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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存款保障計劃

• 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於2006年9月在香港實施

• 存保計劃是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存保條例》 ）（第581
章）設立。它透過以下的方式，協助維持銀行體系的穩定︰

- 當發生銀行倒閉時對存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及以有秩序的方法補償

存戶

- 透過減低謠言引發擠提的風險，降低銀行倒閉的可能性

- 減輕銀行倒閉對銀行體系產生的影響

• 存保計劃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會）管理，存保會是根據
《存保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

• 存保計劃的資金完全來自銀行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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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存保計劃的背景 (1)

• 鑑於國際及本地金融市場的發展，存保會於2009年對存保計劃進行
了檢討

• 存保會就檢討得出的改善存保計劃的建議進行了廣泛諮詢︰

- 推行廣泛宣傳活動（如電視、報章、查詢熱線等）邀請公眾提交意見及
進行意見調查來評估公眾的反應

- 主動向多個有關團體作出諮詢，包括消費者委員會、銀行業界、勞工組
織、學術界及專業組織，如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公司法改革
常務委員會和破產管理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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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存保計劃的背景 (2)

• 改善存保計劃的建議獲得公眾廣泛的支持及有關團體的支持

• 存保會於2009年6月和2010年2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報改
善建議和諮詢結果，並有向個別立法會議員收取意見

• 落實檢討所得出的改善建議將須︰

- 透過修訂條例草案修訂《存保條例》

- 修訂附屬法例（在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 已完成草擬修訂條例草案––《2010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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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目的

•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了修訂《存保條例》 和《公司條例》（第32
章），從而︰

- 為存戶提供更佳的保障

- 減低提供更佳保障而產生的成本被轉嫁予存戶的可能性

- 促使存保會能更快速地發放補償予存戶

- 進一步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的透明度

• 期望修訂建議可於踏入2011年時，即緊接由政府提供的百分百存
款擔保於2010年底屆滿後即時實施，以減輕百分百存款擔保的撤
出對市民大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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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佳存款保障 (1)
(A) 將保障額由10萬港元提高至50萬港元

• 多於90%的存款人將可獲完全保障（接近國際標準的高端水平 80%-
90%），就絕對水平而言，亦能與主要國家的保障水平看齊（見下
表）

註1: 由2008年10月起暫時從10萬美元提升至現水平，在2014年將回復至10萬美元

註2: 最新的建議為將保障額提高至5萬坡元（即28萬港元），約91%的存款人將可獲完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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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佳存款保障 (2)
(A) 將保障額由10萬港元提高至50萬港元（續）

• 過低的保障額未能滿足公眾對獲得更佳保障的期望，進一步提高保
障額的效益並不顯著，但會令成本不成比例地遞增及引致更高的道
德風險

不 同 保 障 額 之 下 獲 完 全 保 障 存 款 人 的 百 分 比

(二 十 一 間 零 售 銀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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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佳存款保障 (3)
(A) 將保障額由10萬港元提高至50萬港元（續）

•由於新的保障額與其他主要市場的保障水平相約以及香港具備穩
健的銀行監管制度，道德風險應可受到適當的控制

•公眾意見調查中發現80%的受訪者都認為新的保障額可以接受，
而主要的有關團體（包括消費者委員會、銀行業界、勞工組織及
專業團體）亦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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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佳存款保障 (4)
(B) 保障用作抵押的存款

• 由於用作抵押的存款屬“條款乃關於財產或服務的提供者的貸款”而被
豁除於《存保條例》中存款的定義之外（該定義與《銀行業條例》中
存款的定義相同），因此現時不受存保計劃所保障

• 現時銀行把金融產品綑綁銷售的情況日益普遍，而存款可能因此被用
作抵押或受到各種產權限制而導致其保障地位變得模糊

• 公眾人士、消費者委員會及銀行業界均要求存保會加強存保計劃保障
範圍的清晰度

• 建議將用作抵押的存款納入受保障產品範圍，有關建議獲得消費者委
員會、銀行業界及專業團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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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佳存款保障 (5)
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 為提高保障額，第4、8及13條建議將《存保條例》中所有涉及10萬
元的數字改為50萬元

• 為免生疑問，第11條建議明確指出新的保障額只適用於存保計劃於
修訂生效當日或之後被觸發的銀行倒閉事件，而並非決定於發放補
償時新的保障額是否已經生效

• 為保障用作抵押的存款，第3條建議修訂《存保條例》下存款的定義
。存保會已就此諮詢銀行業界以確保經修訂後的定義的合適性（用
作抵押的存款將只限於與提供銀行及金融服務相關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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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1)

(A) 調低收取年度和總供款金額的供款比率

• 在存保計劃的保障額提高至50萬港元後，估計業界的受保障存款
金額會由4,950億港元增至11,490億港元

• 以受保障存款金額與有關的徵費比率相乘而得出的銀行年度供款
（建立期徵費）會大幅增加超過兩倍

• 建議調低徵費比率以抵銷因提供更佳保障而對業界年度供款帶來
的影響，從而減低成本被轉嫁予存戶的可能性

• 根據存保會的估計及與銀行業界協定後，徵費比率須調低65%，
使業界的年度供款維持於現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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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2)

(A) 調低收取年度和總供款金額的供款比率（續）

• 收取的年度供款會累積於存保基金，而基金的目標規模為業界受
保障存款的0.3%

• 在新的保障額下，存保會估計存保基金所需要累積的資金金額會
由15億港元增至28億港元，但有關金額相對於業界的受保障存款
的百分比則會輕微跌至0.25%

• 由於提高保障額和減低年度徵費比率，預料存保基金需要額外6年
的時間（即至2018年）方可達到目標規模

• 這不會損害存保計劃發放補償予存戶的能力，因發放補償所需資
金將由外匯基金所提供的貸款提供融資，存保基金是用作支付在
發放補償時而產生的成本和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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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3)

(B) 讓銀行選擇按存款的淨額匯報受保障存款以評估供款

• 存保計劃下的補償是按存款的淨額計算，即在計算補償時會從存
戶的受保障存款減去存戶欠銀行的債務

• 目前，銀行須向存保會匯報受保障存款的總額以評估供款，即不
扣除存戶的債務。這做法可能會高估須發放的存款補償金額

• 建議讓銀行選擇在其認為符合成本效益的情況下按存款的淨額匯
報受保障存款，以統一供款和補償金額的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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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4)

(C)將《公司條例》中的優先索償金額的上限和範圍與《存保條例》
中所定的水平相連

• 存保會依賴藉代位取得存戶在《公司條例》下的優先索償權，從
而收回其支付予存戶的補償

• 若不對優先索償金額的上限和範圍作出相應調整，存保計劃將只
能從銀行清盤中索回10萬元而會蒙受最高至40萬元（連利息）的
差額損失

• 優先索償權與存保計劃的目標同為保障存戶，有理由將兩者的保
障金額上限和範圍相連

• 經諮詢的有關團體，包括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律師會和破產管理署，並不反對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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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5)

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1)

• 第13條建議調整《存保條例》中相關的數字，以調低計算年度建
立期徵費的徵費比率和存保基金的目標規模

• 第13條建議修改《存保條例》中的匯報方法，讓銀行可選擇按存
款的淨額匯報受保障存款（已諮詢及獲得銀行業界同意）

• 第9條建議修改有關條例，賦權存保會取得所需的資料，以便在新
的匯報方法下評估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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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6)

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2)

• 附表建議將《公司條例》中的優先索償金額的上限和範圍與《存
保條例》中所定的水平相連

• 由於銀行的年度供款是根據銀行於上一年度10月20日的狀況釐定
，第2條建議新的存款定義和匯報準則於2010年10月20日生效

• 為免存保計劃蒙受差額損失，附表建議採用過渡性的安排，凡在
任何清盤中，清盤的有關日期是在修訂生效之前，而存保計劃是
在修訂生效之後被觸發，新的保障額和範圍將適用於有關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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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1)

(A) 賦權存保會在計算補償時可作合理估計

• 存保計劃必須能夠快速發放補償以舒解存戶的憂慮和應付他們對
流動資金的即時需要

• 在計算存保計劃下的補償金額時，存保會需按破產法規計算存款
和客戶負債的累算利息和對年金和或有負債作出估值（《存保條
例》第27(4)(b)條）

• 根據存保會進行模擬測試所得經驗︰

- 未必能獲得所需的資料（當存保計劃不是在利息累計日和合約到期
日被觸發）

- 進行精確計算可能明顯地不合符成本效益

- 可能延誤發放補償予存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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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2)

(A) 賦權存保會在計算補償時作合理估計（續）

• 建議賦權存保會在以下情況可作合理估計﹕

- 有關金額未能確定時；

- 確定有關金額會不當地阻延存保會向存戶發放補償；或

- 精確計算補償金額的成本大於其效益

• 若存保會低估補償金額，存保會仍有責任支付餘額，存戶仍會就
餘額在銀行清盤時享有優先索償權。存保會亦設有上訴機制

• 若存保會高估補償金額，在合符成本效益的情況下，存保會可向
存戶討回多付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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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3)

(B) 讓存保會能夠向不同類別的存戶作出不同金額的中期付款

• 《存保條例》第36條賦權存保會可對個別存戶發放其認為合適的

金額的中期付款

• 根據模擬測試的經驗，存保會發現如能向不同類別的存戶作出不
同金額的中期付款，對發放補償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均有好處，例
如可更佳地先回應小存戶對流動資金的需要

• 有顧慮《存保條例》第36條是否容許存保會可向不同類別的存戶
採取不同的做法

• 建議更清楚訂明存保會這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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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4)

(C) 容許透過電子渠道辦理存保會的事務

• 在發放補償時，存保會需作出各項高度緊急的決定

• 現時存保會的事務是經由身在香港的存保會委員親身參與會議或
傳閱文件的方式辦理

• 根據模擬測試的經驗，在需作高度緊急的決定時，存保會未必能
及時在香港集合足夠會員召開會議或傳閱文件

• 建議在不改變通過決議所需的法定人數的情況下，容許透過電子
渠道辦理存保會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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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5)

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1)

• 第4條建議《存保條例》賦權存保會在指明的情況下可就年金和將
來及或有負債的價值，及累算利息作出合理的估計

• 第5條建議將存保計劃的最高補償金額定為《公司條例》下的優先
索償金額或《存保條例》下可發放予存戶（包括合理估計）的金
額

• 為容許存保會討回因作出合理估計而多付的金額，第7條建議將那
些多付的金額於《存保條例》內定為可討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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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6)

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2)

• 第6條建議於《存保條例》內加入條文，以讓存保會能夠決定向不
同類別存戶作出不同款額的中期付款

• 第12條建議修改《存保條例》內有關存保會的議事程序，以讓存
保會能夠透過電子渠道辦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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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的透明度 (1)
賦權存保會可修訂及增訂披露規則

• 在進行公眾諮詢時，存保會收到公眾人士、消費者委員會及財經事
務委員會成員的要求，加強就存款的保障地位的披露安排:

- 作出更佳的負面披露

- 引入正面披露

- 令披露聲明更易於讓存戶察覺及閲讀

- 改善對結構性存款的披露

• 現時銀行須對被稱為存款但不受保障的產品作出披露（負面披露）
，並可按每個賬戶作出一次性的披露

• 至於對受保障存款的披露（正面披露）及披露聲明的明顯程度，目
前未有具體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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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的透明度 (2)
賦權存保會可修訂及增訂披露規則（續）

• 目前銀行在命名存款產品時並不受到任何規限。部分銀行把受保障
的存款稱為「結構性存款」–– 屬《存保條例》中不受保障的存款（
但這不會令存款變為不受保障）

• 建議賦權存保會可增訂規則以改善存保計劃的披露制度

• 規則將會以附屬法例的形式訂立，會在條例草案（當中包括賦權存
保會修訂及增訂有關規則的條文）獲通過後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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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的透明度 (3)

賦權存保會可修訂及增訂披露規則（續）

• 在參考檢討存保計劃的公眾諮詢所得的結果後，建議修訂及增訂的
規則如下:

– 除機構客戶和自動續期的交易外，銀行須就個別的交易作出負面披露
，而機構客戶則可收到定期的通知

– 銀行須作出正面披露及於指定時間內以指定形式回應存戶的查詢

– 銀行的披露聲明須符合若干有關字體大小及位置的標準，令披露明顯
易見

– 銀行只可將符合《存保條例》中「結構性存款」定義的產品命名為結
構性存款（只適用於新的存款，現有的存款將不受影響，直至有關存
款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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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的透明度 (4)

賦權存保會可修訂及增訂披露規則（續）

• 建議修訂及增訂的規則獲得廣泛公眾支持及消費者委員會的支持

• 銀行業界亦認同讓存戶充分知悉存款保障地位的重要性，但對落實
新措施而牽涉的成本和工作表示關注

• 存保會將盡力以最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落實有關的新措施

• 在制訂詳細的規則時，將會諮詢有關的團體（包括銀行業界）的意
見，然後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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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圍的透明度 (5)

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 第10條建議對《存保條例》作出修訂及加入條文以賦權存保會可修
訂及增訂披露規則

• 第11條建議在《存保條例》中加入過渡性的條文，清楚訂明根據新
增權力而訂立的規則是否適用於在該等規則生效時已存在的存款

• 第2條建議經修訂及增加的權力可在憲報刊登當日起生效（讓規則可
緊接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開始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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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條例草案中建議的法例修訂

第2*、10及11條進一步提高存保計劃保障範
圍的透明度

第2*、4、5、6、7及12條促使存保會能快速發放補償

第2*、9 、13條；及第14條中的附表減低成本被轉嫁的可能性

第2*、3、4、8、11及13條提供更佳存款保障

條例草案中相關的條例目的

*第2條是實施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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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實施

• 條例草案中大部分的修訂建議會於2011年1月1日生效

• 有關匯報受保障存款以評估供款和增訂新規則的條文須較早生
效，否則有關措施將須延遲實施

• 條例草案愈早獲得通過，可愈早讓：

- 存保會就變更作出宣傳

- 公眾為過渡作好準備

- 銀行作好準備，例如調整系統、印制新的存款文件、培訓前線員工等

• 存保會及財經事務科會全力配合立法會，讓修訂條例草案可盡早
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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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