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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20年施政報告》有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政策

措施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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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今日（十二月七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就《行政長官 2020年施政報告》內有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政策措施的發言全

文： 

  

多謝主席、各位委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來年的各項工作重點已臚列於我們早前提交予委員會的文件，我

現在作簡單介紹，希望有更多時間聆聽大家的討論和回答提問。我們來年的工作重點將

集中三大範疇，分別是金融穩定、大力發展市場及緩減經濟衝擊。 

  

  就金融穩定方面，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環球眾多不穩定因素的影響，本港金

融系統依然堅韌穩健，風險管理嚴謹，聯繫匯率制度及各個環節運作良好。港元兌美元

匯率今年一直偏強，自四月以來錄得接近 500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反映投資者對香港

金融市場的持續信心。最新數據顯示，主要銀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率超過 156%，平均

資本充足率則超過 20%，兩者均高於國際監管標準。政府及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密切注

視市況的發展，確保金融穩定。 

  

  金融穩定為我們大力發展市場提供了良好基礎。我們將善用香港與內地及國際的連

通優勢，持續發展香港成為一個綜合型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發展市場方面，我們有四大

新措施。 

  

  第一，是推動與內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令滬深港三地市場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

現時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地。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我們亦已加快

將在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在符合特定條件下納入滬港通和深港通的選股

範圍的工作。滬深港三地交易所已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發出聯合公告公布詳情。上述納入

安排會在今年十二月底生效。這適切地配合了兩地近年來的資本市場改革，助力國家雙

向開放金融市場。 

  

  第二個大方向，是推動大灣區金融服務互聯互通，這個我相信很多議員都是關心的。

中國人民銀行聯同金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澳門金融管理局於六月已公布決定在大

灣區開展雙向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理財通），讓包括香港、澳門和廣東省內九市居民，

可在大灣區跨境投資區內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金管局正與相關監管當局，敲定理財通

的實施細則，以加快落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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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業方面，我們正與各相關監管當局積極商討實施細節，爭取盡快落實香港保險

業在大灣區內地城巿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為持有香港保單的香港、澳門及內地居民

提供諮詢、理賠及續保等全方位支援。我們亦會爭取早日對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行駛

的香港車輛的保險實施「等效先認」政策，將這些跨境車輛向香港保險公司投保責任範

圍擴大到內地的第三者責任保險保單，視為等同投保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 

  

  第三大方向，是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在這方面，

我們有三項工作： 

  

（i）首先，是促進私募基金的發展，我們共有三步曲。第一步是引入新的基金結構。

多謝各位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我們先後在二○一八年七月及二○二○年八月引入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及有限合夥基金制度，以吸引不同類型的基金（包括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

和營運。有限合夥基金制度自八月三十一日制度生效以來，短短幾個月已有超過 50個

有限合夥基金成立。第二步是《施政報告》所公布，為在本港營運的私募基金所分發的

附帶權益，在符合若干條件下提供稅務寬免。第三步是我們將考慮推出措施，吸引更多

已在海外成立的基金在香港落地。以上三步曲將大大提升香港作為私募基金營運基地的

吸引力，在發展金融市場的同時為香港創科產業提供更廣闊的資金來源。 

  

（ii）此外，我們會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促進香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託基金）

（REITS）市場的發展，包括適度放寬房託基金的投資限制、擴闊投資者基礎、改進立

法和規管架構以利便行業運作，以及加強市場推廣和投資者教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有關修改《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的諮詢總結，為

房託基金在進行投資時提供更大靈活性。 

  

（iii）在資產管理業務方面，家族辦公室業務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重要增長領域。

我們將為投資推廣署提供額外資源以成立專責團隊，在本港及其他主要市場加強宣傳推

廣，並為有興趣來港營辦的家族辦公室提供一站式的支援服務。 

  

  第四個推動市場發展的重點是金融科技。早前我們在香港金融科技周期間公布了新

政策措施，分別是「拍住上」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Proof-of-Concept）資助計劃，

以及就監管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的發牌制度進行公眾諮詢。我們早前已與業界會面溝通，

並會繼續聽取意見，以敲定相關的執行細節。 

  

  除了以上的四個方面的工作外，我們會繼續推進各項持續推行的措施，包括推動設

立無紙化證券市場制度、為直接保險公司的所有一般再保險業務、特定一般保險業務，

以及特定的保險經紀業務，提供百分之五十的利得稅寬減（即稅率為 8.25%）、推動發

展綠色債券市場、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合作建立「積金易」平台，以及優化監管

制度和提升金融安全。 

  

  第三個工作重點，除了發展市場和維持金融穩定外，緩減香港面對的經濟衝擊也十

分重要。而在這方面，我們將有三項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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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受經濟下行及疫情不明朗等因素影響，非住宅物業的售價和成交量在過去一段

時間已顯著回落，反映需求減少。我們認為現時是適當時機撤銷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

花稅，以利便企業出售非住宅物業套現，應付因經濟下行而出現的財政問題及現金需求，

緩減疫情對本港經濟及商業活動的衝擊。相關安排已由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生效，非住宅

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率將恢復以第二標準稅率徵收。《2020年印花稅（修訂）條例

草案》已於十二月二日提交立法會，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能夠完成相關審議。 

  

  另外，金融業離不開「人」，所以我們十分關注金融業人才，特別是畢業生及年輕

專業人士在疫情下的就業情況，剛才好幾位議員亦談及類似的寶貴意見。為金融科技業

應對短期的挑戰及長遠豐富人才庫，我們於二○二○年七月推出了「抗疫基金金融科技

人才計劃」（FAST），合資格金融科技企業可獲十二個月的薪酬資助，以創造 1 000

個全職職位。此外，政府撥款 1.8億元給予金發局（金融發展局）推行「金融服務業創

職位計劃」（FIRST），資助的範疇不只剛才我介紹的金融科技方面，是涵蓋至銀行業、

證券業、保險業、強積金受託人及會計業。兩個計劃都廣受市場歡迎。 

  

  除此以外，我們亦會持續推行其他庫務科的工作，包括繼續拓展香港的全面性避免

雙重課稅協定網絡。今年，我們先後與塞爾維亞和格魯吉亞簽訂了協定，令協定總數從

本屆政府上任時的 37份增加至 45份。我們計劃在來年年底前把協定總數增加至 50份，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亦會繼續改善政府採購安

排，以便利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參與投標。 

  

  我的簡介完畢，今日兩個科的同事也在座，我很希望聽聽大家的意見。多謝大家。  

完 

 

2020年 12月 7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 12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