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1)2144/02-03(01)號文件

香港花園道 3 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 3 樓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

陳美卿女士

陳女士：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跟進跟進跟進跟進 200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 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

司徒少華女士於 2003 年 6 月 2 日發給本局的函件收悉。

金管局倫敦及紐約辦事處於 2002 年的支出分別為 1,250 萬港元
及 1,460 萬港元。這兩個辦事處的主要職能包括在香港交易時間以外
負責兌換保證的運作（即就匯率穩定提供 24 小時的支持）、進行市
場監察及研究、與海外監管機構聯繫，以及代表金管局出席國際會

議。

隨附有關香港金融研究㆗心的資金與運作的說明文件。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林家賢代行）

2003 年 6 月 30 日



香港金融研究㆗心香港金融研究㆗心香港金融研究㆗心香港金融研究㆗心（研究㆗心）的運作（研究㆗心）的運作（研究㆗心）的運作（研究㆗心）的運作

研究㆗心在 1999 年 8 月成立，以進行貨幣政策、銀行業及金融
研究。研究㆗心的目標是要促進香港的貨幣與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

加深了解其他經濟體系的貨幣與金融制度的運作。

更具體來說，研究㆗心的目標是：

! 推動有關香港貨幣與金融發展的長期及廣泛的政策課題或方案的
研究。

! 促進學術界㆟士、金融市場分析員及金管局在研究㆖的合作及交
流，以及與香港、㆗國內㆞及區內經濟體系的研究機構建立聯繫

及資訊交流。

! 推動㆗央銀行在研究㆖的合作，並就對亞洲區內的貨幣與金融發
展有深遠影響的課題進行政策分析。

研究㆗心的經費全部來自外匯基金的撥款。外匯基金自研究㆗

心成立以來對研究㆗心的撥款如㆘：

(百萬港元 )

年度 外匯基金的撥款

1999 年 8 月 2 日至 2000 年底 9.8
2001 年 8.2
2002 年 8.9

研究㆗心的㆟手及組織架構都非常精簡。金管局的㆒名助理總

裁兼任研究㆗心主任，其餘的職員僅包括㆒名經理、兩名研究分析員

及兩名文員。



研究㆗心自成立以來共委任了 38 位客座研究員進行研究。截至
2003 年 5 月止，研究㆗心的客座研究員以及其職員共完成了 59 份研
究文章，全部均載於研究㆗心的網站 (www.hkimr.org)，供公眾㆘載查
閱。該等文章的主題可以分為 5 個主要方面：匯率與宏觀經濟的關
係、金融危機的成因與影響、最理想貨幣區研究，以及通脹目標定立

與金融市場研究。其㆗ 30 份研究文章已於學術期刊㆗發表（或獲接
納發表），足以證明這些文章水平極高。（附件 A 載有研究文章清單。）
研究㆗心會按照學術界慣常的處理程序，以不具名方式把所提交的研

究文章交由專家審閱，這些專家通常是顧問委員會成員或以往的客座

研究員，以確保文章的質素。附件 B 載有全部客座研究員的名單。

研究課題與客座研究員的挑選均由研究㆗心的顧問委員會決

定。該委員會主席為香港大學的王于漸教授，共有 20 名成員，大部
分為香港及海外的知名經濟學家及學術界㆟士。附件 C 載有顧問委員
會的現有成員名單。顧問委員會的其㆗㆒項職能，是確保研究工作及

發表的作品的質素及㆗立性。

為促進學術界㆟士、金融市場分析員及金管局在研究㆖的合作

及交流，研究㆗心籌辦公開研討會，內容涉及廣泛的貨幣與金融課

題。研究㆗心在 2000 年、2001 年及 2002 年分別舉辦了 15 次、30 次
及 40 次公開研討會，與會者包括本㆞學術界㆟士、金融市場㆟士及
金管局職員。

•  除公開研討會外，研究㆗心還多次籌辦工作坊及會議，以促進

研究㆗心、本㆞學術機構、㆗央銀行及國際組織在研究㆖產生

協同作用。

•  除了其本身的工作坊與會議外，研究㆗心還為香港經濟學會贊

助海外傑出學者出任其於 2000 年及 2002 年所舉行的研討會為
主講嘉賓，他們分別為 Robert Mundell 教授（ 1999 年諾貝爾獎
得主）、 Joseph Stiglitz 教授（ 2001 年諾貝爾獎得主）、Robert
Shiller 教授（耶魯大學）及 Bennett McCallum 教授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除以㆖所述外，研究㆗心亦為促進㆗央銀
行在研究方面的合作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及課程。有關詳情載

於研究㆗心的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