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議員, GBS, JP 

 

陳主席： 

有關財委會 FCR(2020-21)68 項目 

 

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FCR(2020-21)68 項目，建議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庫局”) 下兩個編

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本人現要求政府回應以下提問，好讓委員會掌握更多資料，更有效率審

議項目。 

 

關於實施新核數師規管制度的工作 

 

1. 在審議《2018 年財務匯報局(修訂)條例草案》期間，政府曾多次強調新核數師規管制度的

獨立性，好讓改革後的財務匯報局 (“財匯局”) 的管治合乎國際準則，以增加財匯局加入不

同國際組織的機會。例如，在討論財匯局的財政機制時，政府多次重申「財匯局作為獨立

核數師規管機構應在財政及運作上獨立於政府的原則」 (見法案委員會報告第 25 段)。 

 

不過，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是次項目期間，政府代表曾表示現時屬於編外職位的副

秘書長需要負責與新的規管制度相關的後續工作，並且舉例指出，由於財匯局在新規管制

度下需同時負責聯繫香港境內外持份者的工作，副秘書長需要就推行新規管制度提供政策

方向及指示。就此﹕ 

 

(A) 在維持財匯局「財政及運作上獨立於政府的原則」下，副秘書長在甚麼情況下會向財

匯局提供政策方向及指示﹖ 

 

(B) 在提供政策方向及指示時，溝通機制為何，例如是否由副秘書長向財匯局董事局或行

政總裁提出意見﹖ 

 

(C) 具體而言，自財匯局成立至今，副秘書長就財匯局的工作提供了多少次政策方向及指

示﹖相關內容為何﹖現時又是否正進行任何具體政策方向及指示工作﹖ 

 

2. 文件第 6 段提到，「財經事務科須密切監察該局如何運用種子資金建立新系統，以履行其擴

大後的職能」。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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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鑒於財政司司長今年初已批准新制度下財匯局的第一個預算案(由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文件所指的「建立新系統」的詳情為何﹖副秘書長在財政司司長

審批財匯局預算案中又有何角色﹖ 

 

(B) 當財匯局能夠自負盈虧後，副秘書長在監督財匯局的財政上又有否任何具體工作﹖ 

 

關於加強監管放債人的工作 

 

3. 文件第 13 段提到，政府正就持牌放債人的無抵押私人貸款業務進行調查，並會參照調查結

果以考慮是否進一步加強監管。就此﹕ 

 

(A) 鑒於政府至今仍未向立法會匯報調查結果，現時該調查進展為何，預計何時向立法會

匯報結果﹖ 

 

(B) 政府現時又是否有任何初步立法建議，例如會否參考消費者委員會的建議，調整法定

最高貸款實際利率﹖若有，相關工作的時間表又預計為何﹖ 

 

4. 文件第 13 段提到，「同時，我們已展開全年宣傳活動，提醒公眾審慎借貸的重要性，並為

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資源以加強債務輔導服務」。就此﹕ 

 

(A) 現時公司註冊處、香港警務處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均有負責涉及放債事宜的

公眾宣傳活動。財庫局在「展開全年宣傳活動」中的工作為何，與其他部門有何分工﹖ 

 

(B) 過去 3 年，財庫局每年又獨自進行了多少項宣傳活動，相關實際開支為何﹖ 

 

(C) 現時向非政府機構提供債務輔導的政策局是否屬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範疇﹖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又是否資助的開支管制人員﹖ 

 

(D) 現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內負責債務輔導監督工作的相關人手為何﹖現時兩個非常額職

位涉及債務輔導工作的詳情又為何﹖ 

 

(E) 過去 5 年，每年提供的資助額及其他詳情 (包括受助機構、受惠人數等) 為何﹖ 

 

關於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的工作 

 

5. 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項目期間，政府代表曾表示，現時投資推廣署轄下的金融科技

專責小組直接向財庫局匯報吸引金融科技企業來港的工作；各政府經濟貿易辦事處則與金

融科技專責小組緊密合作，吸引外內投資。 



 

就此，現時財庫局有否參與金融科技專責小組的周年工作計劃﹖又或有否定期參與金融科

技專責小組、投資推廣署、以至各經貿辦的相關會議﹖若有，詳情為何﹖ 

 

6. 文件第 15 段提到多項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的重要措施。不過，上述多項工作已經有金管局及

港交所等不同機構負責，各機構亦設有專責部門負責相關工作 (例如金管局設有金融科技

促進辦公室、港交所設有創新實驗室)。 

 

針對上述多項工作，現時兩個編外職位在各項工作中有何實質參與﹖與各個監管機構又有

何分工﹖請按個別項目作例子，交代兩個編外職位的實際工作。 

 

7. 鑒於推動金融科技有機會涉及法例上的改動，擬議將兩個編外職位轉為常額後，又有否任

何涉及修改法例的工作，以至日後有工作明顯屬於政策局的範疇﹖若有，詳情為何﹖ 

 

8. 外國以至本港推動金融科技時，不時強調透過科技推動普及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金管

局近年亦有鼓勵銀行推出措施，讓小數族裔、殘疾人士以至中小企更易獲得銀行服務。針

對推動普及金融的工作，財庫局現時又有否任何具體工作計劃﹖ 

 

9. 雖然文件提出財庫局負責推動金融科技的應用，不過政府在最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於

公眾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的資助計劃」時，負責的政策局分別為食物及衛生局以及運輸

及房屋局。就此﹕ 

 

(A) 過去財庫局 (特別是兩個編外職位) 有否研究於公眾街市推廣金融科技﹖若有詳情為

何，又為何未能有任何實際工作成果﹖ 

 

(B) 防疫抗疫基金決定推出上述資助計劃的過程中，財庫局又有何實際參與﹖ 

 

關於香港參與亞投行和亞開行的事宜 

 

10. 政府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資料指出，「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分別是代表中國香港的理事和副理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為董事會內的顧問，參與

亞投行有關管治及其他工作的會議。兩個建議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開設的首長級常額職位，

負責中國香港與亞投行的恒常聯繫及協助特區政府參與亞投行的會議」。就此﹕ 

 

(A) 自亞投行成立至今，財政司司長及各級官員分別參與了多少次亞投行內部不同會議﹖ 

 

(B) 現時兩個編外職位負責的與亞投行恆常聯繫及協助特區政府參與亞投行會議的實際工

作詳情及頻密程度為何﹖ 



 

11. 文件第 18 段提到，「我們需要繼續由首長級人員帶領有關工作，以確保這 2 家多邊發展銀

行的事宜獲得足夠的重視，以及有關工作能夠取得成果」。就此﹕ 

 

(A) 現時財庫局就亞投行及亞開行的工作有否設有任何目標﹖政府又如何判斷有關工作是

否「能夠取得成果」﹖ 

 

(B) 文件第 16 段提到，亞投行於 2019 年在倫敦發行首批債券，並就該行於本地市場發債

展開磋商。上述磋商事宜進展為何﹖現時副秘書長及首席助理秘書長又有何參與﹖ 

 

(C) 針對 2 家多邊發展銀行的「工作成果」，政府又有否任何其他工作可在中短期內取得成

果，為香港爭取利益﹖若有，詳情為何﹖ 

 

兩個擬開設常額職位的工作分配 

 

12. 文件提到，兩個職位需要負責多個不同範疇的工作，唯不同範疇的工作同時有其他機構分

擔工作。就此，現時各個範疇的工作佔兩個編外職位的總工比重作百份比大約為何﹖在兩

個職位轉為常額職位後，工作比重又會否更改﹖ 

 

13. 鑒於兩個職位的部份工作屬於有限時性質 (例如核數師規管制度改革、修訂放債人法例、

引入企業拯救程序等)，政府會否考慮將兩個職位維持編外職位﹖ 

 

希望有關當局盡快回覆以上問題。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537 2385 與研究主任余先生聯絡。

謝謝。 

 

 

 

 

 

立法會議員 胡志偉 

謹啟 

 

2020 年 10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