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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信托法律（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2013年 2月 20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二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

议二读《2013年信托法律（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3 年信托法律（修订）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修订《受托人条例》（第 29 章）和《财产恒继及收益累积条例》（第

257章）两条香港信托法框架中主要的法例，赋予受托人新的预设权力，以便更有

效地管理信托，同时提供适当的制衡，以确保受托人妥善行使新的权力。条例旨

在将信托法现代化，加强香港信托服务业的竞争力及吸引力，从而提升香港作为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香港是亚洲主要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据资料显示，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

信托业持有的资产，总值估计达到 26,000 亿港元，而资产管理业务有超过 60%的

资金来自非香港投资者。 

 

  香港的信托法制度主要以普通法为依据，辅以《受托人条例》和《财产恒继

及收益累积条例》。这两条条例分别在一九三四及一九七零年制定，一直未有重大

检讨或修改。当中的部分条文已经过时，并不切合现代信托的需要。 

 

  近年，英国和新加坡等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都已改革信托法，以利便信托

管理和拓展信托业务，因此，香港有必要尽快把信托法例现代化，以提升其作为

主要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 

 

  在考虑市场和信托业所提出的建议、可资比较的司法管辖区的经验和公众咨

询所搜集的意见后，我们于二零零九年就改革的方向性建议进行公众咨询，并因

应回应者对改革建议的支持和意见，在二零一二年进行第二次的咨询，就修订上

述两条条例的具体立法建议广征公众意见。两次咨询前后均有向立法会财经事务

委员会作出汇报。公众及立法会对立法建议的回应整体来说都是正面的。我们亦

已因应两次公众咨询所得的回应，对条例草案中的立法建议作适当的调整。 

 

  条例草案就本港信托法制度的某些特定范畴，修改普通法的规定及更新现有

法例。立法建议可归纳为几大类别：赋予受托人更大的预设权力；制定适当的制



衡措施，以确保受托人妥善行使新的权力；就某些信托的有效性作出规定；废除

针对财产恒继的规则，以及更改针对收益过度累积的规则。条例草案集中就上述

几方面，改革信托法律，其涵盖范围并不包括在普通法下界定如何构成信托或可

被视为财产授予人、受托人或受益人的规定，而条例草案未有涵盖的信托法制度

中其他范畴或法例，亦不会受影响。 

 

  首先，就受托人的权力而言，《受托人条例》只订明预设的规定。该条例赋予

受托人的预设权力，只在不抵触信托文书的条款或任何成文法则的情况下才适用。

鉴于现代信托日趋复杂，我们建议扩大《受托人条例》赋予受托人的预设权力，

例如委任代理人、代名人和保管人的一般权力和扩阔受托人投保的预设权力，以

便受托人在信托文书没有载列特定条文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地管理信托。我们希

望有关建议能让业界在香港更有效运作信托，提升其竞争力。 

 

  其次，虽然我们有需要赋予受托人更广泛的预设权力，但同时亦应引入平衡

财产授予人和受益人利益的措施，以确保受托人妥善行使有关的新权力，包括订

明受托人的法定谨慎责任，以及引入其他制衡措施。 

 

  此外，我们建议容许设立永久性信托、就财产授予人保留权力及反强制继承

权规则订立条文，以提高相关法律的确定性，吸引更多人在香港设立信托。 

 

  主席，条例草案能够将信托法例现代化，对促进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实有

积极正面的作用。我希望本会能够支持尽快通过条例草案，鼓励更多本地及海外

的财产授予人以香港作为管理他们信托的基地，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资

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