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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的討論《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的討論《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的討論《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的討論

財經事務委員會報告財經事務委員會報告財經事務委員會報告財經事務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事務委員會就《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
併 )條例草案》(下稱 “《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 ”)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

例草案》 (下稱 “《東亞條例草案》 ”)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及《東亞條例草案》分別由李國寶議

員及吳亮星議員於 2001年 6月 13日提交立法會。議員在 2001年 6月 15日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決定，財經事務委員會應在最短時間內，於可

供開會之用的時段召開特別會議，讓委員聽取有關該兩項條例草案的

簡介，然後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該次會議於 2001年 6月 19日
舉行。提出該兩項條例草案的議員、政府當局的代表、該兩個銀行集

團，以及其法律顧問均獲邀出席會議，協助委員進行商議。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3. 事務委員會察悉，《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旨在就 8間內地成

立銀行的香港分行、1間本地成立銀行，以及兩間內地成立銀行的深圳

分行，與本地成立的寶生銀行有限公司 (下稱 “寶生 ”)的合併事宜訂立條

文。條例草案亦就中國銀行 (下稱 “中銀 ”)在兩間本地成立銀行，以及 1
間本地成立信用卡附屬公司持有的股份移轉至寶生而訂定條文。在指

定時間，寶生的名稱會更改為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稱 “中銀 (香
港 )”)。

4. 《東亞條例草案》旨在將中國聯合銀行有限公司 (下稱 “中聯 ”)
的業務移轉予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下稱 “東亞 ”)，從而合併該兩間銀行。

5. 事務委員會就該兩項條例草案進行的討論概述於下文各段。



2

發鈔銀行

6. 事務委員會察悉，根據《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財政司司長

可授權中銀 (香港 )在指定時間取代中銀成為發鈔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助理總裁 (銀行監理 )回應委員就擬議安排提出的問題時

指出，財政司司長在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後，會根據《法

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 (第 65章 )行使他的權力，委任中銀 (香港 )取代中

銀成為發鈔銀行。條例草案第 6(2)條列明寶生在獲得上述授權後可行使

的權利及承擔的義務。他亦指出，所有已發行的中銀銀行紙幣會繼續

作為法定貨幣紙幣，而中銀 (香港 )自指定時間起，將有權以中銀的名義

印製、儲存、分發及發行銀行紙幣，該等紙幣所採用的設計及面額，

須與中銀獲授權發行的銀行紙幣的設計及面額相同。就現時的個案而

言，金管局信納擬議安排能確保連續性，並可維持公眾對中銀銀行紙

幣的信心。

課稅

7. 事務委員會察悉，根據《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第 10條，中銀

(香港 )將可有資格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章 )第 19C(4)條，將各合併銀

行蒙受了的虧損，以中銀 (香港 )的利潤抵銷。《東亞條例草案》亦有效

力相若的條文，容許將中聯在合併生效的財政年度開始後所得的任何

盈利或虧損，視為東亞的盈利或虧損。委員對於此項條文與現行政策

是否一致表示關注。政府當局確認，政府的政策已一致地適用於該等

條例草案。《稅務條例》第 19C(4)條規管法團虧損的抵銷事宜。該條文

規定在任何課稅年度內，某法團如在其所經營的行業、專業及業務中

蒙受虧損，該虧損額須與該法團 (同一法團 )在該課稅年度內的應評稅利

潤抵銷，而未能抵銷的虧損部分須予結轉，並以該法團其後各課稅年

度的應評稅利潤抵銷。根據該兩項擬議條例草案，中銀 (香港 )會被視為

各合併銀行的延續，並與各合併銀行在法律上均是同一人一樣，而東

亞則會被當作與中聯在法律上均是同一人一樣。因此，中銀 (香港 )及東

亞各自在合併後，均會獲准作出該項抵銷。上述政策亦會適用其他合

併，只要其尚存實體被當作一個與合併實體相同的實體。考慮到委員

的關注，政府當局已答應在該兩項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重申有

關此項課稅安排的政策。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8. 事務委員會曾詳細研究《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第 8(l)條的影

響。該款條文規定將各合併銀行的分行移轉予及轉歸中銀 (香港 )，以及

向中銀 (香港 )披露該等銀行的任何信息，並不屬違反銀行與其客戶 (包
括機構客戶 )之間負有的普通法保密責任，亦不屬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第 486章 )或保障資料原則。《東亞條例草案》亦有相若的條文。

委員察悉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即該項條文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條文，

因為自《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相關條文於 1996年 12月生效以來，未

有制定任何銀行合併條例。委員詢問需否把上述條文納入該兩項條例

草案，以及從條例草案刪除有關條文的後果為何。委員特別關注到，

因預期或由於進行合併而作出的任何信息移轉及披露，會否構成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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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下的保障資料原則第 3原則，以及應否在該條例

訂立適用於日後一般合併的豁免條文。

9. 保障資料原則第 3原則規定，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

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的以外的目的： (a)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

將其使用於的目的；或 (b)直接與上述目的有關的目的。由於就個人資

料而言， “使用 ”一詞包括資料的披露或移轉，委員希望知悉，如無有

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為合併的目的而披露或移轉資料，會否

構成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第 3原則。一名委員亦詢問該兩間銀行是否準備

獲取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

10. 就此方面，政府當局確認已就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諮詢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政府當局不反對擬議的條例草案第 8(l)條。應委員要

求，政府當局同意就如何詮釋保障資料原則第 3原則，諮詢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的意見。至於應否在《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訂立豁免條文，以

涵蓋日後生效的其他合併，政府當局認為，此問題屬於政策事宜，並

承諾作進一步考慮。

11. 為回應委員對訂明同意的關注，中銀的代表律師向委員表

示，所有在香港於各合併銀行擁有帳戶的客戶均已獲發給中銀集團理

財服務總條款，並正根據該等條款與有關的銀行交易。該等條款載有

一項條款，授權有關合併銀行提供及透露有關客戶或有關銀行帳戶或

任何服務或任何交易的資料予任何中銀集團成員。因此，在同一集團

的公司之間移轉資料並不構成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12. 然而，助理法律顧問曾指出，客戶同意接納理財服務總條款，

會否等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之下的訂明同意，仍未能予以確定。

事務委員會亦察悉，據中銀代表律師表示，條例草案第 8(l)條旨在處理

或會出現疑問的個案，該等疑問關乎應否獲得訂明同意，以及在合併

的指定時間尚未獲得該項訂明同意。

13. 作為中銀集團的代表，吳亮星議員亦指出，中銀集團擁有超

過 100萬個客戶，若要求所有客戶給予個人及明示同意，並不切實可

行。此外，客戶應對銀行的保護個人資料制度有信心。應事務委員會

的要求，中銀的代表律師答應向委員提供中銀集團理財服務總條款的

文本。

14. 事務委員會察悉，律政司人權組已表示該兩項條例草案均無

問題。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會尋求律政司的意見，研究可否向事務

委員會提供律政司為當局擬備的意見。

抵押權益

15. 一名委員曾指出，合併生效後，獲某間合併銀行批給 “一切款

項按揭 ”的按揭人可能要承擔責任，償還由所有合併實體提供的貸款。

該兩間銀行的代表向事務委員會保證，按揭人在償還貸款保證之下承

擔的責任，不會因是次合併而有所增加。



4

16. 事務委員會察悉，有關方面會就《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建議

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澄清上述意向。另一有關方面亦會就

《東亞條例草案》提出一項相若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該等修正案

的擬稿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按揭條款

17. 一名委員曾指出，除非物業擁有人進行轉按，否則部分銀行

不會容許物業擁有人享有優惠按揭條款。他詢問中銀 (香港 )及東亞會否

基於合併而向承按人提供較優惠的條款。該兩間銀行的代表確認，原

本的按揭條款及條件會繼續適用。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8. 委員普遍認為，簡報會有助澄清他們就兩項條例草案提出的

問題。他們亦察悉，根據政府當局的立場，該兩項擬議合併有助提高

各有關銀行的成本效益，以及加強其內部監控，而合併生效後，金管

局可對合併後的實體作出更有效的監管。

19. 委員亦察悉中銀及東亞的代表所發表的意見。該等代表認為

早日通過條例草案十分重要，因為擬議合併會提高有關銀行的競爭

力，亦可給予其員工一個明確的方向，以便處理銀行在運作上面臨的

重組工作。

20. 事務委員會察悉一名委員在會議結束前提出的意見，即該兩

項條例草案均可以接受，無需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請內務委員

會察悉事務委員會的討論工作及所取得的額外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1年 6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