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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 18 年財務匯報局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委員會  

就委員在二零一八年六月五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財務匯報局 (“財匯局 ” )施加的罰款 (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1 項 )  

 在現行制度下，《專業會計師條例》 (第 5 0 章 )訂明最高紀律處

分罰款額為 50 萬元，社會上一直有意見認為罰款額無助確保紀律處

分與不當行為相稱，有損紀律處分的成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一

次根據金融體系評估計劃檢討香港證券市場時，亦詬病此一情況，認

為現行制度的處分方式有限，並建議賦予未來的獨立核數師監察機構

強大的紀律處分權力。因此，罰款水平須顧及違規個案的不同嚴重程

度，而我們的建議已充分考慮各方的意見。我們在制訂《條例草案》

的建議時，亦有參考香港其他金融監管制度的做法和一些海外司法管

轄區 (例如美國和英國 )的核數師監管制度。  

2 .  此外，《條例草案》訂明財匯局須就如何施加罰款發出指引，說

明該局如何行使權力命令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繳付罰款，該局並須在

行 使 有關 權力 時依 循 所發 出的 指引 行 事。 財匯 局會 致 力在 《條 例草

案》獲得通過後盡快發出該指引，而且必定會在《條例草案》建議的

實施日期 (即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前發出指引。總括而言，財匯局在

釐定每宗個案的罰款時，必須考慮公平及相稱原則。該指引會涵蓋財

匯局須考慮的因素，包括罰款不應令有關事務所或人士拮据財困。財

匯局會適時訂定指引細節，並在過程中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鑑於

法案委員會對指引的關注，財匯局已擬備文件，闡述在制訂指引時會

遵從的原則。該文件 (立法會 C B( 1) 7 71 /1 7 - 18 ( 02 )號文件 )已於二零一

八年四月六日提交法案委員會。  

財匯局在改革後的財政安排 (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2 項 )  

3 .  繼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向法案委員會提 交的文件 (立法

會 C B(1 ) 68 7 /1 7 -18 ( 02 )號文件 )  中載列財匯局在改革後的周年預算營

運費用分項數字，就各項預算費用的相關假設的進一步資料，表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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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項目  

金額  

(以二零一六年  

價格計算 )  

備註  

員工費用  

1 .  高層管理團隊  

( 包 括 行 政 總 裁 及

其他執行董事 )  

1 , 40 0 萬元  1
 

財 匯 局 在 改 革 後 的

員 工 人 數 預 計 為 現

時 的 三 倍 ， 即 約 7 0

人 。 當 中 ， 大 部 分

員 工 為 專 業 行 政 人

員 ， 負 責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的 查

察 、 調 查 及 紀 律 處

分 職 能 ， 以 及 就 公

會 執 行 新 制 度 下 的

規 管 職 能 作 出 專 業

及 獨 立 的 監 督 ， 其

餘 員 工 則 負 責 財 匯

局 運 作 方 面 的 行 政

及 文 書 ／ 秘 書 工

作。  

 

我 們 預 計 ， 財 匯 局

的 專 業 行 政 人 員 會

分 為 四 至 五 個 等

級 ， 分 別 為 (按 職 位

高 低 排 列 ) 執 行 董

事 、 高 級 總 監 ／ 總

監 、 助 理 總 監 及 經

理。  

 

每 名 專 業 行 政 人 員

的 薪 酬 幅 度 會 視 乎

該 員 工 的 經 驗 及 能

力而定。  

2 .  調查  1 , 50 0 萬元  

3 .  查察  1 , 50 0 萬元  

4 .  紀律事宜  9 0 0 萬元  

5 .  監察香港會計師公

會 ( “公 會 ” )履 行 規

管公眾利益實體核

數師、認可境外核

數師為公眾利益實

體核數師及促進國

際關係的職能  

3 0 0 萬元  

6 .  行 政 ( 包 括 財 務 、

公共關係、人力資

源、資訊科技、一

般行政、秘書服務

等 )  

9 0 0 萬元  

7 .  其他與員工有關連

的 開 支 ( 包 括 強 制

性公積金供款、保

險、員工招聘、員

工培訓及發展等 )  

6 0 0 萬元  

                                                 

1
 二零一六年財匯局聘用行政總裁和副行政總裁涉及的員工費用總額為 6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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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員工費用  

8 .  辦公地方租金  

8 0 0 萬元  2
 

有 關 預 算 根 據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龍 灣 ／ 觀

塘 甲 級 商 業 樓 宇 的

租 金 水 平 制 訂 ， 並

已 計 及 所 有 雜 項 費

用 ( 例 如 差 餉 、 地

租 、 管 理 費 、 公 用

設施費用等 ) (即每平

方呎約 50  元 )。  

9 .  其 他 開 支 ( 包 括 機

構傳訊、法律及專

業服務、會議及差

旅費用、電訊、印

刷及文具、折舊支

出、應急費用等 )  

1 , 10 0 萬元  

二 零 一 六 年 的 非 員

工 費 用 佔 該 年 財 匯

局 經 常 開 支 總 額 的

1 4 %。因此，我們認

為 財 匯 局 在 改 革 後

的 其 他 營 運 開 支 預

算為 1 , 1 00 萬元 (約

佔 營 運 開 支 總 額 的

1 2 % )，實屬合理。  

總計  大約 9 , 0 00 萬元  3
  

 

取得認可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存放於內地的審計工作底稿 (跟進行動

一覽表第 3 項 )  

4 .  隨着金融市場國際化和跨境投資活動不斷增加，國際間的趨勢是

須加強本地和海外金融監管機構的相互合作。在這方面，財匯局一直

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監管機構接觸和進行交流。  

5 .  多 年 來 ， 財 匯 局 一 直 就 跨 境 監 管 合 作 事 宜 與 中 國 財 政 部 ( “財 政

部 ”)保持良好溝通。雙方正就取得存放於內地審計工作底稿的合作協

議進行磋商。財政部理解讓財匯局取得相關審計工作底稿的重要性，

並正考慮這方面跨境合作的適當措施。我們了解有關磋商工作進展良

好，而討論的範圍包括財匯局日後在新核數師監管制度下的新角色。

                                                 

2
 現時，財匯局的辦公地方由公司註冊處提供，每年租金 1 元，面積約 4 000 平方

呎，位於金鐘道政府合署。  
3
 財匯局在二零一六年的開支預算約為 3,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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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令財匯局在改革後能有效履行其法定職責，財匯局與財政部已同

意，有關合作協議將會涵蓋財匯局在新制度下的查察、調查和紀律處

分的監管職能。  

6 .  財匯局和財政部會繼續進行磋商，以期盡快訂立協議。在訂立協

議前，財匯局不會要求核數師事務所呈交存放在內地的相關審計工作

底稿。政府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會與相關各方保持聯繫。  

財匯局的組成 (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4 及 5 項 )  

財匯局主席一職  

7 .  政府認為，未來財匯局主席一職應由非執行董事擔任。首先，主

席應專注處理與財匯局的整體方向、政策及策略相關的事宜，其間亦

需參考國際和本地的發展和做法，以及評估財匯局履行其法定職能的

效率和成效。主席的工作不應集中在日常行政職責。此外，主席應獨

立於行政單位，以加強內部制衡機制。舉例來說，曾參與個案調查／

查察或紀律程序的行政人員，不應參與同一個案的紀律處分決定，藉

此 落 實 「 中 國 牆 」 政 策 ( 即 把 紀 律 處 分 職 能 與 其 他 職 能 分 隔 的 政

策 )  。  

8 .  我們亦已借鑑本地和海外經驗。主要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核數師監

管機構 (例如英國財務匯報局 )的主席一職，由非執行董事擔任。而香

港金融監管機構，包括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管理局及保險業監管局等，同樣由非執行主席所領導。  

獲委任為財匯局成員的人士的資歷  

9 .  擬議第 7 (4 ) (b )條訂明，財匯局須有部分成員是因為具備會計、

核數、財務、銀行業、法律、行政或管理的知識 (見第 7 ( 4 ) ( b ) ( i )條 )或

具備專業或職業經驗 (見第 7 (4 ) (b ) ( i i )條 )而獲委任。我們認為該等條

文可讓政府委任具備相關知識或經驗的合適人士到財匯局，包括具備

相 關 領 域 的 豐 富 知 識 但 並 沒 有 相 關 專 業 或 職 業 經 驗 的 人 士 (例 如 學

者 )。值得留意的是，《保險業條例》 (第 4 1 章 )第 4A A (3 ) (b )條 (由

《 2 01 5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增補 )也就保險業監管局成員的資歷

作出類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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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匯局在監督公會執行有關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職能的職能和權

力 (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6 項 )  

1 0 .  擬議第 9 (b )條訂定財匯局就公會的規管職能 (即公眾利益實體核

數師的註冊；設立和備存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紀錄冊；就註冊公

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持續專業發展，設定要求；以及就註冊公眾利益

實體核數師的專業道德 、核數和核證執業準則，設定標準 )進行獨立

監督。為了讓財匯局可履行其對公會的獨立監督，擬議第 1 0 (1 A )條訂

明一個寬鬆的監督模式，賦權財匯局：  

( a )  要 求 公 會就 公會執 行 某 指明 職能， 提 供 有關 資料及 定 期 報

告；  

( b )  就公會執行某指明職能，進行評估；以及  

( c )  就某指明職能的執行，向公會作出書面指示，前提是財匯局

信納發出該指示符合公眾利益。  

我們的政策原意，是上述乃為財匯局在監督公會執行擬議第 9 (b )條有

關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指明職能時，其可行使的特定權力。我們的

另一政策原意，是財匯局向公會發出書面指示時，公會必須遵從指示

以保障公眾利益，這點已在擬議第 10 ( 1 B)條訂明。我們相信，公會作

為制度下肩負部分規管職能的法定專業團體，會在財匯局發出指示後

予以配合。有鑑於此，我們認為擬議第 10 ( 1 B)條的範圍恰當。  

1 1 .  《條例草案》建議的監督模式，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匯局和

公會三方會議的成果，並反映在二零一四年發表的諮詢文件，亦在公

眾諮詢期間獲絕大多數回應者支持。三方均同意法例應規定監督模式

的框架，而安排的運作細節則應在財匯局與公會簽訂的諒解備忘錄內

訂明。待法案委員會就財匯局在新制度下的各項主要職能及安排作充

分討論後，財匯局和公會會盡快展開諒解備忘錄的磋商工作，該諒解

備忘錄應涵蓋多方面事宜，包括：  

( a )  財匯局為履行監督職能而可能會要求公會提交的資料種類，

以及財匯局會在什麼情況下行使該項權力；  

( b )  公會定期報告須包含的資料，以及公會向財匯局提交定期報

告的次數；  

( c )  財匯局對公會作出的評估的範圍、準則、模式和程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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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財匯局會在什麼情況下向公會發出書面指示，以及涉及的相

關程序。  

財 經 事務 及庫 務局 將 會參 與 財 匯局 與 公會 就諒 解備 忘 錄等 事宜 的 磋

商，以期早日訂立諒解備忘錄，而這項工作必定會在《條例草案》建

議的實施日期 (即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前完成。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Chinese cover
	Annex 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