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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I 自2022年11月7日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766/2022(01)
號文件 

 2022年第三季經濟
報告及相關新聞稿) 

 
  委員察悉自 2022年11月7日舉行的會議後
發出的資料文件。 
 
 
II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及

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立法會
CB(1)840/2022(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香港經
濟近況及短期展望

提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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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877/2022(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香港經
濟近況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840/2022(02)
號文件 

 財 政 司 司 長 有 關
2023-2024年度財政
預算案諮詢的背景

資料)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2. 應主席邀請，財政司司長向委員簡報香港整

體經濟最新狀況。財政司司長表示，在環球需求放緩、

外圍環境轉弱的情況下，香港經濟在第三季再度惡

化，預計今年經濟將會收縮3.2%。外圍環境的進一步
惡化，加上內地與香港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

對香港的出口造成沉重打擊；主要央行大幅加息令

金融狀況收緊，則打擊了內部需求。樓市方面，整體

住宅樓價下跌，物業市場交投轉趨淡靜。不過，由於

按揭利率上升，市民置業負擔指數在第三季惡化至約

73%。另一方面，勞工市場則繼續改善，失業率下跌，
消費物價通脹亦整體維持溫和。財政司司長展望，

來年外圍經濟環境仍極具挑戰，預期香港的貨物出口

在來年仍將面對巨大壓力；在金融狀況收緊的情況

下，內部需求亦將繼續受影響。但只要疫情保持穩定

受控，相關社交限制措施逐步放寬，預料經濟活動將

會逐漸恢復動力，社會逐步邁向復常。 
 
3. 財政司司長表示，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
案》將於2023年2月22日公布。面對目前複雜多變的
經濟環境，政府的收入不如預期，開支卻繼續上升，

本財政年度的財政狀況將較預期差，估計會出現高達

1,000多億元赤字，遠高於預算案所估算的563億元，
財政儲備則會進一步下降至8,000億元的水平，相當
於約11個月的政府開支。政府將致力維護財政穩健及
可持續性，並保留一定財政實力，以應對不時之需。

雖然香港經濟在短期面對重重挑戰，但政府會積極推

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時大力造地以主導土地供應，

以及加強基礎建設，以提升經濟發展容量，並豐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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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增強發展動能。政府在擬備2023-2024年度
財政預算案時，會仔細考慮議員和社會各界的意見。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於會議席上提供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840/2022(02)號文件 )
及載有財政司司長發言稿的新聞公報 (只備
中文本 )(立法會CB(1)885/2022(01)號文件 )
已分別於2022年12月5日及2022年12月6日
經電郵送交議員。) 

 
申報利益 
 
4. 邱達根議員申報，他擁有從事基金投資活動

的公司。 
 
討論 
 
促進消費 
 
5. 議員察悉，由於現時經濟表現疲弱，政府收

入減少，預計本財政年度將會錄得超過1,000億元
赤字。議員關注政府當局如何在確保政府財政穩健的

同時，平衡市民對於政府推出新一輪消費券和電費補

貼等紓困措施的期望，並詢問消費券在提振經濟方面

的成效。 
 
6. 財政司司長表示，學者及政府內部評估，均

顯示政府去年第一輪消費券計劃不僅有效帶動本地

消費，其提振經濟的效果亦比區內大多數經濟體推出

的類似計劃為佳。然而，發放消費券和電費補貼等均

牽涉龐大公帑支出，在考慮是否推出新一輪紓困措施

時，政府會恪守一貫審慎理財、量入為出、應使則使

的公共理財原則，確保財政資源用得其所。面對疲弱

經濟，政府當局會嚴格控制來年的內部開支，密切注

視經濟表現，並就《財政預算案》諮詢社會各界的意

見，確保政府既能適切回應社會各方需要，同時亦維

護財政穩健及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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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企業 
 
7. 議員指出本港經濟連年不景氣，部分企業現

已瀕臨倒閉，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盡快推出新一輪

“保就業”計劃以及其他措施，以協助本地企業應對潛
在的經濟衝擊，並及時扶助有需要的企業渡過難關，

避免結業。議員又查詢本港失業率在經濟不景下不升

反跌的原因，及政府當局有否備存下列能反映本港營

商環境轉變的數據：(a)本港空置商鋪的數目；(b)流
入本港的資金金額；以及(c)外地企業開設的銀行户
口數目。 
 
8. 議員關注訪港旅客數字仍未回復疫情前的

水平，將嚴重影響旅遊相關行業從業員的生計以至

本港整體經濟。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放寬對入境人士實

施的疫情防控措施，例如容許酒店在其處所的特定範

圍向受疫苗通行證“黃碼”限制的人士提供堂食服務，
以增強本港對抵港旅客及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此

外，鑒於近年不少旅遊巴士因旅客大減而長期閒置並

疏於保養，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提供配對基金，

以助車主購置新能源商用車輛，以推動綠色運輸及達

致碳中和的目標。 
 
9. 財政司司長解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

力，主要是出口貿易、固定資產投資及本地消費，而

前兩者的表現均較易受地緣政治局勢、主要先進經濟

體的貨幣政策和經濟狀況等外圍環境因素影響。因

此，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透過推出“保就業”計劃和消
費券計劃，大力鼓勵市民消費，並藉此保住不少零售

餐飲服務業界的基層職位，令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

平，商鋪空置率在2021年底約為10.2%。就推出新一
輪“保就業”計劃的建議，財政司司長表示，由於現時
失業率及經濟環境均已較2020年的最壞情況有所改
善，現時未必適宜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10. 在扶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方面，財政司
司長指，政府當局一直主要從三方面提供援助，包括

(a)協助中小企的融資需要，包括透過“中小企融資擔
保計劃”，協助中小企從貸款機構取得融資以應付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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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需要；(b)緩減政府收費以減低企業營運開支；以及
(c)推出消費券等措施刺激私人消費開支增長，改善
零售市道。政府早前亦已要求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審視企業在港開設銀行户口的情況，並敦促銀行
妥善解決企業遇到的開户問題。金管局會繼續跟進有

關事宜。財政司司長重申，只要符合有關打擊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國際標準，金管局鼓勵銀行盡量

簡化開户程序。 
 
11. 財政司司長續指，香港自今年10月底起已相
繼舉辦香港金融科技周、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及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不但為社會注入正面氣氛，亦

吸引不少國際企業重新開展在本港的商業活動。政府

當局會繼續做好外訪及宣傳推廣等工作，並動員社會

各界共同說好香港故事。 
 
12. 議員察悉，按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計算的

整體投資開支在第三季跌幅擴大，並指出企業購置機

器、設備及知識產權產品的開支銳減，或意味企業在

未來數年將缺乏達致技術升級改造所需的生產要素，

對本港的經濟增長以及推行再工業化的進程不利。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企業減輕營運開支壓

力，並增加本地固定資本投資，從而加強本地工業的

長遠競爭力。 
 
13. 財政司司長解釋，經濟前景惡化和借貸成本

上升令營商氣氛普遍減弱，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意欲

因此下降。在整體貨物出口大跌、固定資本投資減少

的情況下，政府已加大力度促進私人消費開支增長，

以維持經濟動力。展望將來，政府預期香港經濟在

2023年應能逐步重拾動力，若整體經濟狀況和信心有
所改善，相信企業固定資本投資的水平亦會回升。為

增強經濟發展動能，香港在未來必須加強招商引資，

引入配合本地經濟發展的企業，令香港的經濟更具活

力、更多元化。 
 



經辦人/部門 

 

- 8 - 
 

出口貿易 
 
14. 議員關注全球主要央行預期在明年上半年

繼續收緊貨幣政策，或會進一步削弱環球投資者需

求，並查詢政府當局會否推出措施，協助出口貿易業

界面對隨外圍經濟環境惡化而趨升的對手方信用風

險，例如透過調整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提
供的保額上限或服務安排，協助本港中小企拓展市

場，尤其是內地的小額貿易市場。 
 
15. 有議員指出，由於大部分中小企的累計受助

額一向偏低，所以最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
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金”)提高每家企
業的累計資助上限，對中小企幫助不大。議員建議政

府當局簡化小額資助的申請程序，冀能對中小企帶來

更為實際的幫助。 
 
16. 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的BUD專項基金已成
立超過10年，近年更把資助地域範圍從內地擴大至
東南亞國家聯盟以及其他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和投資協定的經濟體，以協助企業把握機遇。政府樂

意聽取業界的意見，以完善信保局提供的產品服務和

BUD專項基金對企業的支援，並配合企業的需要推出
政策措施，以助本港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然而，內地

的內銷市場規模龐大，內地商户數量之多或會對執行

信用風險評估帶來一定挑戰。政府會與業界保持溝

通，商討對策。 
 
金融市場 
 
17. 議員指出，本地市場的無風險回報正隨銀行

定期存款利率趨升，並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吸引更

多投資者投資本地市場。議員又促請政府當局加快落

實以“未來基金”款項成立的“香港增長組合”的相關
投資計劃，以盡早滿足獲選為投資對象的初創企業的

融資需要。 
 
18. 財政司司長回應指，在聯繫匯率制度下，

港元拆息水平一般會趨近美元息率，同時亦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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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市場港元資金供求影響。因此，港元拆息變化的

幅度未必與美息一致。銀行息率方面，鑒於不同銀行

的客户基礎和資金成本有所不同，銀行會以不同的方

式吸引客户存款。至於“香港增長組合”，財政司司長
解釋，政府已改變過去的做法，決定動用部分“未來
基金”設立“香港增長組合”，並在市場挑選合適的普
通合夥人，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有關工作的

落實需要一些時間。他已指示金管局推動合夥人加快

推展相關投資項目。他預期“香港增長組合”將有利於
中小企與創新科技發展的資金融通。 
 
19. 鑒於近年錄得香港人口淨移出，議員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重啟投資移民計劃，以吸引高端人

口及資金來港。財政司司長指出，政務司司長將帶領

招攬人才的工作，亦將設有專責辦公室統籌招攬人才

策略。政府的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亦會

設立專組，協助招攬人才和企業到港。政府曾於多年

前實施“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後來因環境變遷而暫
停計劃。政府會繼續聆聽社會各界對重啟計劃的建議

的意見。 
 
20. 就近期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
所”)發出有關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的諮詢文件，以
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的《適
用於從事期貨合約交易的持牌人的風險管理指引》的

諮詢文件，議員反映業界認為部分擬議措施將增加

金融業界的合規成本及經營壓力，並詢問政府當局

如何在市場監管與市場發展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議員

同時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恒生指數成份股變動機制，令

恒生指數能更有效反映香港股市的價格和整體回報。 
 
21. 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當局必須平衡金融市

場發展與監管的需要。以有關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

的諮詢文件為例，修改主板上市規則的建議，旨在便

利具規模但尚未有盈利或業績支持的特專科技企業

上市。然而，為維持市場質素，監管機構同時建議規

定上市申請人上市前3個會計年度研發投入佔總營運
開支的最低比例。政府當局歡迎公眾在諮詢期內向

港交所提交意見。財政司司長補充，由於恒生指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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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股的檢討及調整屬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的業務範疇，

政府當局會適當地把議員的意見轉達以作參考。 
 
政府土地收入 
 
22. 議員關注政府當局預計本財政年度的土地

收入將較預期少，並促請政府應盡可能 (a)清楚列明
賣地計劃所涉土地周邊的規劃詳情，並消除賣地條款

中的不明朗因素；以及(b)加快釐定應付補地價金額
的程序。此外，有議員認為，若地政總署可在提出補

地價金額時更貼近市況，將有助加快解決相關爭議。 
 
23. 財政司司長認同賣地條款應盡量簡潔清晰，

但就個別用地而言，賣地條件或須保留一定彈性，以

便市場靈活運用土地。就補地價方面，財政司司長表

示，政府已設法提高效率及壓縮有關流程，地政總署

亦設有專責組別，統籌跨部門處理涉及數百伙單位以

上的發展申請。然而，礙於樓市前景不明朗，部分發

展商選擇延擱補地價程序。 
 
基建投資及招商引資的措施 
 
24. 鑒於不少基建項目預期能為政府帶來財務

回報，卻未必可反映於政府的現金收付制帳目內，有

議員查詢，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改變政府財政狀況(尤
其是關於綜合盈餘/赤字)的匯報方式，以計入基建項
目的預期財務回報。此外，有議員指出，由於部分基

建項目 (例如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及明日大嶼計劃 )
涉及龐大的政府開支，或會令政府財政儲備減少，並

建議政府當局應及早就融資安排作出長遠規劃。 
 
25. 財政司司長指，就基建項目而言，政府當局

一般會評估項目的潛在經濟回報，包括其直接及間接

經濟效益，以判斷項目是否值得推展。他預期經濟下

行會對本港造成短期的困難，政府當局會善用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持續推動經濟發展，並在有

需要時透過發行債券或運用其他融資工具，應對推展

基建項目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資金需要，務求及早落實

基建項目，惠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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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議員問及，政府當局會否就近年獲投放土

地、基建設施以至政策配合等多方面資源推展的新興

產業，制訂相稱的產值目標。財政司司長回應表示，

在考慮為引進重點企業而提供特別配套措施前，政府

會要求企業就資金投放、創造就業機會及 /或引入技
術等不同方面作出承諾，並會就企業可為香港帶來的

財務回報及經濟效益作出評估。 
 
27. 議員提及於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公布由財政司司長成立的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並

查詢該委員會的最新推展進度、政策方向及相關指

標。財政司司長回應指，該委員會已成立4個工作
小組，就跨境數據流動、數碼基礎建設、數碼轉型及

人才發展四大範疇進行研究，並會適時向政府提交

建議。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28. 議員指出，根據政府文件顯示，物業市場的

投機活動處於低水平，而且私人住宅一手市場短期供

應充裕，一手及二手住宅物業市場亦告回軟。他們促

請政府當局調整或撤銷政府推出的多項需求管理及

宏觀審慎監管措施(“需求管理措施”)，讓市場供求主
導樓價，以期振興一手及二手樓市，尤其是轉換住宅

物業的市場。 
 
29. 議員關注，需求管理措施要求物業交易需繳

付買家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此舉會令發展商收購舊

樓以作重建的成本大增，阻礙市區重建的進度。此外，

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短暫調整有關措施，以助中

小企避免因抵押物業價值下降而被貸款機構調低貸

款額甚至作出收回貸款的安排，繼而影響企業的

現金流。 
 
30. 財政司司長指出，政府當初推出各項住宅物

業的需求管理措施，旨在在住宅物業市場供應有限的

情況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自置居所的需要。

對於一般轉換其唯一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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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關機制下設有退稅安排。現時樓市觀望氣氛濃

厚，政府會密切留意市場變化，在體現需求管理措施

的政策理念及原則的同時，適時檢視相關措施，以確

保樓市有序發展。在物業貸款方面，貸款機構一般不

會因抵押物業的價值下降而立即要求借貸方提早償

還貸款，反而會按照實際情況，向借貸方提供靈活還

款或債務重組方案。此外，金管局亦一直有監管物業

貸款市場的借貸情況。 
 
聯繫匯率制度 
 
31. 就議員有關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性的提問，

政府當局闡述以下要點： 
 

(a) 為維持金融穩定，政府當局與金融監管
機構已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風險預警和

管理機制，全天候、跨市場持續監察港

匯、股票等市場，至今未有發現任何系

統性風險的跡象； 
 

(b) 香港外匯儲備規模龐大，相當於港元貨
幣基礎約1.7倍。香港銀行體系亦繼續維
持穩健，本地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及

大型銀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率均遠高於

國際監管標準；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在國

際間仍屬低水平。這些都足以證明香港

絕對有充足能力維護聯繫匯率制度；以

及 
 

(c) 聯繫匯率制度一直行之有效，對維持
本港金融穩定以至社會穩定非常重要，

特區政府無意對聯繫匯率制度作任何形

式的檢討或改變，而國家亦全力支持

本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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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有關優化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
建議 

 
(立法會
CB(1)840/2022(03)
號文件 

 政府當局題為 “有關
優化香港衍生產品

市場持倉限額制度

的建議”的文件)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32. 應主席邀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有關優化

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政府當局表

示，建議的優化措施主要分為四方面，包括(一)因應
新產品的推出為它們訂明持倉限額及須申報水平；

(二)釐清現時的法定要求，包括引入機制讓證監會向
結算所參與者發出超逾上限持倉量的許可、就假期交

易合約的大額未平倉合約作出申報規定，以及清楚規

定訂明上限及申報規定應分別適用於各個基金及子

基金的持倉等；(三)因應港交所就其交易所層面持倉
限額制度的擬議優化作出的相應修訂；及 (四 )改變
證監會對國際性合約監管方針。 
 
討論  
 
33. 委員對政府當局的優化建議表示支持，認為

優化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限額的規定及移除小型

恒生指數合約及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合約的額外

持倉對沖值限額，可增加市場的流動性，便利市場參

與者。 
 
34. 委員詢問，  除股票市場的衍生產品，政府
當局會否考慮檢討並優化定息和貨幣市場的衍生產

品的監管措施和政策。 
 

35. 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表示，是次檢討旨在因應

香港衍生工具市場的近期發展，使持倉限額制度的相

關規定繼續切合規管目標。除股票市場衍生產品外，

證監會亦於今次建議修訂某些貨幣產品，例如美元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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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期貨和期權合約的持倉限額，以配合市場

增長。 
 

36. 委員提到港交所曾於2018-2019年就衍生產
品市場交易進行研究調查，並就投資者類別和交易用

途作詳細研究，並詢問港交所近期有否再次進行相關

的研究調查，以了解投資者類別和交易用途是否有所

改變。 
 

37. 證監會回應指，衍生產品市場的結構並沒有

出現明顯改變。就期貨及期權市場而言，市場參與者

繼續主要為機構投資者(例如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及
基金管理公司)，個人投資者則相對較少。 

 
38.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股票期權及期貨的

持倉限額在市場出現大幅波動時對市場的影響。 
 
39. 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解釋，股票期權及期貨的

持倉限額是參照個別正股的流通量及市值而設定，並

受其正股的流通量門檻所限。因此，股票期權及期貨

的交易及交收不會為股票市場帶來重大的系統性

風險。證監會補充，一般而言，在市場出現大幅波動

時，出於風險的考量，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量會相

對穩定。反之，在市況穩定時，投資者或會增加持倉

量，利用期貨或期權作風險管理用途。 
 
總結 

 
40. 主席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

政府當局的建議，且對於政府當局計劃在 2023年
上半年將建議的規則修訂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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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4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11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3年1月3日 



 

附錄 
 

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時 間 ： 上午9時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I項    自2022年11月7日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000401 – 
000433 
 

林健鋒議員

(“主席”) 
 

自 2022年 11月 7日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
文件  
 

 

議程第II項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及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
諮詢  

000434 – 
002322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002323 – 
002613 
 

主席  
陳健波議員  
政府當局  
 

促進消費的措施  
 

 

002614 – 
003026 
 

主席  
吳傑莊議員  
政府當局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重啟投資移民計劃  
 

 

003027 – 
003535 
 

主席  
黃元山議員  
政府當局  
 

基建項目的預期財務回報  
 
就推展新興產業制訂產值目標  
 
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推展進度、政策方

向及相關指標  
 

 

003536 – 
004209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增加政府土地收入  
 
基建項目的融資安排  
 

 

004210 – 
004947 
 

主席  
李惟宏議員  
政府當局  
 

金融業面對的合規成本及經營壓力  
 
檢討恒生指數成份股變動機制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4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7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7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140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140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157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157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182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182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13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13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52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53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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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4948 – 
005509 
 

主席  
譚岳衡議員  
政府當局  
 

本地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  
 

 

005510 – 
010042 
 

主席  
葛珮帆議員  
政府當局  
 

促進消費的措施  
 
協助旅遊巴士業界及推動綠色運輸  
 

 

010043 – 
010510 
 

主席  
邱達根議員  
政府當局  
 

申報利益  
 
“香港增長組合”相關投資計劃的落實進度  
 

 

010511 – 
011005 
 

主席  
龍漢標議員  
政府當局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放寬對入境人士實施的疫情防控措施  
 
基建項目的融資安排  
 

 

011006 – 
011427 
 

主席  
陳祖恒議員  
政府當局  
 

協助出口貿易業面對上升的對手方信用風

險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
項基金” 
 

 

011428 – 
011911 
 

主席  
林新強議員  
政府當局  
 

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011912 – 
012654 
 

主席  
黃俊碩議員  
政府當局  
 

本港營商環境現況  
 
吸引投資者投資本地市場  
 

 

012655 – 
014518 
 

主席  
政府當局  
 

扶助企業的措施  
 
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基建項目的融資安排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014519 – 
015000 
 

主席  
龍漢標議員  
政府當局  
 

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性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298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330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331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364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364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391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391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420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420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446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446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475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475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521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5215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631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631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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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001 – 
015039 
 

主席  
政府當局  
 

總結  
 

 

議程第III項    有關優化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  

015040 – 
015508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015509 – 
015938 
 

主席  
譚岳衡議員  
政府當局  
 

對有關建議表示支持  
 
檢討並優化定息和貨幣市場衍生產品的監

管措施和政策  
 
就衍生產品市場交易進行研究調查  
 

 

015939 – 
020242 
 

主席  
林新強議員  
政府當局  
 

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限額對市場的影響  
 

 

020243 – 
020318 
 

主席  
 

總結  
 

 

議程第IV項    其他事項  

020319 – 
020333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3年1月3日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660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663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2120028&start=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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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I	自2022年11月7日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766/2022(01)號文件

		

		2022年第三季經濟報告及相關新聞稿)







		委員察悉自2022年11月7日舉行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II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及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立法會CB(1)840/2022(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香港經濟近況及短期展望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877/2022(01)號文件



		

		[bookmark: _Hlk121133915]政府當局就香港經濟近況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840/2022(02)號文件

		

		財政司司長有關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的背景資料)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2. [bookmark: _Hlk122094840]應主席邀請，財政司司長向委員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財政司司長表示，在環球需求放緩、外圍環境轉弱的情況下，香港經濟在第三季再度惡化，預計今年經濟將會收縮3.2%。外圍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加上內地與香港跨境陸路貨運往來持續受阻，對香港的出口造成沉重打擊；主要央行大幅加息令金融狀況收緊，則打擊了內部需求。樓市方面，整體住宅樓價下跌，物業市場交投轉趨淡靜。不過，由於按揭利率上升，市民置業負擔指數在第三季惡化至約73%。另一方面，勞工市場則繼續改善，失業率下跌，消費物價通脹亦整體維持溫和。財政司司長展望，來年外圍經濟環境仍極具挑戰，預期香港的貨物出口在來年仍將面對巨大壓力；在金融狀況收緊的情況下，內部需求亦將繼續受影響。但只要疫情保持穩定受控，相關社交限制措施逐步放寬，預料經濟活動將會逐漸恢復動力，社會逐步邁向復常。



3. 財政司司長表示，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將於2023年2月22日公布。面對目前複雜多變的經濟環境，政府的收入不如預期，開支卻繼續上升，本財政年度的財政狀況將較預期差，估計會出現高達1,000多億元赤字，遠高於預算案所估算的563億元，財政儲備則會進一步下降至8,000億元的水平，相當於約11個月的政府開支。政府將致力維護財政穩健及可持續性，並保留一定財政實力，以應對不時之需。雖然香港經濟在短期面對重重挑戰，但政府會積極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同時大力造地以主導土地供應，以及加強基礎建設，以提升經濟發展容量，並豐富產業發展，增強發展動能。政府在擬備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時，會仔細考慮議員和社會各界的意見。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於會議席上提供的資料文件(立法會CB(1)840/2022(02)號文件)及載有財政司司長發言稿的新聞公報(只備中文本)(立法會CB(1)885/2022(01)號文件)已分別於2022年12月5日及2022年12月6日經電郵送交議員。)



申報利益



4. 邱達根議員申報，他擁有從事基金投資活動的公司。



討論



促進消費



5. [bookmark: _Hlk122334740]議員察悉，由於現時經濟表現疲弱，政府收入減少，預計本財政年度將會錄得超過1,000億元赤字。議員關注政府當局如何在確保政府財政穩健的同時，平衡市民對於政府推出新一輪消費券和電費補貼等紓困措施的期望，並詢問消費券在提振經濟方面的成效。



6. 財政司司長表示，學者及政府內部評估，均顯示政府去年第一輪消費券計劃不僅有效帶動本地消費，其提振經濟的效果亦比區內大多數經濟體推出的類似計劃為佳。然而，發放消費券和電費補貼等均牽涉龐大公帑支出，在考慮是否推出新一輪紓困措施時，政府會恪守一貫審慎理財、量入為出、應使則使的公共理財原則，確保財政資源用得其所。面對疲弱經濟，政府當局會嚴格控制來年的內部開支，密切注視經濟表現，並就《財政預算案》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確保政府既能適切回應社會各方需要，同時亦維護財政穩健及可持續性。



扶助企業



7. 議員指出本港經濟連年不景氣，部分企業現已瀕臨倒閉，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盡快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以及其他措施，以協助本地企業應對潛在的經濟衝擊，並及時扶助有需要的企業渡過難關，避免結業。議員又查詢本港失業率在經濟不景下不升反跌的原因，及政府當局有否備存下列能反映本港營商環境轉變的數據：(a)本港空置商鋪的數目；(b)流入本港的資金金額；以及(c)外地企業開設的銀行户口數目。



8. 議員關注訪港旅客數字仍未回復疫情前的水平，將嚴重影響旅遊相關行業從業員的生計以至本港整體經濟。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放寬對入境人士實施的疫情防控措施，例如容許酒店在其處所的特定範圍向受疫苗通行證“黃碼”限制的人士提供堂食服務，以增強本港對抵港旅客及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此外，鑒於近年不少旅遊巴士因旅客大減而長期閒置並疏於保養，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提供配對基金，以助車主購置新能源商用車輛，以推動綠色運輸及達致碳中和的目標。



9. 財政司司長解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主要是出口貿易、固定資產投資及本地消費，而前兩者的表現均較易受地緣政治局勢、主要先進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和經濟狀況等外圍環境因素影響。因此，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透過推出“保就業”計劃和消費券計劃，大力鼓勵市民消費，並藉此保住不少零售餐飲服務業界的基層職位，令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商鋪空置率在2021年底約為10.2%。就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的建議，財政司司長表示，由於現時失業率及經濟環境均已較2020年的最壞情況有所改善，現時未必適宜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10. [bookmark: _Hlk122011125]在扶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方面，財政司司長指，政府當局一直主要從三方面提供援助，包括(a)協助中小企的融資需要，包括透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協助中小企從貸款機構取得融資以應付業務需要；(b)緩減政府收費以減低企業營運開支；以及(c)推出消費券等措施刺激私人消費開支增長，改善零售市道。政府早前亦已要求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審視企業在港開設銀行户口的情況，並敦促銀行妥善解決企業遇到的開户問題。金管局會繼續跟進有關事宜。財政司司長重申，只要符合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國際標準，金管局鼓勵銀行盡量簡化開户程序。



11. 財政司司長續指，香港自今年10月底起已相繼舉辦香港金融科技周、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及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不但為社會注入正面氣氛，亦吸引不少國際企業重新開展在本港的商業活動。政府當局會繼續做好外訪及宣傳推廣等工作，並動員社會各界共同說好香港故事。



12. [bookmark: _Hlk121845841]議員察悉，按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計算的整體投資開支在第三季跌幅擴大，並指出企業購置機器、設備及知識產權產品的開支銳減，或意味企業在未來數年將缺乏達致技術升級改造所需的生產要素，對本港的經濟增長以及推行再工業化的進程不利。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企業減輕營運開支壓力，並增加本地固定資本投資，從而加強本地工業的長遠競爭力。



13. 財政司司長解釋，經濟前景惡化和借貸成本上升令營商氣氛普遍減弱，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意欲因此下降。在整體貨物出口大跌、固定資本投資減少的情況下，政府已加大力度促進私人消費開支增長，以維持經濟動力。展望將來，政府預期香港經濟在2023年應能逐步重拾動力，若整體經濟狀況和信心有所改善，相信企業固定資本投資的水平亦會回升。為增強經濟發展動能，香港在未來必須加強招商引資，引入配合本地經濟發展的企業，令香港的經濟更具活力、更多元化。



出口貿易



14. [bookmark: _Hlk122105887][bookmark: _Hlk121818940]議員關注全球主要央行預期在明年上半年繼續收緊貨幣政策，或會進一步削弱環球投資者需求，並查詢政府當局會否推出措施，協助出口貿易業界面對隨外圍經濟環境惡化而趨升的對手方信用風險，例如透過調整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提供的保額上限或服務安排，協助本港中小企拓展市場，尤其是內地的小額貿易市場。



15. 有議員指出，由於大部分中小企的累計受助額一向偏低，所以最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金”)提高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對中小企幫助不大。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簡化小額資助的申請程序，冀能對中小企帶來更為實際的幫助。



16. 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的BUD專項基金已成立超過10年，近年更把資助地域範圍從內地擴大至東南亞國家聯盟以及其他與香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的經濟體，以協助企業把握機遇。政府樂意聽取業界的意見，以完善信保局提供的產品服務和BUD專項基金對企業的支援，並配合企業的需要推出政策措施，以助本港企業進軍內地市場。然而，內地的內銷市場規模龐大，內地商户數量之多或會對執行信用風險評估帶來一定挑戰。政府會與業界保持溝通，商討對策。



金融市場



17. 議員指出，本地市場的無風險回報正隨銀行定期存款利率趨升，並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吸引更多投資者投資本地市場。議員又促請政府當局加快落實以“未來基金”款項成立的“香港增長組合”的相關投資計劃，以盡早滿足獲選為投資對象的初創企業的融資需要。



18. 財政司司長回應指，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拆息水平一般會趨近美元息率，同時亦會受到本地市場港元資金供求影響。因此，港元拆息變化的幅度未必與美息一致。銀行息率方面，鑒於不同銀行的客户基礎和資金成本有所不同，銀行會以不同的方式吸引客户存款。至於“香港增長組合”，財政司司長解釋，政府已改變過去的做法，決定動用部分“未來基金”設立“香港增長組合”，並在市場挑選合適的普通合夥人，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有關工作的落實需要一些時間。他已指示金管局推動合夥人加快推展相關投資項目。他預期“香港增長組合”將有利於中小企與創新科技發展的資金融通。



19. 鑒於近年錄得香港人口淨移出，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重啟投資移民計劃，以吸引高端人口及資金來港。財政司司長指出，政務司司長將帶領招攬人才的工作，亦將設有專責辦公室統籌招攬人才策略。政府的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亦會設立專組，協助招攬人才和企業到港。政府曾於多年前實施“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後來因環境變遷而暫停計劃。政府會繼續聆聽社會各界對重啟計劃的建議的意見。



20. [bookmark: _Hlk122086184][bookmark: _Hlk122085568]就近期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發出有關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的諮詢文件，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的《適用於從事期貨合約交易的持牌人的風險管理指引》的諮詢文件，議員反映業界認為部分擬議措施將增加金融業界的合規成本及經營壓力，並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在市場監管與市場發展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議員同時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恒生指數成份股變動機制，令恒生指數能更有效反映香港股市的價格和整體回報。



21. 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當局必須平衡金融市場發展與監管的需要。以有關特專科技公司上市制度的諮詢文件為例，修改主板上市規則的建議，旨在便利具規模但尚未有盈利或業績支持的特專科技企業上市。然而，為維持市場質素，監管機構同時建議規定上市申請人上市前3個會計年度研發投入佔總營運開支的最低比例。政府當局歡迎公眾在諮詢期內向港交所提交意見。財政司司長補充，由於恒生指數成份股的檢討及調整屬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的業務範疇，政府當局會適當地把議員的意見轉達以作參考。



政府土地收入



22. [bookmark: _Hlk122084486]議員關注政府當局預計本財政年度的土地收入將較預期少，並促請政府應盡可能(a)清楚列明賣地計劃所涉土地周邊的規劃詳情，並消除賣地條款中的不明朗因素；以及(b)加快釐定應付補地價金額的程序。此外，有議員認為，若地政總署可在提出補地價金額時更貼近市況，將有助加快解決相關爭議。



23. 財政司司長認同賣地條款應盡量簡潔清晰，但就個別用地而言，賣地條件或須保留一定彈性，以便市場靈活運用土地。就補地價方面，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已設法提高效率及壓縮有關流程，地政總署亦設有專責組別，統籌跨部門處理涉及數百伙單位以上的發展申請。然而，礙於樓市前景不明朗，部分發展商選擇延擱補地價程序。



基建投資及招商引資的措施



24. 鑒於不少基建項目預期能為政府帶來財務回報，卻未必可反映於政府的現金收付制帳目內，有議員查詢，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改變政府財政狀況(尤其是關於綜合盈餘/赤字)的匯報方式，以計入基建項目的預期財務回報。此外，有議員指出，由於部分基建項目(例如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及明日大嶼計劃)涉及龐大的政府開支，或會令政府財政儲備減少，並建議政府當局應及早就融資安排作出長遠規劃。



25. 財政司司長指，就基建項目而言，政府當局一般會評估項目的潛在經濟回報，包括其直接及間接經濟效益，以判斷項目是否值得推展。他預期經濟下行會對本港造成短期的困難，政府當局會善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持續推動經濟發展，並在有需要時透過發行債券或運用其他融資工具，應對推展基建項目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資金需要，務求及早落實基建項目，惠及市民。



26. 議員問及，政府當局會否就近年獲投放土地、基建設施以至政策配合等多方面資源推展的新興產業，制訂相稱的產值目標。財政司司長回應表示，在考慮為引進重點企業而提供特別配套措施前，政府會要求企業就資金投放、創造就業機會及/或引入技術等不同方面作出承諾，並會就企業可為香港帶來的財務回報及經濟效益作出評估。



27. 議員提及於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由財政司司長成立的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並查詢該委員會的最新推展進度、政策方向及相關指標。財政司司長回應指，該委員會已成立4個工作小組，就跨境數據流動、數碼基礎建設、數碼轉型及人才發展四大範疇進行研究，並會適時向政府提交建議。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28. 議員指出，根據政府文件顯示，物業市場的投機活動處於低水平，而且私人住宅一手市場短期供應充裕，一手及二手住宅物業市場亦告回軟。他們促請政府當局調整或撤銷政府推出的多項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需求管理措施”)，讓市場供求主導樓價，以期振興一手及二手樓市，尤其是轉換住宅物業的市場。



29. 議員關注，需求管理措施要求物業交易需繳付買家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此舉會令發展商收購舊樓以作重建的成本大增，阻礙市區重建的進度。此外，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短暫調整有關措施，以助中小企避免因抵押物業價值下降而被貸款機構調低貸款額甚至作出收回貸款的安排，繼而影響企業的現金流。



30. 財政司司長指出，政府當初推出各項住宅物業的需求管理措施，旨在在住宅物業市場供應有限的情況下，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自置居所的需要。對於一般轉換其唯一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言，有關機制下設有退稅安排。現時樓市觀望氣氛濃厚，政府會密切留意市場變化，在體現需求管理措施的政策理念及原則的同時，適時檢視相關措施，以確保樓市有序發展。在物業貸款方面，貸款機構一般不會因抵押物業的價值下降而立即要求借貸方提早償還貸款，反而會按照實際情況，向借貸方提供靈活還款或債務重組方案。此外，金管局亦一直有監管物業貸款市場的借貸情況。



聯繫匯率制度



31. 就議員有關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性的提問，政府當局闡述以下要點：



(a) 為維持金融穩定，政府當局與金融監管機構已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風險預警和管理機制，全天候、跨市場持續監察港匯、股票等市場，至今未有發現任何系統性風險的跡象；



(b) 香港外匯儲備規模龐大，相當於港元貨幣基礎約1.7倍。香港銀行體系亦繼續維持穩健，本地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及大型銀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率均遠高於國際監管標準；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在國際間仍屬低水平。這些都足以證明香港絕對有充足能力維護聯繫匯率制度；以及



(c) 聯繫匯率制度一直行之有效，對維持本港金融穩定以至社會穩定非常重要，特區政府無意對聯繫匯率制度作任何形式的檢討或改變，而國家亦全力支持本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





III	有關優化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



		(立法會CB(1)840/2022(03)號文件

		

		政府當局題為“有關優化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的文件)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32. [bookmark: _Hlk121905782][bookmark: _Hlk121911263][bookmark: _Hlk121846135]應主席邀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有關優化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建議的優化措施主要分為四方面，包括(一)因應新產品的推出為它們訂明持倉限額及須申報水平；(二)釐清現時的法定要求，包括引入機制讓證監會向結算所參與者發出超逾上限持倉量的許可、就假期交易合約的大額未平倉合約作出申報規定，以及清楚規定訂明上限及申報規定應分別適用於各個基金及子基金的持倉等；(三)因應港交所就其交易所層面持倉限額制度的擬議優化作出的相應修訂；及(四)改變證監會對國際性合約監管方針。



討論



33. [bookmark: _Hlk121906526][bookmark: _Hlk121922294][bookmark: _Hlk121912033][bookmark: _Hlk121909222]委員對政府當局的優化建議表示支持，認為優化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限額的規定及移除小型恒生指數合約及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合約的額外持倉對沖值限額，可增加市場的流動性，便利市場參與者。



34. [bookmark: _Hlk121846343][bookmark: _Hlk121911581]委員詢問， 除股票市場的衍生產品，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檢討並優化定息和貨幣市場的衍生產品的監管措施和政策。



35. [bookmark: _Hlk121911631]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表示，是次檢討旨在因應香港衍生工具市場的近期發展，使持倉限額制度的相關規定繼續切合規管目標。除股票市場衍生產品外，證監會亦於今次建議修訂某些貨幣產品，例如美元兌人民幣期貨和期權合約的持倉限額，以配合市場增長。



36. [bookmark: _Hlk121846264][bookmark: _Hlk121912183][bookmark: _Hlk121912789][bookmark: _Hlk121912848]委員提到港交所曾於2018-2019年就衍生產品市場交易進行研究調查，並就投資者類別和交易用途作詳細研究，並詢問港交所近期有否再次進行相關的研究調查，以了解投資者類別和交易用途是否有所改變。



37. 證監會回應指，衍生產品市場的結構並沒有出現明顯改變。就期貨及期權市場而言，市場參與者繼續主要為機構投資者(例如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及基金管理公司)，個人投資者則相對較少。



38. [bookmark: _Hlk121923487]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限額在市場出現大幅波動時對市場的影響。



39. [bookmark: _Hlk121923139][bookmark: _Hlk121923206][bookmark: _Hlk121923478][bookmark: _Hlk121923735][bookmark: _Hlk121923972][bookmark: _Hlk121924018][bookmark: _Hlk121924004]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解釋，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限額是參照個別正股的流通量及市值而設定，並受其正股的流通量門檻所限。因此，股票期權及期貨的交易及交收不會為股票市場帶來重大的系統性風險。證監會補充，一般而言，在市場出現大幅波動時，出於風險的考量，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量會相對穩定。反之，在市況穩定時，投資者或會增加持倉量，利用期貨或期權作風險管理用途。



總結



40. 主席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且對於政府當局計劃在2023年上半年將建議的規則修訂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並無異議。





IV	其他事項



4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11時3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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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時　間	：	上午9時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I項  自2022年11月7日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000401 – 000433



		林健鋒議員(“主席”)



		自2022年11月7日的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議程第II項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及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000434 – 002322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002323 – 002613



		主席

陳健波議員

政府當局



		促進消費的措施



		



		002614 – 003026



		主席

吳傑莊議員

政府當局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重啟投資移民計劃



		



		003027 – 003535



		主席

黃元山議員

政府當局



		基建項目的預期財務回報



就推展新興產業制訂產值目標



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推展進度、政策方向及相關指標



		



		003536 – 004209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增加政府土地收入



基建項目的融資安排



		



		004210 – 004947



		主席

李惟宏議員

政府當局



		金融業面對的合規成本及經營壓力



檢討恒生指數成份股變動機制



		



		004948 – 005509



		主席

譚岳衡議員

政府當局



		本地企業的固定資本投資



		



		005510 – 010042



		主席

葛珮帆議員

政府當局



		促進消費的措施



協助旅遊巴士業界及推動綠色運輸



		



		010043 – 010510



		主席

邱達根議員

政府當局



		申報利益



“香港增長組合”相關投資計劃的落實進度



		



		010511 – 011005



		主席

龍漢標議員

政府當局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放寬對入境人士實施的疫情防控措施



基建項目的融資安排



		



		011006 – 011427



		主席

陳祖恒議員

政府當局



		協助出口貿易業面對上升的對手方信用風險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011428 – 011911



		主席

林新強議員

政府當局



		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011912 – 012654



		主席

黃俊碩議員

政府當局



		本港營商環境現況



吸引投資者投資本地市場



		



		012655 – 014518



		主席

政府當局



		扶助企業的措施



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基建項目的融資安排



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



		



		014519 – 015000



		主席

龍漢標議員

政府當局



		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性



		



		015001 – 015039



		主席

政府當局



		總結



		



		議程第III項  有關優化香港衍生產品市場持倉限額制度的建議



		015040 – 015508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015509 – 015938



		主席

譚岳衡議員

政府當局



		對有關建議表示支持



檢討並優化定息和貨幣市場衍生產品的監管措施和政策



就衍生產品市場交易進行研究調查



		



		015939 – 020242



		主席

林新強議員

政府當局



		股票期權及期貨的持倉限額對市場的影響



		



		020243 – 020318



		主席



		總結



		



		議程第IV項  其他事項



		020319 – 020333



		主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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