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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1)1207/04-05(02)號文件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會議所討論事項的跟進  

 
目的  

 

 在法案委員會二零零五年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委員

請政府當局考慮部分業界人士和學者就《 2004 年公司 (修訂 )
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 )可能影響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所
提出的意見，並對他們就此事所進一步提交的意見書作出回

應。  
 
2 .  政府當局對上述事宜的意見，已載於先前發出題為「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會 議 所 討 論 事 項 的 跟 進 」 (立 法 會
CB(1)668/04-05(03)號文件 )及「條例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
場的影響」(立法會 CB(1)938/04-05(09)號文件 )的文件。委員審
議本文件時請一併考慮上述兩份文件。本文件旨在澄清一些關

鍵事宜，並對以下意見書作出回應–  
 

(a )  Ann Rut ledge 女士於二零零五年二月十八日提
交的意見書；  

 
(b)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按揭證券公司 )於二零
零五年三月十四日提交的意見書；  

 
(c )  香港科技大學陳家樂教授於二零零五年三月十
六日提交的意見書；及  

 
(d)  香港中文大學蘇偉文教授於二零零五年三月十
七日提交的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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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意見  
 
(a)  對證券化特設實體的「控制」  
 
3.  按揭證券公司的意見書指出，證券化交易的出讓人所成

立的特設實體，有可能由該出讓人藉其中有權對特設實體的

營運及財務政策作出指示而加以控制；除非有關交易經過安
排，令致「出讓人除擔當買家／賣家的對手方外，實際上並無

特定角色，而一般證券化交易的模式則須判予第三方服務提供

者行使或提供」。陳家樂教授亦指出，大多數特設實體有可能

受出讓人實質上 (而不一定形式上 )控制。  
 
4 .  事實上，這論據正反映有需要制訂財務匯報規定，以顧

及不同種類交易 (包括證券化交易 )的經濟實況。正如我們所重
申，關於條例草案的「附屬公司」擬議定義，問題的癥結在於

母公司是否對另一企業保留控制權，而不論該企業是否被稱為

特設實體。若特設實體的財務及營運政策是由出讓人作出指

示，則從財務匯務的角度而言，確有必要就特設實體 (作為集
團成員之一 )作出綜合匯報，因為集團帳目的基本目的是準確
反映整體集團的業績及事務狀況。不過，正如香港會計師公會

確實指出，若果從一開始便藉經過安排的交易 (例如「真正
出售」資產 )而致使出讓人不再持有控制權，則該等交易可導
致有關資產及負債從出讓人的資產負債表中剔除。  
 
5 .  不同的財務匯報處理方式正反映「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的實際意義，即按照交易的基本性質，真實而公平地匯報交易

的實質內容。  
 
 
(b)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立場  
 
6 .  在二零零五年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有與會者表示，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可能會再次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內「以控制為依據」的「附屬公司」定義，而條例草案中「附

屬 公 司 」 一 詞 的 擬 議 定 義 正 是 更 緊 貼 該 定 義 。 此 外 ， Ann 
Rul tedge 女士亦在其意見書中提出，「《國際會計準則》不時有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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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據我們所知，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雖然正檢討《國際會

計準則》第 27 號，該委員會的「初步構思是藉有關工作在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中制訂單一條有關綜合匯報的準則，以
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及詮
釋常務委員會的詮釋第 12 條『綜合匯報─特設實體』」 1。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再度確認，「綜合匯報應以控制概念為基
礎」，而「對某實體的控制是指對其策略融資和營運政策作出
指示的能力」 2。該委員會亦強調，「不應按交易類別 (例如某
類證券化交易 )給予特定的綜合匯報豁免」 3。  
 
8 .  此外，我們亦曾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技術事務總監

Kevin  Stevenson 先生聯絡，尋求澄清。 Stevenson 先生表示，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秘書處無權代委員會發言，但他表達了一

些個人的觀察。他指出，委員會現時進行的檢討證明以控制為

依據的附屬公司定義是恰當的，而該項檢討主要重對現行規

定的詮釋的發展。這項檢討並非如按揭證券公司二零零五年一

月十一日的意見書所指是一項全球計劃，以期「制訂一套適用

於證券化交易的新會計模式」。Stevenson 先生亦告知我們，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無意豁免證券化業務遵守《國際會計準則》

第 27 號的條文。  
 
 
(c)  豁免會有損財務匯報制度  
 
9.  高質素的財務匯報能提高本港金融市場和營商環境的

透明度、增加誠信和效率，這是鞏固投資者信心的要素。要達

到這個目標，就必須制訂一套貫徹始終、清晰而全面的財務匯

報準則。由香港聯合交易所發出並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批核的《上市規則》，已要求主要在香港上市的法團遵照《香

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擬備財務報表。  
 

10 .  我們認為，任何擬議豁免都會導致在香港成立為法團的

公司與在其他地方成立為法團的公司，採用不相稱的方式擬備

                                                           
1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出一份題為「綜合匯報 (包括特
設實體 )」的文件，載述截至及包括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份會議上作出的決定。  

2  同註 1。  
3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二零零四年五月三十一日發出一份題為「綜合匯報 (包括特設
實體 )」的文件，載述截至及包括在二零零四年五月份會議上作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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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帳目。我們沒有合理理據單獨讓資產證券化行業中某些由

在香港成立為法團的公司所設立而實際符合「附屬公司」擬議

定義的特設實體，無須根據相同的「母企業與附屬企業」關係

準則而被視為「附屬企業」。事實上，其他採用《國際財務匯

報準則》的司法管轄區也沒有為證券化行業訂立任何豁免。  
 
11 .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關注到，香港既是規管完善的金融中

心，有關豁免的建議可能被指為選擇性地任意擬訂財務匯報準

則，這樣會對香港的國際金融中心的聲譽弊多於利。此外，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亦強烈反對訂立任何豁免，恐怕會有損財務

匯報制度，以致獲得豁免的帳目不能真實而公平地反映公司的

狀況。  
 
 
(d)  香港證券化市場的發展  
 
12.  一如我們所重申，資產證券化是一項有用的融資工具，

但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有賴多項因素。「資產負債表外」的

會 計 處 理 方 式 不 應 被 視 作 資 產 證 券 化 市 場 必 備 的 「 靈 丹 妙

藥」。事實上，不少地方如新加坡、澳洲及歐洲聯盟 (就上市
公司而言 )等，都已經採用《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包括《國際
會計準則》第 27號 )，而且沒有證據顯示該地的證券化市場因
此受到不良影響。  
 
 
總結  
 
13.  請委員閱悉及支持本文件所載述的意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