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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二○○五年施政報告的有關施政措施作簡報 

＊＊＊＊＊＊＊＊＊＊＊＊＊＊＊＊＊＊＊＊＊＊＊＊＊＊＊＊＊＊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今日（一月十九日）在立法會財經事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上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各位議員:  

  我們今日希望藉着這機會向各位議員滙報在《二零零四年施政綱領》中各項

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關的政策措施的進展情況，以及介紹在《二零零五年施政

綱領》中與本局有關的各項政策措施。  

  除了在一月十二日公布的施政報告和《二零零五年施政綱領》外，我們亦在

一月十三日向委員會提供了一份資料文件，現在我想扼要地介紹我們在財經事務

及公共財政方面的施政重點。  

財務政策  

────  

  在財務政策方面，財政司司長已經在二零零四年的財政預算案中，重申我們

會處理財赤問題，並訂下指引繼續逐步落實控制公共開支的計劃，以達致在二零

零八至零九年度恢復政府財政收支平衡，及把政府的經營開支削減至 2,000 億元

的目標。  

  在落實資產出售及證券化計劃方面，我們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把政府收費

隧道和橋樑收入證券化（即發行「五隧一橋」證券化債券）、重組機場管理局的

資本結構及進一步出售公務員房屋貸款，共得款項約 120 億元。我們亦在二零零

四年七月成功發行政府債券，籌集到約 200 億元的資金，除可用於發展有利於香

港長期經濟發展的基建項目外，發行政府債券也有助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的發展。

此外，我們現正研究把部分學生貸款出售的可行性。  



財經事務  

────  

  在財經事務方面，金融服務一向是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回顧 2004 年，

香港晉身為世界第三大集資中心，香港證券市場全年新股上市及上市後的股份集

資總額達 2,700 億元，市場總值創新高至 67,000 億元。  

  展望 2005 年，本港金融市場將會面對很多挑戰。首先，香港作為主要國際

金融中心，加上資金進出自由，在一定程度上，必然繼續受到外圍環境因素之影

響，包括各主要國家的經濟及其貨幣的表現、美國的利率走勢及國際燃油價格的

波動。與此同時，內地的迅速經濟發展和在金融政策上的逐步改革和開放為香港

的金融服務業帶來無限商機。  

  例如國務院在去年 2 月已原則上批准全國社會保障基金投資海外，據悉內地

有關部門正在制定具體的安排。而中國保監會亦已批准內地保險公司運用其外匯

資金作境外投資，例如海外的債券、銀行存款、銀行票據及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投

資品種等。這些皆是令人鼓舞的發展，為內地進一步開放向外投資的渠道奠下基

礎。如何把握此機遇，吸納內地資金，促進香港作為國際上及國家首要的資產管

理中心的發展，都是政府和業界關心的課題。  

  為了充分抓緊這機遇，政府將會繼續提升市場質素、加強金融基建和推動市

場發展，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務求營造有利環境，使香港的金融市場更具規模

和更具競爭力。有關這些措施的細節已在文件中臚列，但我想特別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會繼續強化香港作為內地國際投資平台的優勢。我們會繼續不斷

聯同各監管機構及業界積極與內地有關單位溝通，並透過在國內及香港舉行之各

類活動，加深內地業界對香港金融市場及產品的認識。在剛過去的十一月，我率

領一百二十人的本港金融業界代表團，參加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次在北京舉辦的

保險業資金運用研討會。該研討會成功促進了內地與香港有關業界交換資金運用

的經驗，並有助向內地推介香港金融服務的優勢，鼓勵內地企業運用香港作為全

球投資的平台。  

  我們亦會繼續致力促進市場其他方面的發展。例如，在推動債市發展方面，

我們下了不少工夫，包括提供稅務優惠、簡化發債程序和鼓勵公營機構發債。政

府去年更成功地發行六十億元的「五隧一橋」證券化債券及兩百億元環球債券，

這兩項發債項目更獲得多項獎項，成為香港債市發展的重要里程碑。在個人人民

幣業務方面，我們亦會根據內地金融改革及開放步伐，進一步研究如何擴展有關

業務範圍。  



  第二，我們會繼續完善我們的監管架構，提升我們的企業管治質素。我們會

不斷因應市場變化及投資趨勢的需要，研究修訂法例，予以配合。在 2005 年，

我們會進行多項立法的工作，包括《2005 年證券及期貨（修訂）條例草案》，

將違反法定上市要求納入市場失當行為範圍；以及成立會計界獨立調查局及財務

匯報檢討委員會的條例草案。這些工作可加強香港金融市場的監管質素，並使香

港作為國際資產管理中心的條件更趨穩固，進一步吸引內地優質企業來港上市，

以及吸引更多內地資金在港投資。  

  第三，我們會執行巴塞爾銀行監管委員會訂下的「資本協定二」，亦即是

BASEL II，這對本港銀行來說，是一個很大挑戰。本港銀行業在過去幾年，在息

差不斷收窄的環境下，透過拓展非利息收入業務來增進盈利，成績有目共睹。對

競爭劇烈的本港及國際銀行業來說，透過執行「資本協定二」來優化其風險管理，

使其業務基礎更加穩固，這亦有助於將來在內地金融市場進一步開放下香港銀行

的發展。在今年，我們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作

好準備。  

  憑着香港現有的優勢，特別是我們擁有眾多金融服務機構及一級的財經界人

才，再加上政府及各界的努力，我們的金融服務業定必會進一步蓬勃發展及更多

元化。  

  多謝各位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