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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女士： 

 

 多謝閣下在 2020年 5月 14日來函附上陳淑莊議員的信件，就財務

委員會(下稱「財委會」)討論文件 FCR(2020-21)9提出問題。 

 

 因應議員、公眾和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們計劃撤回討論文件

FCR(2020-21)9，並提交討論文件 FCR(2020-21)15，就我們修訂後的撥款建

議尋求財委會批准。修訂後的建議將不再尋求撥款成立海洋公園檢討小組。

海洋公園的重新審視工作，將由政府現有資源負責處理，至於申請撥款資助

海洋公園營運一年、償還海洋公園公司(下稱「公司」)的商業貸款、以及清

繳完成海洋公園大樹灣發展項目所需的費用，則維持不變。 

 

 就陳議員的提問，我們的答覆如下。 

 

 海洋公園於 1977年正式對公眾開放，公司於 1987年根據《海洋公

園公司條例》(第 388章) (下稱「《條例》」)成立。作為一個法定機構，公司

的職能主要是管理與管制海洋公園作為一個公眾康樂及教育公園。儘管公司

肩負着教育和保育的功能，過去 40 多年，公司從未獲政府提供過任何經常

性撥款以推展其職能。公司為一個非牟利機構，須將其利潤全數用於推展其

法定職能。 

 

 與此同時，受制於《條例》，公司未能透過發行股本集資增加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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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政府亦不能透過注資協助其營運。因此，借貸成為其籌集大筆資金作

為擴建的唯一途徑。亦唯有通過借貸，海洋公園才能在 2005年和 2013年推

行「重新發展計劃」和「大樹灣水上樂園」，以增加其吸引力和競爭力。 

  

 縱然公司可透過借貸推行上述計劃，但計劃同時亦為公司每年帶來

龐大的折舊開支，以及涉及貸款的利息及相關財務費用，直接為公園的營運

損益帶來重大的影響。而且公園每年須償還的商業貸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財

務費用，亦對其現金流產生沉重壓力。 

 

商業貸款 

 

 為推展「重新發展計劃」，公司於 2005/06年度取得下述兩筆商業貸

款: 

 

 政府擔保的商業貸款 商業貸款 

金額 13 億 8,750 萬元  27 億 7,500 萬元  

貸款銀行 超過 20 間商業銀行組成

的銀團  

超過 20 間商業銀行組成的

銀團  

目的 支付重新發展計劃 25%工

程費用  

支付重新發展計劃 50%工

程費用  

借款日期  

(即簽訂貸款

協議日期) 

2006 年 6 月  2006 年 6 月  

開始還款期 2015/16 2011/12 

原訂最後 

還款期 

2020/21 2020/21 

抵押 需以銀行定期存款及公園的知識產權作抵押。另需以公園的可

移動固定資產作浮動抵押。  

政府擔保 有* 沒有 

 *獲財委會批准，見 FCR(2005-06)35。  

 

 公司於 2011/12 年度起開始償還上述兩筆為推展「重新發展計劃」

而安排的商業貸款（「重新發展計劃–商業貸款」），並於 2015/16 年度透過

重新融資全數償還款項，本金合共 36.63億元。扣除約 26.38億元來自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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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重新融資貸款(下稱「重新發展計劃–重新融資商業貸款」)，公司實

際負責償還本金為 10.25億元。另一方面，利息及其他財務費用開支合共 5.46

億元。 

 

 如上文所述，公司於 2015/16 年度進行一次以新償舊的融資安排，

當時公司就「大樹灣發展項目」的額外預算作出 6.5億元的融資安排，並同

時從貸款銀行獲得一筆「重新發展計劃–重新融資商業貸款」，以償還上文

所上述兩筆「重新發展計劃–商業貸款」。 

 

 另外，為應對短期營運現金流的需要，公司於 2019/20 年度亦從貸

款銀行獲得一筆循環貸款。 

 

 三筆商業貸款的資料如下： 

 

 重新發展計劃 – 

重新融資商業貸款 

大樹灣發展項目–商

業貸款 

商業循環信貸 

金額 26 億 3,800 萬元  6 億 5,000 萬元  10 億元  

貸款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下稱「中銀香

港」)  

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 

目的 償還兩筆「重新發展

計劃–商業貸款」 

支付「大樹灣發展項

目」追加的工程費用 

短期營運現金 

借款日期(即

簽訂貸款協

議日期) 

2016年 3月 2016年 3月 2019年 10月 

開始還款期 2015/16 2020/21 2020/21 

最後還款期 2020/21 2020/21 2020/21 

抵押 需要按貸款協議要求

存放指定金額於該貸

款銀行的專屬帳戶

內，另需以於該貸款

銀行的其他帳戶作浮

動抵押。 

沒有 沒有 

政府擔保 沒有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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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於 2015/16 年度起開始償還「重新發展計劃–重新融資商業貸

款」，已償還的本金合共 11.68 億元。另一方面，利息及其他財務費用開支

合共 2.73 億元。就「大樹灣發展項目–商業貸款」及「商業循環信貸」，公

司尚未開始償還本金，而就前者已償還的利息及其他財務費用合共 0.13 億

元。 

 

審批程序 

 

 公司於 2005 年推展「重新發展計劃」時所須的 55.5 億元政府及商

業貸款，以及於 2013年推展「大樹灣發展項目」時所須的 22.9億元政府貸

款，均由公司向董事局提出整個貸款方案作審批。而就政府貸款及涉及政府

擔保的貸款，公司則在董事局同意後向政府提出申請並由財委會審批。 

 

 就「重新發展計劃」而言，財委會於 2005 年批准政府透過貸款基

金向公司提供一筆 13.875 億元政府貸款及為公司擔保一筆 13.875 億元商業

貸款。公司須自行籌集另一筆 27.75億元商業貸款。就在「大樹灣發展」項

目而言，財委會則於 2013年批准政府透過貸款基金向公司提供一筆 22.9億

元政府貸款。 

 

 根據政府與公司就「重新發展計劃」及「大樹灣發展項目」兩筆政

府貸款簽訂的貸款協議，公司日後作出任何額外借貸前須先得到政府的書面

同意。因此，公司於 2015 年先向董事局提出「重新發展計劃–重新融資商

業貸款」及「大樹灣發展項目–商業貸款」兩個貸款方案作審批，以無須政

府擔保的「重新發展計劃–重新融資商業貸款」全數償還「重新發展計劃–

政府擔保的商業貸款」及「重新發展計劃–商業貸款」，以及透過「大樹灣

發展項目–商業貸款」應付大樹灣發展項目的額外預算。公司在董事局同意

後，向政府提出申請，並獲同意獲取該兩筆商業貸款。政府曾於 2015年 11

月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融資安排(見立法會 CB(4)271/15-16(01)

號文件)。 

 

 另外，為應對短期營運現金流的需要，公司於 2019 年同樣先向董

事局提出有關商業循環信貸的貸款方案作審批，然後向政府提出申請，並獲

同意獲取該筆循環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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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貸款 

 

 多年來為償還本金和利息，為公司營運帶來挑戰，公司償還所有商

業貸款的本金、利息及相關財務費用至今合共約 30.25億元。截至 2020年 4

月底，公司並沒有逾期償還貸款。 

 

 政府是次提出的撥款申請中，有關 30.9億元的償還商業貸款及相關

的融資成本包括 30.7億元償還即將到期的商業貸款、919.4萬元相關利息，

以及 1,133萬元對沖貸款利息。公司已與相關銀行商討假設撥款獲得通過，

所有商業貸款提早償還，將會豁免收取提早償還的額外收費及衍生的資金成

本，估算為 6百萬元。 

 

 公司已就債務重組或推遲商業貸款還款期，與貸款銀行盡過最大的

努力協商，不過，在沒有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及新資金投入發展的情況

下，債務重組或推遲商業貸款還款期並不可行。 

 

 政府提出的撥款申請是用於維持公園營運一年、清繳完成海洋公園

大樹灣發展項目所需的費用，以及償還即將到期的商業貸款，避免公園因耗

盡其現金而無法償還一眾債權人的欠款，包括貸款銀行、承辦商/供應商、

員工等而導致清盤。 

 

清盤對海洋公園公司的影響 

 

 一旦啟動清盤程序，海洋公園約 2 000名全職僱員可能無法獲得符

合其僱傭合約和相關法例的補償，甚至可能無法得到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破

欠基金）的保障。這是由於一般公司倒閉，能夠循《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清盤條例》）而進行清盤。不過，海洋公園公司是根據《條例》而

成立的法定機構，我們不確定是否可以循《清盤條例》進行清盤。因此《清

盤條例》可能並不適用於海洋公園公司，因此亦無法確定海洋公園公司的僱

員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破欠基金的特惠款項。 

 

 另一方面，海洋公園目前飼養超過 7 500 隻動物，當中有超過 500

隻是瀕危的珍貴物種，其中超過 130隻更是達「極危」和「瀕危」級別，例

如較為人熟識的娃娃魚、中華鱘（「極危」）、小熊貓和川金絲猴（「瀕危」）

等等，我們不能確定法庭委任的清盤人是否能夠為海洋公園的動物提供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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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 

 

 如政府因為避免清盤程序而為公司倒閉負責所有相關債務，根據粗

略估算，涉及的金額最少超過一百億元，當中償還商業貸款和政府貸款的撇

帳已合計超過 80億元；另外，還包括遣散員工、動物安置、承辦商/供應商

的賠償、拆卸和修復土地所需的費用等等。與此同時，我們亦喪失了海洋公

園為香港帶來的額外消費和經濟效益，在 2018-19 年分別為超過 76 億元和

逾 39億元。 

 

 我們認為現時在 FCR(2020-21)15 中提出的是最佳方案，一方面透

過清還商業貸款和維持公園營運，防止債權人向法庭提出將海洋公園公司清

盤，與此同時，讓政府進行重新審視的工作，為海洋公園的重生尋找路向。 

 

 我們希望撥款建議能夠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支持，讓海洋公園

公司能夠避過清盤的危機，並且重新出發。 

 

 

 

 旅遊事務專員 

 

 （黎日正         代行） 

 

 

 

2020年 5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