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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1年 4月 21日的特別會議  

 
有關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收回抵押品協議及相關事宜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迷你債券系列 10至 12、15至 23及25至 36的抵押品接管人

於 2011年 3月 28日公布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收回抵押品協議，本文

件旨在提供此事的背景資料，並綜述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財

經事務委員會的相關討論。  
 
 
背景  
 
迷你債券的性質  
 
2.  "迷你債券 "是產品名稱，指由特別目的投資公司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1(下稱 "Pacific")發行並由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下稱 "雷曼控股 ")的香港附屬公司作出安

排的信貸掛鈎票據。這些信貸掛鈎票據為結構性債務工具，所

派付的利息及／或本金受多項因素影響，其中一項因素是一籃

子公司發生的信貸事件。迷你債券是以抵押品和與另一間雷曼

附屬公司訂立的掉期安排作為抵押，而該等掉期安排由雷曼控

股擔保。所籌集的資金用以買入在購買時擁有AAA評級的抵押

品。有關迷你債券的詳細說明載於附錄 I。  
 

                                                 
1 PIFI在開曼羣島註冊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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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倒閉  
 
3.  美國次級按揭市場在 2007年崩潰，觸發連串銀行及金融

危機。雷曼控股為美國主要投資銀行之一，辦事處網絡遍及全

球。該公司於 2008年 9月 15日申請破產保護 2，導致雷曼兄弟相關

機構未能履行在迷你債券及其他結構性金融產品下的責任。香

港方面，Pacific曾向香港的散戶投資者發行約值 139億港元的迷

你債券，合共推出了 32個系列的迷你債券。在雷曼控股提出破

產呈請時，在這 32個迷你債券系列中，3個系列已經到期，另有

一個系列已被提早贖回 3，約有 34 000名投資者仍持有總面值為

126億港元的迷你債券 4。  
 
政府於 2008年 10月提出的回購建議  
 
4.  2008年 10月 6日，政府向香港銀行公會 (下稱 "銀行公會 ")
提出回購建議，供公會考慮，目的是提供協助和減少迷你債券

持有人的等候時間及憂慮。根據回購建議，銀行會以市場估值

向散戶投資者購回迷你債券，讓迷你債券持有人可盡快取回投

資現值。銀行在回購迷你債券後，會利用專業知識，在清盤程

序中與受託人合作，從迷你債券套取最高的價值。銀行在清盤

所得的收益如多於原先的回購價，多出的部分將交還予散戶投

資者。回購安排不能視作就不當銷售行為作出的一種賠償。

2008年 10月 17日，16間迷你債券分銷銀行 (下稱 "分銷銀行 ")公布

接受回購方案的決定。  
 
5.  2008年 11月 25日，代表雷曼控股清盤人的律師致函迷你

債券的受託人 (HSBC Bank,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聲稱根

據美國《破產法》(US Bankrupcy Code)，受託人在 2008年 9月 15日
後所採取的行動可能無效；受託人把抵押品變現和向迷你債券

投資者支付款項可能不合法，因此，受託人應停止採取任何進

一步行動。  
 
6.  考慮到上述聲稱，分銷銀行在諮詢政府後決定押後回購

安排。分銷銀行表示，銀行會繼續與受託人聯絡，以跟進迷你

債券的狀況和商討為保障投資者利益而擬採取的措施，銀行亦

已要求受託人行使酌情權，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此外，分銷

銀行亦表示願意向受託人提供高達 1億港元的資金，以協助受託

人履行保障迷你債券投資者利益的責任。  

                                                 
2 該項破產呈請根據美國《破產法》第 11章提出。  
3 這 4個系列的投資者均獲發還投資本金，合共大約 13億港元。  
4 此數字是根據銀行及持牌法團持有迷你債券的帳戶數目計算。如客戶以超過一

個帳戶持有迷你債券，則可能會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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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年 7月提出向合資格客戶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協議  
 
7.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香港金融

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及 16間分銷銀行 5於 2009年 7月 22日共同公

布達成協議，分銷銀行將會向合資格客戶 6提出回購雷曼兄弟迷

你債券。有關的新聞稿載於附錄 II，協議的安排包括以下各項  
⎯⎯  
 

(a) 分銷銀行將向每名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建議，分別

以相等於該客戶最初投資本金名義價值的 60%及

70%的價格，向 65歲以下及 65歲或以上 (截至 2009年
7月 1日計 )的客戶回購所有尚未到期的迷你債券 7。

客戶將有權保留迄今收到的所有票息；  
 
(b) 分銷銀行取回相關抵押品並獲付變現款項後，將視

乎所取回的抵押品價值，向 65歲以下的合資格客戶

支付相當於迷你債券名義價值不多於 10%的首筆款

項；如果可取回的抵押品價值超逾 70%，分銷銀行

會將變現所得減去該 70%的價值後，再向接納回購

建議的合資格客戶支付全數餘額；及  
 
(c) 分銷銀行將各自向迷你債券的受託人提供一筆款

項，款額相當於銀行作為上述未到期迷你債券分銷

商所得的佣金，用以協助受託人取回每個尚未到期

迷你債券系列的相關抵押品；及  
 
(d) 按照有關協議，證監會將會停止就迷你債券的銷售

及分銷對分銷銀行進行調查；就涉及已接納回購建

議的合資格客戶的迷你債券個案，金管局不打算對

分銷銀行採取任何執法行動。  
 
                                                 
5  分銷銀行名單如下： (1)ABN AMRO Bank N.V.(荷蘭銀行 )； (2)中國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3)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5)集友銀行有限

公司；(6)創興銀行有限公司；(7)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8)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9)富邦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10)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有限公司； (11)豐明銀行

有限公司； (12)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3)大眾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14)上
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5)永亨銀行有限公司；及 (16)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6  合資格客戶不包括專業投資者、公司投資者／非個人投資者 (除指明例外情況外 )
或經驗投資者 (即在初次購買迷你債券前 3年內曾進行 5宗或以上槓桿式產品交

易、結構性產品交易或同時涉及這兩種產品的交易的投資者 )，先前已經就迷你

債券的申索與分銷銀行達成和解協議的客戶，亦不符合合資格客戶的定義。  
7 尚未到期的迷你債券指以下迷你債券系列：系列 5至 7(包括系列 5及 7)、系列 9至

12(包括系列 9及 12)、系列 15至 23(包括系列 15及 23)、系列 25至 36(包括系列 25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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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據證監會稱，在洽商回購協議時，證監會及金管局已參

考銀行公會雷曼事件專責小組在 2008年 12月 29日向財經事務委

員會提交的報告所載的資料。該報告列明迷你債券的結構及價

格，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製備，當中第 17及 18頁的列表已臚列

各個迷你債券系列在 2008年 11月 21日的剩餘價值。該列表載於

附錄 III。  
 
9.  根據金管局於 2010年 7月 9日發出的新聞稿，自 2009年
8月 7日起，分銷銀行開始向回購計劃的合資格客戶 (約 25 000名
客戶 )發出回購函件。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24 774名客戶已作出

回應，其中 24 523名客戶 (99.0%)接受回購建議。  
 
10.  2009年 10月，一名迷你債券投資者針對證監會因回購協

議而停止對 16間分銷銀行進行調查的決定，申請許可提出司法

覆核。該項申請在2010年 3月 22日進行聆訊。原訟法庭於 2010年
4月 30日宣判，拒絕給予許可，原因是並無特殊情況足以支持處

理申請人提出的事宜。原訟法庭亦注意到，如在法庭挑戰回購

協議，將會對接受回購建議的迷你債券投資者造成干擾。  
 
 
在 2008及 2009年的內務委員會、立法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進行的討論  
 
11.  鑒於雷曼兄弟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加上接踵而來的問題

嚴重，內務委員會於2008年 10月 13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政府、

金管局、證監會、銀行公會及 20多間金融機構匯報雷曼事件的

最新事態。所討論的主要事項包括規管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

產品銷售的安排、銀行銷售手法不當的指稱、調查投訴及適用

的制裁、協助受影響投資者，以及事件對香港的金融及銀行體

系可能造成的影響。  
 
12.  在 2008年 10月 1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通過委任

小組委員會，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

引起的事宜。立法會亦於 2008年 11月 12日通過一項議案，授權

小組委員會為執行其職能而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 9(1)條所授予的權力。 8  
 
13.  立法會於 2008年 10月 22日通過有關 "協助雷曼兄弟苦

主 "的議案。議案措辭載於附錄 IV。  
 
                                                 
8  小組委員會分別於 2009年 10月 23日及 2010年 10月 22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兩份進

度報告。小組委員會現正處於向證人蒐集證據的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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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財經事務委員會從 2008年 12月初的報章報道中得悉，回

購建議可能因雷曼迷你債券受託人面對法律挑戰而押後或擱置

推行，有鑒於此，事務委員會於 2008年 12月 18日及 2008年 12月
30日舉行兩次會議討論此事。由於雷曼在美國的律師就出售迷

你債券相關抵押品所得收益的優先次序提出申索，事務委員會

委員對在此情況下如何釐定迷你債券的市值表示關注。他們亦

關注到，一旦回購建議因法律上的不明朗因素而未能按計劃進

行，當局是否有其他措施協助受影響的投資者。委員得悉滙豐

銀行既是雷曼迷你債券的受託人，亦為債券發行人提供企業服

務，他們關注滙豐銀行身兼兩個角色是否存在利益衝突。滙豐

銀行的代表澄清，此兩個角色是獨立的角色。  
 
15.  金管局及證監會分別就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擬備報

告，並於 2008年 12月把報告提交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委員會

曾在 2009年 2月 2日及 2009年 2月 23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報告，並

得悉有關報告的主要調查結果及建議，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為跟進有關建議而擬訂的行動綱領。部分委員關注現行規管制

度能否有效地讓證券監管機構就金融機構銷售結構性金融產品

時的不當行為採取紀律行動。委員亦關注以下事項：與海外司

法管轄區的情況比較，雷曼迷你債券事件對香港散戶投資者造

成的影響較為廣泛；香港有何獨特情況導致大量散戶投資者投

資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  
 
16.  2009年 11月 2日，政府當局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行動

綱領的落實進度。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雷曼兄弟相關迷

你債券事件揭示了一項根本問題，就是一般散戶投資者在現行

"披露為本 "的規管制度下未能獲得足夠保障。就此，一名委員建

議當局參考先進經濟體系的做法，禁止向一般散戶投資者銷售

回報與所涉及的高風險不成正比的投資產品。委員亦關注非上

市投資產品缺乏市場透明度的問題，並促請政府當局制訂合適

的措施。關於現時分別由兩間監管機構 (即金管局及證監會 )規管

金融機構銷售投資產品的安排，委員認為這項安排已引致協調

及其他方面的問題，故此要求政府當局檢討規管制度在這方面

的安排。鑒於大部分有關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投訴已透過分銷

銀行提出的和解安排得以解決，委員促請金管局及證監會調撥

更多資源處理有關其他雷曼相關投資產品 (特別是股票掛鈎票

據 )銷售的投訴。委員亦促請監管機構提高調查工作的效率及透

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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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收回抵押品協議  
 
17.  2009年 6月 30日，受託人委任香港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 (下稱 "羅兵咸永道 ")的合夥人區兆邦先生 (Ted Osborn)、包

思偉先生 (Anthony Boswell)和布鎏先生 (Jan Blaauw)為迷你債券

系列 10至 12、 15至 23及25至 36的抵押品接管人。  
 
18.  2010年 12月 20日，香港羅兵咸永道的區兆邦先生、包思

偉先生及盧敏寧女士 (Marie Rowbotham)獲委任為迷你債券系列

5至 7及 9的抵押品接管人。受託人藉上述委任行動，已為所有由

Pacific在香港發行尚未到期迷你債券系列的抵押品委任接管

人，此舉的目的是為債券持有人把該等抵押品的價值變現。  
 
19.  為支持受託人的工作，分銷銀行於 2009年 10月30日簽訂

開支資金協議，向受託人提供約 2億 9,100萬元資金。據分銷銀行

稱，這筆款項相當於銀行銷售迷你債券所得的佣金收入。  
 
20.  接 管 人 於 2011 年 3 月 28 日 公 布 ， 接 管 人 與 Lehman 
Brothers Special Financing Inc.(下稱 "雷曼兄弟 ")已就迷你債券

系列 10至 12、15至 23及 25至 36(下稱 "相關系列 ")的抵押品達成有

條件協議。根據接管人在新聞稿及有關迷你債券的網頁上刊載

的資料，迷你債券的投資者估計可從抵押品收回約 70%至 93%的

投資本金金額，收回抵押品協議受以下兩項條件約束：  
 

(a) 須待美國破産法庭確認一項於 2008年 12月作出的

命令 (該項命令關乎就雷曼衍生工具合約所產生的

申索達成和解的程序 )，適用於與迷你債券有關的申

索的和解；及  
 
(b) 在 為 每 一 相 關 系 列 召 開 的 債 券 持 有 人 特 別 會 議

上，債券持有人必須通過特別決議案，與雷曼兄弟

達成的協議才告生效。在會議上，絕大多數 (75%或

以上 )出席會議的債券持有人必須就每一相關系列

的協議投贊成票，特別決議案才可獲得通過。  
 
21.  分銷銀行亦於 2011年 3月 28日公布 "有關若干雷曼迷債

系列最終處理方案的建議 "。根據有關公布，除抵押品收回款項

外，分銷銀行將會向迷你債券系列 10至 12、 15至 23及 25至 36的
合資格客戶 9提供特惠款項。特惠款項相當於每一合資格客戶抵

押品收回款項與其投資款項差額的 50%(下稱 "特惠付款 ")。如按
                                                 
9  合資格客戶是指有資格參與回購計劃的投資者，或該等原應符合資格參與回購

計劃但其在回購計劃前已與分銷銀行個別達成和解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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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人所述收回比率為 70%至93%，加上分銷銀行提供的特惠款

項，合資格客戶將可收回其投資本金金額的 85%至 96.5%。分銷

銀 行 亦 把 受 託 人 的 可 用 資 金 由 2 億 9,100 萬 元 增 加 至 約 6 億

6,200萬元，用以支付所有可能與收回尚未到期迷你債券的抵押

品及受托人就迷你債券所擔當的角色有關的費用、開支和其他

款項。  
 
 
最近的發展  
 
22.  財經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1年 4月 21日舉行會議，與政府

當局、金管局、證監會、分銷銀行、受託人及接管人討論雷曼

兄弟迷你債券收回抵押品協議及相關事宜。  
 
 
相關文件 

 
23.  相關事件時序表及相關文件的參考資料載於附錄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4月 20日  



 

附錄 I 
節錄自 

證監會報告："雷曼迷你債券危機引起的事項  ⎯⎯  
向財政司司長呈交的報告"(2008年 12月 ) 

(立法會CB(1)709/08-09(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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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證監會於 2009年 7月 22日發出的新聞稿：  
有關分銷銀行向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協議  
 
2009年 7月 22日  

 
證監會及金管局與 16家迷你債券分銷銀行達成協議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及 16家分銷銀行（分銷銀行）（註  1）今天共同公布達成協議，分

銷銀行將會向合資格客戶（註  2）提出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  
 
根據分銷銀行與證監會及金管局的協議，分銷銀行在不承認任何責

任下，同意以下方案（註  3）：  

•  分銷銀行將向每名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建議，分別以相等於該

客戶最初投資本金名義價值的 60%及 70%的價格，向 65 歲以

下及 65 歲或以上（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計）的客戶回購所有

尚未到期的迷你債券（註 4）。客戶將有權保留迄今收到的所

有票息；  

•  分  銷銀行取回相關抵押品並獲付變現款項後，將視乎所取回

的抵押品價值，向 65 歲以下的合資格客戶支付相當於迷你債

券名義價值不多於 10%的首筆款項；如果可  取回的抵押品價

值超逾 70%，分銷銀行會將變現所得減去該 70%的價值後，再

向接納回購建議的合資格客戶支付全數餘額（註 5 及 6）；  

•  分銷銀行將各自向迷你債券的受託人提供一筆款項，款額相當

於其作為上述未到期迷你債券分銷商所得佣金，以協助受託人

取回每個尚未到期迷你債券系列的相關抵押品；  

•  各分銷銀行立即實施加強的特別投訴處理程序，務求以公平合

理的方式解決有關銷售及分銷其他結構性產品的所有投訴（註

7）；及  

•  為  證明分銷銀行致力為投資者提供達到最高操守標準的服

務，每家分銷銀行將會： (i) 委聘經證監會及金管局批准的獨

立機構，檢討結構性產品的銷售系統及程序，向證監會及金管

局呈交檢討報告，並承諾落實該獨立機構提出的所有建議；及

(ii) 委聘經證監會及金管局批准的具資格第三方，檢討及改善

處理投訴的程序，並承諾落實由該第三方提出的所有建議。  

 

至於那些先前已就其持有的迷你債券與分銷銀行達成和解協議的客

戶，將不屬回購建議的合資格客戶。然而，分銷銀行已經向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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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對於那些本應屬回購建議合  資格客戶，但卻已經與分銷銀

行訂立和解協議的客戶，若他們所取回的和解金額少於他們可以透

過是次協議取得的款額，分銷銀行將向這些客戶支付特惠款項，使

他  們的獲付款項可與是次協議的合資格客戶看齊。  
 

按照有關協議，證監  會將會停止就迷你債券的銷售對分銷銀行進

行調查。金管局亦已通知分銷銀行，由於協議載有迷你債券申索和

解的詳細安排，同時針對銷售非上市結構性產品及日後  處理相關

客戶投訴，詳述銀行應如何落實有效的系統，因此，就涉及已接納

回購建議的合資格客戶的迷你債券個案，金管局不打算對分銷銀行

採取任何執法行動。  
 
證監會認為，上述協議符合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01
條達成協議須遵從的準則，原因如下：  

•  假如客戶循其他途徑取回的款額只相等於抵押品的市價，只要

分銷銀行能取回相關抵押品並向客戶分發變現所得款項，回購

計劃應可確保接受回購建議的合資格客戶可取得相同或較高

的金額總數；  

•  有關協議顧及到現時未能確定可取回抵押品的價值這一情

況。即使可取回抵押品的價值低於香港銀行公會於 2008 年底

委託專家進行估算後得出的價值，回購方案仍然可以為合資格

客戶取回相當於或超過其投資額的 60%（ 65 歲或以上客戶可

取回 70%或以上）；   

•  分銷銀行在協議中承諾，會以票據持有人身分採取合理措施加

快取回抵押品。必須注意的是，若有人對抵押品提出申索，或

會令抵押品的可取回價值減低，因此分銷銀行須竭力進行申索

的磋商工作；  

•  在這項協議下，目前涉及 16 家分銷銀行的調查工作有機會獲

解決，幾乎所有持有未到期迷你債券的投資者均會受惠；  

•  協議亦訂明，分銷銀行將會採取特別措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

調查和解決有關銷售及分銷其他結構性產品的所有投訴；  

•  這項協議亦可糾正分銷銀行的系統及程序，以達到更高標準，

這樣分銷銀行日後才可向投資者提供更佳保障，並使廣大投資

者有信心協議各方決意確保類似事故不會再次發生；  

•  證監會及金管局認為，分銷銀行的回購建議合理，而且符合公

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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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Mr Martin Wheatley）表示： "穩健的

市場需要有效的監管，在香港亦然。對持有迷你債券的絕大部分客

戶而言，他們通過這項協議可獲得的重大益處，是其他途徑無  法
提供的。由於所涉及的銀行及客戶數目眾多，這項協議在香港金融

服務監管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 
 
韋奕禮先生續說："具體來說，根據這項協議，持有迷你債券的客戶

應可取回相當比例的本金，而分銷銀行亦以銷售迷你債券所得佣金

提供財政支援，使香港迷你債券  持有人得以盡快取回相關抵押

品。有關安排符合分銷銀行及持有迷你債券客戶兩者的利益。此外，

協議亦為分銷銀行提供框架，使分銷銀行日後可以達到最高的作業

標準，並解決有關其他結構性產品的投訴。因此，證監會深信，這

是與分銷銀行解決迷你債券事宜的適當方法。 "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表示："金管局歡迎和支持這項回購計劃，

並認為回購計劃務實和合理，符合極大部分迷你債券投資者的利

益。金管局鼓勵合資格客戶考慮分銷銀行的回購建議。 " 
 
代表分銷銀行的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博士表示："我們很

高興能夠與證監會及金管局達成協議，相信這項協議令香港這個國

際金融中心受惠。今次達成協  議，顯示各方共同努力，協助本港

因雷曼兄弟集團突然倒閉而受影響的迷你債券投資者，加強公眾對

香港銀行、金融及監管制度的信心。此外，協議亦顯示我們竭力  維
護香港及客戶的整體利益。我們將繼續與證監會及金管局合作，提

升客戶對香港銀行的信心，確保香港銀行的作業方式將會與國際最

高標準看齊。 " 
 
證監會感謝金管局在個案調查過程中提供重要協助。  
 
完  
 
 

備註：  

 

1. 分銷銀行名單如下：(1) ABN AMRO Bank N.V. （荷蘭銀行）；(2) 中國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3)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4)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5)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6)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7) 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

(8)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9)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10)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有限公司；(11) 豐明銀行有限公司；(12)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3) 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14)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15) 永亨銀

行有限公司及 (16) 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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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格客戶不包括專業投資者、公司投資者／非個人投資者（除指明例外

情況外）或經驗投資者（即在初次購買迷你債券前三年內已進行過五宗或以

上槓桿式產品交 易、結構性產品交易或同時涉及這兩種產品的交易的投資

者），先前已經就迷你債券的申索與分銷銀行達成和解協議的客戶，亦不符

合合資格客戶的定義。 
 

3. 請按此連結閱覽《分銷銀行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回購計劃問題解答》。 
 

4. 尚未到期的迷你債券指以下迷你債券系列：系列五至七（包括系列五及

七）、系列九至十二（包括系列九及十二）、系列十五至二十三（包括系列

十五及二十三）、系列二十五至三十六（包括系列二十五及三十六）。 

5. 下表列出 65 歲以下（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計）的合資格客戶的預計所得

總額（百分率）： 

所取回  
抵 押 品

總額  

0%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合 資 格

客 戶 所

得總額  

60%  65%  70%  70% 70% 70% 70% 70% 70%  80%  90%  100%

 

6. 下表列出 65 歲或以上（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計）的合資格客戶的預計所

得總額（百分率）： 

所取回  
抵 押 品

總額  

0%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合 資 格

客 戶 所

得總額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80%  90%  100%

 

7.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規定，持牌人及

註冊機構應確保能及時和妥善地處理客戶的投訴，盡快採取步驟對投訴作出

調查及回應，及如未能即時就投訴採取糾正措施，應知會客戶在監管制度下

可採取的其他步驟。 

 
最後更新日期 :  2010年  1月  8日  

 
 



 

附錄 III 
 
有關各個迷你債券系列在2008年 11月 21日的剩餘價值的列表  
(摘錄自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擬備的迷你債券結構及價格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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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在 2008年 10月 22日的立法會議會上通過的  
"協助雷曼兄弟苦主"的議案  

 
(譯文 ) 

 
2008年 10月 22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林健鋒議員就  

“協助雷曼兄弟苦主”  
提出的議案  

 
經甘乃威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在現有金融監管機制下，仍有大批銀行客戶及投資者投訴被銀

行及證券行以誤導手法推銷，使他們在不知悉潛在風險的情況

下，購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及票據等金融產品，以致他們在該

公司破產後蒙受重大損失；此事件不但令許多市民對上述金融

機構及監管銀行及金融體系的制度失去信心，更嚴重影響本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就此，本會譴責政府監管不力，並

促請政府馬上採取以下行動：  
 
(一 ) 盡一切可行辦法，包括成立跨部門應變小組，統一為受

影響的小投資者提供全面的援助及保障他們的權益；  
 
(二 ) 督促分銷商盡快公布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或相關金融產

品的資產資料，包括資產性質、價格及流動性；  
 
(三 ) 盡快完成對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及相關金融產品的分銷

商有否違反相關監管規例或指引的全面調查，包括該等

分銷商有否以不當銷售手法誤導投資者及有否違規或

偏離指引，並盡快公布該等不當銷售手法和違規或偏離

指引的性質和數量，若證實存有違規行為，應作出追究

及代苦主追討賠償；  
 
(四 ) 督促警方盡快完成調查，由當局就違法行為作出檢控，

嚴懲不法行為；  
 
(五 ) 督促各分銷商盡快就不當銷售及違規行為，向客戶提出

賠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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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參考新加坡處理金融業調解糾紛的做法，研究設立獨立

委員會或機構，提供一站式的調解糾紛服務，讓苦主透

過調停和審裁等方式，討回賠償；  
 
(七 ) 支持消費者委員會就懷疑受誤導個案進行研究，並在有

需要時以消費者訴訟基金為小投資者向有關銀行或證

券行追討賠償；  
 
(八 ) 要求當局督促有關受託機構及分銷商委託獨立公證機

構，妥善處理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或相關金融產品持有人

的資產，從而對小投資者的權益提供最佳保障；及  
 
(九 ) 同時應就財政司、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金融管理局和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今次事件中有否失職作出

調查，以及就如何完善監管金融產品銷售機制、加強保

障投資者利益及防範同類事件重演等作出建議；  
 
(十 ) 盡速交代落實分銷機構向債券持有人回購債券的方案

和實施時間表；  
 
(十一 ) 亦盡快完成對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及相關金融產品的發

行商及保薦商等的全面調查，若證實存有違規行為，應

作出追究及代苦主追討賠償；及  
 
(十二 ) 要求金融管理局就有關銀行脅迫銀行員工完成銷售有

關債券指標的不合理管理措施進行調查，並設立渠道讓

銀行員工向金融管理局反映這些情況，同時監督銀行管

理層不得使用高壓指標方式促銷產品，保障前線員工免

成代罪羔羊，以挽回市民對銀行的信心；及  
 
(十三 ) 要求當局以最高效率、最短時間盡快委任具公信力的獨

立人士，並授權他們分別處理以下工作：  
 

(i) 監察各銀行對申訴個案的調查過程；及  
 
(ii) 在有關方面同意下就未能透過調解終局的申訴個

案作出仲裁，  
 
以減低受影響人士的焦慮及不滿。  

 



 

附錄V 
 

財經事務委員會 

 
有關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的時序表  

 
日期 事宜 有關文件 

2008年 9月 15日  The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在
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2008年10月13日  
 

內務委員會聽取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香港銀行公會

(下稱 "銀行公會 ")及超過 20間金融機構

簡介最新情況。  
 

逐字紀錄本 

2008年10月17日  
 

內務委員會通過委任 "研究雷曼兄弟相

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

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  
 

會議紀要 (第 60段 )
文件  

2008年10月22日  
 

立法會通過有關 "協助雷曼兄弟苦主 "
的議案。  
 

已獲通過的議案   
進度報告   

2008年11月12日  
 

立法會通過一項議案，授權該小組委員

會為執行其職能而行使《立法會 (權力

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第 9(1)條所賦

予的權力。  
 

已獲通過的議案   

2008年 12月 18日
及  
2008年12月30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提出的雷曼

兄弟相關迷你債券 "回購 "建議。  
 

2008年 12月 18日
的會議  
議程  
逐字紀錄本  

2008年 12月 30日
的會議  
議程  
逐字紀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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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宜 有關文件 

2009年 2月 2日  
及  
2009年 2月 23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金管局及證監會

分別就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擬備的

報告。  
 

2009年 2月 2日的

會議  
議程  
逐字紀錄本 (載於

會議紀要的附錄 ) 

2009年 2月 23日的

會議  
議程  
逐字紀錄本 (載於

會議紀要的附錄 ) 
 

2009年 7月 22日  證監會、金管局及 16間分銷銀行共同公

布達成協議，分銷銀行將會向合資格客

戶提出回購雷曼兄弟迷你債券。  
 

新聞稿   
 

2009年 11月 2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就金管

局及證監會擬備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

事件報告內的建議而擬訂的行動綱領

的落實進展。  
 

議程  
會議紀要 (第 8至38
段 ) 

2010年 4月 30日  高等法院就雷曼兄弟苦主於 2009年 10
月 22 日 申 請 司 法 覆 核 的 許 可 作 出 判

決，判決結果是拒絕給予許可。  
 

判案書  

2010年 8月 9日  紐約南部地區的美國區域法院就一宗

針對HSBC Inc.有關迷你債券的集體訴

訟作出判決。該項判決推翻了紐約南部

地區的美國破產法院拒絕許可再作申

辯的決定，並撤銷了該破產法院頒布的

一項命令。  
 

判案書   
報告摘要  
 

2011年 3月 27日  金管局及證監會發表聯合新聞稿，對取

回迷你債券抵押品的協議表示歡迎。  
 

新聞稿  

16間分銷銀行公布 "有關若干雷曼迷債

系列最終處理方案的建議 " 
 

公布  2011年 3月 28日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出 "聘自香

港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接管人

與 Lehman Brothers就迷你債券抵押品

達成協議 "的公布  
 

公布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