行綜合簡報。因應披露薪酬資料的要

求，金管局已在其《二零零二年年報》內公布有關的資

料，以加強披露薪酬資料。此外，金管局現正制訂安排，

加強其薪酬政策的透明度。  

 

12. 田北俊議員認為，在聯繫匯率制度之下，金管局在
維持港元穩定方面的工作較為簡單直接。他認為金管局

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偏高，只有金管局總裁除

外，因為他實在是大材小用。他懷疑，由薪酬及財務委

員會就金管局員工薪酬提出建議的做法是否有效，並問

及向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及會議紀要是否由金管局員工負



經辦人／部門  
 

責擬備。  

 

 

 
 
 
 
 
政府當局  

13. 金管局總裁證實，金管局的員工為委員會提供秘書
處支援服務。他請委員注意，副總裁的人數在 2003年
年初已由 3名減至兩名，個人薪酬的開支因而大幅減少。
金管局總裁並強調，薪酬及財務委員會由 6名在企業管治
方面具備專門知識的非官方及非銀行界委員組成。由於

這些委員由財政司司長委任，金管局總裁答允向財政司

司長反映委員提出的意見，以考慮採取其他方法，加強

委員會的公信力。  
 

 

 
 
 
 
 
 
 
 
 
政府當局  

14. 田北俊議員亦指出，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並
無支取任何薪酬。不管非銀行界的委員應如何獨立，這

些委員亦不能為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付出很多時

間。因此，他們須在很大程度上倚重金管局員工提出的

建議，包括與員工薪酬有關的事宜。他詢問張仁良教授，

在董事會的架構下，可透過何種方式加強透明度。張教授

解釋，雖然金管局應披露有關委任董事會成員的準則，

以及薪酬及財務委員會採取的薪酬政策，但金管局應

審慎行事，以免在討論期間太早披露敏感的資料。關於

田北俊議員建議向非官方委員提供合理的薪酬，作為表

彰他們所提供的服務，金管局總裁答允向財政司司長轉

達田議員的意見。  
 
15. 何俊仁議員認為，金管局員工的薪酬應與海外司法管
轄區其他中央銀行的人員所支取的薪酬比較，而非定於

與香港金融服務界的相若水平。他特別提到，金管局總

裁的年薪超過 900萬港元，年薪較英倫銀行行長 (相當於
280萬港元 )及聯邦儲備局主席 (相當於 130萬港元 )還要
高。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解釋，由於金管局須在本地市場招

攬人才，提供的薪酬與本地市場相若是恰當的做法。他強

調，金管局會盡量在本地市場招聘員工。若未能在本地市

場物色合適人選，便會從海外招聘。他告知委員，在兩位

現任副總裁當中，其中一人是從英國招聘，他曾在英倫銀

行任職。  
 
 

* * * * * * 
 



附錄X 
 

2004年 2月 2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摘錄  
 

 

* * * * * * 
 
 

經辦人／部門  
 
金管局高級職員的薪酬  
 

49. 李卓人議員指出，公眾關注到，金管局高級職員現
時的薪酬水平偏高。事實上，金管局總裁的薪酬遠高於

財政司司長的薪酬。根據政府的顧問Hay Group Limited
於 2002年 6月擬備的有關 “法定及其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
薪酬檢討 ”的報告 (下稱 “Hay Group報告 ”)，金管局總裁的
薪酬遠高於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 (每年少於 14萬美元 )及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 (2000至 01年度 29萬英鎊 )的薪
酬。Hay Group報告提出多項建議，當中包括：調低金管
局總裁的薪酬，以及採用質量因素釐定該報告所涵蓋機

構的高級職員的薪酬福利條件。李卓人議員察悉，政府

當局已接納Hay Group報告提出的建議。他詢問，當局採
取了何種措施推行有關金管局的建議。  
 
50. 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當局於 2002年初委聘顧問，
就 10間選定的法定及其他機構的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進
行研究。Hay Group報告是就該項研究擬備。顧問研究的
主要工作是確定選定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

與私營機構擔任相若職位的人員是否一致，以及為機構

制訂相若及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條件。顧問在Hay Group
報告內就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訂明一些基準，而非上

限，作為選定機構釐定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時

的參考指標。選定機構的管理委員會可在考慮質量因素

(例如這些機構的規模及複雜程度、這些機構可取得資源
的確定程度、職業的穩定性、所接受的公眾監察，以及

這些高層職位的地位和榮譽 )的情況下對薪酬水平作出
調整。財政司司長亦表示，政府當局已接納Hay Group報
告，以及邀請選定機構的管理委員會仔細考慮顧問報告

中提出的各項建議。政府亦已要求這些機構在採納建議

後告知有關決策局的局長，以及在往後按年提交報告，

闡述各項建議的落實詳情。  

 

51. 關於金管局採納Hay Group報告的建議的情況，財政
司司長指出，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已考慮有關的建議，委

員會並察悉，當中有不少建議實際上已是金管局的現行



經辦人／部門  
 

做法。該等做法包括：以金融界中位數作為薪酬目標水

平、薪酬方案採用某個浮薪與定薪比例、由獨立薪酬顧

問公司監察金融界薪酬水平及趨勢、由特定委員會處理

薪酬事務、遵守《公司條例》所定的披露要求，以及決

定個別員工的薪酬方案時保持靈活度，以顧及其背景、

能力或工作表現。財政司司長表示，委員會建議的執行

方案獲得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通過，並於 2002年 12月獲
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批准，以在 2003年 3月進行金管局年度
薪酬檢討時採用。財政司司長強調，金管局的年度薪酬

檢討由顧問按私營機構的薪酬趨勢及薪酬水平，以及就

金管局的表現進行獨立調查。有關的薪酬檢討由薪酬及

財務委員會考慮，經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認可後會提交

財政司司長批准。金管局的人員不會參與該委員會的決

議，當委員會討論到他們的薪酬福利條件時，他們均會

避席。  

 
52. 關 於 金 管 局 總 裁 的 薪 酬 水 平 被 認 為 是 偏 高 的 問
題，財政司司長表示，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及外匯基金諮

詢委員會已考慮有關的問題，並已決定維持該職位的現

行薪酬水平。在作出該項決定時，薪酬及財務委員會及

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曾考慮多項質量因素，例如現任金

管局總裁的特別技能、才能和表現，以及現有薪酬福利

條件已包括其他附帶福利，例如退休福利及住所津貼

等。  

 
53. 陳鑑林議員認為，金管局總裁現時的薪酬水平恰
當，不宜將此水平與財政司司長的薪酬水平作比較。  

 
54. 由於金管局的職能獨特，李卓人議員認為不宜把金
管局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與本地金融服務業相若職

位的人員的薪酬水平作比較。就此，劉慧卿議員認為，

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應與海外金融市場的高層管理

人員 (例如中央銀行行長 )的薪酬水平相若。  
 
55. 財政司司長回應時仍然認為，釐定金管局高層管理
人員薪酬的現行安排恰當。由於金管局大部分的工作均

在本港進行，金管局與本地金融服務業的公司競逐人

才，是合理及有必要的做法。然而，財政司司長認為，

由於不同的中央銀行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中運作，而各經

濟體系的就業市場狀況亦有頗大的差異，比較各中央銀

行的薪酬既不恰當，亦不具太大的意義。就此，財政司

司長指出，很多美國聯邦儲備局僱員 (包括曾任職聯邦
儲備局的金管局副總裁 )的薪酬均較聯邦儲備局主席的
薪酬為高。由此可見，釐定金融服務業優質員工的薪酬

水平時涉及十分複雜的因素。  



經辦人／部門  
 

 
56. 吳亮星議員表示，Hay Group報告由獨立顧問編纂，
載錄的市場數據在 2002年初收集。該報告採用的調查方
法及提出的建議應受到尊重。他欣悉，該報告涵蓋的選

定機構已對報告提出的建議作出正面的回應，並把建議

適當地納入釐定員工薪酬的安排內。  

 

 

* * * * * * 
 



附錄XI 
 

2006年 2月 6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摘錄  
 

 

* * * * * * 
 

經辦人／部門  
 
金管局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及離職後就業的政策  
 
35. 劉慧卿議員從金管局總裁 2006年 1月 27日的覆函中
察悉，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管治委員會現正檢討

有關金管局員工離職後擔任外間工作的規則，她查詢有

關檢討的預計完成日期。金管局總裁回應時向委員保

證，金管局會按管治委員會的要求提供一切所需資料及

協助，以便進行該項檢討。不過，他不適宜代表該委員

會決定有關工作的預計完成日期。  
 
36. 劉慧卿議員察悉金管局總裁在書面回覆中載列的 4
個檢討目的，她認為該項檢討的目的應限於政府當局就

規管前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就業的政策進行檢討時所秉

持的目的，即確保前首長級公務員不會從事與其以往公

職可能有實際、潛在或表面利益衝突，或會引致公眾負

面看法致令政府尷尬或公務員形象受損的業務或工作。

劉議員又認為，現時規管金管局高級職員離職後就業的

安排，並不足以防止利益衝突問題。她促請管治委員會

加快檢討現行安排，以期加強這方面的監控。政府於 2006
年 1月 1日就公務員推行的改善措施尤其值得參考，該等
措施是經過諮詢及詳細考慮後才落實的。舉例而言，首

長級薪級表第 4點或以上 (或同等薪點 )的前首長級公務
員，須受到最少 12個月的禁制期所規限，有關人員由停
止政府職務至擔任外間工作，其間須相隔 12個月，以避
免引起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及／或公眾負面看法。  
 
37. 金管局總裁答允向管治委員會轉達劉慧卿議員所提
出的關注。但他指出，在檢討有關金管局員工離職後擔

任外間工作的規則時，必須考慮的是，任何修訂安排皆

不應窒礙金融服務業及其他行業的技術交流，這些交流

均有利金管局達到有關目標。  
 
38. 關於政府當局就鄺志堅議員在 2005年 12月 14日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的口頭質詢所作的回覆附件 4，單仲偕議員
察悉，金管局內由高級經理至副總裁職級的僱員如在終

止受僱於金管局後 6個月內在香港出任另一個組織／機
構／公司的僱員，必須事先獲得金融管理專員 (即金管局
總裁 )批准。至於金融管理專員，則必須事先獲得財政司
司長的批准。單議員建議應規定副總裁及助理總裁級別

的所有高層行政人員須得到管治委員會事先批准，才能



經辦人／部門  
 

在管制期內擔任新工作。金管局總裁答允將單議員的建

議轉達管治委員會考慮。  
 
39. 關於薪酬政策，李卓人議員重申他在先前的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即金管局總裁現時的薪酬水

平偏高。李議員尤其關注到，金管局總裁的薪酬水平遠

高於他向其負責的財政司司長以至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

的薪酬水平。就此方面，李議員要求管治委員會提供資

料，說明適用於金管局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包括

決定金管局總裁及金管局其他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

條件時所依據的準則及考慮的因素，以及薪酬檢討機

制。此外，亦應邀請管治委員會考慮他的建議，即為與

公務員薪酬政策一致，金管局總裁的薪酬應定於某個固

定水平，並應取消浮動薪酬部分。  
 
40. 金管局總裁解釋，他和金管局其他高層行政人員的
薪酬福利條件，是由財政司司長經考慮外匯基金諮詢委

員會的意見及管治委員會的建議後釐定的。金管局設有

機制，參照金融界的薪酬水平來釐定及檢討其員工的薪

酬水平。至於金管局的高層行政人員現時的薪酬水平是

否偏高，金管局總裁表示，他不會就這方面作出任何評

論。然而，金管局事實上正面對人才流失及招聘困難等

問題。  
 
41. 李卓人議員建議邀請管治委員會出席事務委員會會
議，與委員討論有關金管局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及離職

後就業的政策。為方便事務委員會考慮如何跟進此事，

主席建議請管治委員會考慮委員在會議上提出的意見，

以及提供委員要求的資料。委員贊同意此建議。事務委

員會在接到管治委員會的回覆後，將會研究有關的未來

路向。  
 

(會後補註：  
(a) 事務委員會秘書致管治委員會主席的函件及主

席的覆函已於 2006年 3月 16日分別隨立法會
CB(1)1092/05-06(01)及 (02)號 文 件 送 交 會 委
員；及  

(b) 在是次會議上討論議程項目V期間，委員同意一
併邀請證監會提供資料，說明其高層行政人員

的薪酬及離職後就業的政策。關於離職後就業

的問題，應請證監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因應政府

當局於 2006年 1月 1日公布、有關前首長級公務
員離職後就業的新安排，檢討現行政策。 ) 

 
 

* * * * * * 
 



   

(譯本 ) 

 

 CSO/ADMCR 2/1136/01(05)  PT.11  電話號碼 :28103503 

  傳真號碼 :25247103 

 

 
香港中區昃臣道 8 號  
立法會大樓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秘書  
陳美卿女士  
 
 
陳女士 : 
 

法定機構高層管理人員的薪酬  
 

多謝你於二零零六年四月三日的來信。我們已詳細考

慮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在其第二階段報告書

第 4.37 至 4.39 段及 6.30 段的意見。然而，我們並不認為設立獨
立委員會，以全面檢討現時法定機構員工的薪酬組合及提出一套

決定其高層管理人員薪酬的機制，是一個合適的做法。有關理由

載於下文各段。  
 
二零零二年進行的全面檢討  
 

二零零二年一月，政府委託 Hay Group Limited 就 11
間選定的法定及其他機構高層管理人員的薪酬進行顧問研究。有

關研究涵蓋所有在聘請具特別經驗和專業知識的管理人員方面

須與私營機構競爭及須按審慎商業原則運作的主要法定機構。顧

問研究的建議曾於二零零二年七月三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論。  
 
除了就法定機構高層管理人員的薪酬組合進行探討及

提出建議外，上述顧問研究建議訂立一致的原則，作為這些機構

的管理委員會釐定其高層管理人員的薪酬及在日後定期進行薪

酬檢討時的指引。顧問研究亦提出調整機制，以便公眾可以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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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機構提供的薪酬組合，長遠而言能否與對照的私人公司比

較。  
 
為了令機構的薪酬安排更為一致及客觀，顧問建議而

政府亦同意每間機構應指派一個委員會處理薪酬事宜。該委員會

負責制訂高層管理人員的薪酬政策、檢討市場薪金水平和趨勢，

以及向管理委員會或主管審批當局提出薪酬建議。  
 
為增加透明度，政府亦接納顧問所提出有關選定機構

向負責其事務的決策局局長及公眾匯報薪酬資料的一般安排。有

關管理委員會須公佈行政總裁的薪酬組合及第二及第三層管理

人員的薪酬綜合資料。有關機構最低限度應按照《公司條例》及

按香港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的年報的規定，公佈有關的薪酬範

圍。  
 
在二零零二年六月得出有關的研究結果後，政府先後

於二零零二年七月三日及二零零三年十二月十五日向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政府告知委員會，選定機構

均對顧問的建議作出積極回應。選定機構高層管理人員的薪酬及

這些機構實施顧問建議的情況，會透過有關機構與決策局之間的

匯報機制每年進行檢討。在二零零三年十二月十五日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主席認為，由於選定機構每年向

有關決策局匯報高層管理人員的詳細薪酬安排及實施顧問建議

的情況，議員如有意跟進有關事宜，可邀請有關決策局向相關的

事務委員會匯報進展。  
 

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案  
 
在二零零二年進行檢討後，政府已就法定機構高層管

理人員的薪酬訂立有效的監管。這些措施大大提高了法定機構薪

酬政策及調整機制的透明度和問責性。  
 
由於每間法定機構的性質、運作需要及對人才的要求

各有不同，我們難以訂定一個單一機制以決定所有法定機構應提

供的薪酬。法定機構的薪酬組合須按個別情況而定，在這方面，

並無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案。  
 
此外，這些法定機構本身設有獨立的管理委員會，監

察其管理及運作。我們應尊重這些管理委員會在監察薪酬政策和



   

安排是否合適及具透明度，以及在釐定及向主管審批當局提出薪

酬建議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我們認為由政府代管理委員會建議或

規定高層人員的薪酬水平，並不適當。畢竟，有關的管理委員會

應較政府或任何獨立委員會更能掌握市場的薪酬水平及個別高

層管理人員的資歷、才能和表現。因此，它們最能根據機構的情

況，就薪酬事宜作出公平及適當的判斷。  
 

 
行政署長  

 
(翁佩雯代行 ) 

 
二零零六年四月二十八日  
 
 
副本送 :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附錄XIII 
 
 

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政策  

 
相關文件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5月 2日的情況 ) 
 
 

會議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001 年 12 月 12 日  
立法會會議  
 
有關 “檢討法定機
構及金融管理局的

薪酬調整機制 ”的
議案辯論  
 

議事錄  ⎯⎯  

⎯⎯  金管局提供有關 “金管局的管
治 ”的資料摘要  

於 2002年 9月發給財
經事務委員會委員的

CB(1)2606/01-02 
 
 

行政署就 “法定及其他機構高
層管理人員薪酬檢討 ”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CSO/ADM CR3/1136/02) 
 

⎯⎯  

政務司司長於 2002年 6月 26日
立法會會議上發表的聲明  
 

CB(1)2150/01-02(01)

2002年 7月 3日公務
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CB(1)171/02-03 ⎯⎯
議程項目 I 

有關 “金管局的管治與本港及
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 ”的
研究報告  
 

CB(1)1584/02-03 

金管局就有關 “金管局的管治
與本港及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

管治 ”的研究報告作出的回應  
 

CB(1)1592/02-03 

張仁良教授提供的電腦投影

片簡介資料  
 

CB(1)1788/02-03(04)

2003年 6月 2日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  
 

金管局提供的電腦投影片簡

介資料  
 

CB(1)1788/0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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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Charles GOODHART教 授 的
意見書  
 

CB(1)1788/02-03(06)

饒餘慶教授 2003年 5月 24日的
意見書  
 

CB(1)1788/02-03(07)

曾澍基教授 2003年 5月 26日的
意見書  
 

CB(1)1788/02-03(08)

國際結算銀行的意見書  
 

CB(1)1839/02-03(01)

 

會議紀要  
 

CB(1)2295/02-03 
⎯⎯  議程項目 IV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CB(1)296/03-04(04) 2003年 12月 15日公
務員及資助機構員
工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CB(1)771/03-04 ⎯⎯
議程項目 III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有關金
管局的管治的關注事項及建
議 ”的文件  
 

CB(1)595/03-04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CB(1)847/03-04(05) 

行政署長於 2004年 1月 12日致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
委員會秘書的覆函  
 

CB(1)772/03-04(01) 

2004年 2月 2日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CB(1)1394/03-04 
⎯⎯  議程項目VI 
 

2006年 2月 6日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要  
 
 

CB(1)1178/05-06 
⎯⎯  議程項目 IV 
 

事務委員會秘書於 2006年 2月
9日致管治委員會主席的函件
 

CB(1)1092/05-06(01)

管 治 委 員 會 主 席 2006年 3月
15日的覆函  
 

CB(1)1092/05-06(02)

事務委員會秘書於 2006年 2月
9日致證監會主席的函件  
 

CB(1)1186/05-06(01)

2006年 5月 4日財經
事務委員會會議  
 

證監會秘書長 2006年 3月 27日
的覆函  
 

CB(1)1186/05-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