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狮子论坛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星期二）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十七日）在狮子论坛的致辞

全文（只有中文）： 
 
许（世光）总监，各位「狮兄狮姐」，大家好！ 
 
  我知道在狮子会，大家互相称呼「狮兄狮姐」，所以我也要入乡随俗，希望

各位不要见外。 
 
  首先，多谢许总监邀请我出席今日的狮子论坛。狮子会在国际和香港都享负

盛名，备受推崇，是因为你们鼓励人们竭诚为社会服务，不论个人报酬或利益，

服务人群，同情贫苦和济弱扶危，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值得敬重。何况这

个不只是一个狮子会的活动，而是有６２个狮子会和３８个青年狮子会的港澳区

活动，所以我格外的荣幸，也十分乐意出席今日的午餐会。 
 
  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是社会关心的题目，所以我的演说会以这场金融危机开

始，带出三个重点：首先，我会谈谈特区政府如何带领港人，走出金融危机；然

后，我会介绍我们发展金融市场的最新方向；最后，我也会谈谈如何深化与内地

的金融合作。 
 
国际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全球的焦点，它源于美国次级按揭问题，包括过度消费、过度借

贷、银行过度杠杆等，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令本已在急速转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

霜，多家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相继陷入困境，触发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全球金

融市场出现了大幅波动的情况。香港作为中小型及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无可避免

地受到波及。 
 
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去年，我们的金融市场跟随海外市场的情况而波动。在股票市场方面，不论

股价及成交量都显著下跌。恒生指数从二○○八年初的２７，０００点往下调整

到年底的１４，０００点，下跌幅度接近５０％。而成交量方面，二○○七年平

均每天有８７４亿港元，而二○○八年平均每天只有７１８亿港元，大约减少了

１８％。 
 



  另一方面，期货及期权市场的成交量却录得显著的升幅。以恒生指数期货合

约为例，二○○八年的总成交量超越４，４００万张合约，与二○○七年相比，

升幅接近３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市场较为波动，促使市场参与者更多地利用

期货及期权市场进行对冲及有关的风险管理活动。 
 
  虽然香港证券市场大致跟随海外市场的情况而波动，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依

然稳健，基调良好，市场运作畅顺有序，中介人财政状况亦大致稳健。我们的联

系汇率制度有效运作，银行没有过度借贷，流动资本充足，政府毋须「拯救」个

别银行。总的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保持稳健，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 
 
对经济的影响 

 
  可幸的是，全球金融制度崩溃的忧虑已有所退减，不过这场金融危机仍在演

变中，现时难以预料它会何时结束。而全球信贷市场仍然紧绌，对实体经济的伤

害已经越来越明显。事实上，欧美以至亚洲多个经济体系都正相继出现技术性衰

退，全球经济正出现一个同步下滑的局面。 
 
  本港亦受外围影响，本地生产增长率逐季显著放缓，由第一季的７．３％，

第二季的４．３％，跌至第三季的１．７％，而在第四季更出现２．５％的负增

长。整体而言，去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２．５％，低于过去十年的趋势增

长。 
 
  金融危机对本港多个经济环节产生的影响已逐渐显现。首先是贸易随着海外

市场疲弱及环球信贷紧缩放缓，香港货物出口在过去一年仅录得２．０％实质升

幅。接着，是财富效应：市民财富少了，消费和投资信心减弱，本地私人消费开

支在二○○八年全年仅增长１．８％。另外，香港信贷也随外围收紧了，对中小

企资金周转有一定的影响。而失业率亦已掉头回升，上月公布的最新数字是４．６

％。 
 
  金融业、贸易及物流业、消费相关行业和地产及建造业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

业，这四个行业占ＧＤＰ和就业５６％。我们也关注中小企的资金周转，受今次

金融危机所引发全球信贷收缩的影响。 
 
应对措施 

 
  所以，特区政府正全力「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在「稳金融」方面，

我们与各监管机构已采取应对措施，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 监管机构已加强监察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包括加大压力测试；和 
 
＊ 特区政府公布运用外汇基金，为存放于香港所有认可机构（包括外资银行香

港分行）的港元及外币存款提供百分百担保，为期两年。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 
 
＊ 在去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间，主动向银行体系注入共１７８．８亿港元； 
 
＊ 把基本利率调低至１．５厘，纾缓货币市场的紧张状况；和 
 
＊ 透过多项临时措施，应持牌银行的要求提供流动资金支持等。 
 
  我们与各监管机构会继续严阵以待，密切留意本地和主要海外市场的动向和

经济状况，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虽然雷曼事件没有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健运作，我们察觉到我们的监

管制度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善，并须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和保障。为此，金管局和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已就处理雷曼事件向财政司司长提交报告，

政府亦已拟订了行动纲领，分阶段跟进报告内的３０多项建议。我们会统筹两个

监管机构的工作，并定期检讨进度。 
 
  在「撑企业」方面，针对中小企的资金需要，政府在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分

两阶段推出了新措施。在首阶段，我们增加「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贷款用途

的弹性和延长「营运资金贷款」的保证期；在第二阶段我们设立「特别信贷保证

计划」，把政府的信贷保证增加至七成，并提供高达１，０００亿港元信贷保证，

帮助解决中小企资金周转的困难。截至上周一（三月九日）为止，政府接获４，

７５０宗信贷保证申请，并已批出其中４，０４１宗，涉及贷款额超过８３亿元。 
 
  「保就业」方面，政府已全力加快大小基建工程、招聘公务员和开设临时及

其它职位，于今年提供超过６０，０００个就业机会。加快招聘公务员方面，各

局／部门截至上月底已填补约１，４００个空缺，并已就另外约１，２００个空

缺发出聘用邀请。 
 
  在上月宣读的财政预算案中，财政司司长已宣布再拨款１６亿元，推出更多

针对性措施，在未来三年再创造约６２，０００个各类型的工作及实习机会，包

括推出「大学毕业生实习计划」，安排有兴趣的毕业生在本地或内地的企业实习，

接受６至１２个月培训。 
 
  我相信在座的商界领袖和行业先驱，都认同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所以

我希望大家一起呼吁业界朋友，第一，多多支持我刚才提到的实习计划，让年青

人扩阔视野，增加历练，也为自己的企业培育人才；第二，多想办法避免裁员，

竭力与全体员工共渡时艰。我相信，留住人才、保住士气的企业将更能凝聚力量，

更快走出困境，当经济复苏时，会是最快冒出头来，再创佳绩。 
 
  由行政长官曾荫权主持的「经济机遇委员会」已召开三次会议，委员会会继

续提出具体的「撑企业」和「保就业」方案，带领香港渡过困难的时期。 
 
 



进一步发展我们的金融市场 

 
  虽然我们正处于经济低谷，但我们始终能紧守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证

券业方面，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市值于全球排名第七，而以首次集资金额计算，更

名列第五位。银行业方面，在全球首１００家银行中，有近七成在香港营业；香

港的银行体系的对外交易额于全球排名第十五，在亚洲排名第三。保险业方面，

截至去年十月底，在名列世界首２０位的保险人中，有１５名获授权在香港直接

或经集团公司经营保险业务；香港也是亚洲区内保险公司密度最高的地方，在香

港经营的认可保险公司共有１７４家，截至二○○七年年底保费总额达２５３亿

美元。资产管理方面，我们的业务多元化，包括顾问、私人银行、房地产基金管

理等，使我们成为亚洲的主要资产管理中心。 
 
  但是，我们从不自满。我们会继续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和促进金融市场的

发展，增加其广度和深度，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已在去年七

月推出香港预托证券，为发行人提供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额外渠道，有助使

香港上市平台更多元化并提高其竞争力。 
 
  我们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新兴市场的金融合作，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伊斯兰金融蕴藏不少商机，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是香港要积极开拓

的重要金融领域之一。由于大部分伊斯兰金融产品的结构涉及资产的出售和回

购，这类交易在香港可能会牵涉某些税务责任。因此，财政司司长已于财政预算

案中公布，计划在二○○九至一○年度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为发行伊斯兰金

融产品提供一个与传统金融产品公平竞争的环境，建议内容包括为印花税、利得

税和物业税的安排作出必要的修改或厘清。 
 
  财政预算案中另一项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措施，是发行政府债券。其实

政府一直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以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工具及集资渠道，吸引更

多海外资金流入，并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

们除了提供所需的金融基础设施及有关的税务优惠外，亦已透过发行不同性质的

债券，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为了进一步深化债券市场的发展，财政司司长在预算案中建议推出一个全面

的计划，因应市场情况及其它因素，以较具系统性的模式，逐步发行政府债券。

政府债券计划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亦会为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提

供额外的选择。鉴于目前投资市场的情况以及利率处于低水平，我们相信投资者

对优质债券有一定的需求。财政司司长和我都已经表明，计划下筹集到的资金将

不会拨作政府的开支。 
 
  我认为市场是容易接受政府债券，特别是由香港政府发行的债券，应有一定

认受性。透过持续发债，是有助市场在销售和管理债券时累积经验，这是有利于

发展债市。目前，我们优先考虑是发港元债券，至于发行的次数，年期的长短，

数额和息率尚在探讨中。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持续性发债计划可以吸引其它机构

和企业在香港发债。我们也会检讨市场配套，研究如何完善有关的措施。 
 



  我们会就债券计划的有关详情，听取业界意见，及在执行时因应市场需要作

出调节。我们会把握时机，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发行债券及成立基金的决议草

案，落实计划。我们亦会与业界研究现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及机制是否有需要作进

一步改善，以促进债券产品的发展。 
 
与内地的金融合作 

 
  接下来，我想与各位谈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尤其是粤港金融合作的最

新进展。其实我们推进与内地的金融合作，发展内地和香港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

之间的「互助」、「互补」和「互动」关系，已是持续多年的工作，不过，这个「三

互」的关系在金融危机下的确显得尤其重要。我们正沿五大方向发展这个「三互」

的合作关系： 
 
（一） 争取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扩大业务——我们继续鼓励香港金融机构透过

ＣＥＰＡ（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开放措施，在

内地开设及发展业务，并继续寻求放宽限制，让香港金融机构「走进去」内地，

并在当地提供金融服务； 
 
（二） 鼓励内地资金、投资者及金融机构利用香港「走出去」——争取放宽限

制，让内地投资者、集资者及金融机构「走出去」，并积极协助内地企业及投资

者透过ＱＤＩＩ（即「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  
 
（三） 加强两地金融市场的联系——允许香港发行的金融工具在内地交易，特

别是由内地融资者所发行的金融工具； 
 
（四） 继续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加强香港金融体系处理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

的交易的能力——除发行人民币债券外，我一息间会提到一项关于扩大人民币业

务的最新进展；及 
 
（五） 加强两地金融基础设施的联系。 
 
  令人鼓舞的是，行政长官去年十二月在北京述职期间，温（家宝）总理明确

表示中央政府会巩固和提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提出十四项支持香

港的措施，包括四项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 
 
＊ 同意人民银行与金管局签定货币互换协议的一项已得到落实。 
 
＊ 而第二项，即容许合条件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温总理已于

上星期五（三月十三日）透露，中央有关部门已制定好人民币结算方案，待国务

院批准后，尽早实施。 
 
＊ 至于其余两项，分别关于鼓励内地机构利用香港平台，开展国际金融业务，

和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我们会继续与中央有关部门紧密沟通，全力配合有

关措施的落实。 
 



  内地众多省市中，广东省毗邻香港，两地发展息息相关，粤港发展金融合作

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合作，并在近半年来尤其瞩目： 
 
＊ 去年十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在广州共同举办了首

届「粤港金融合作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两地共有３００人出席，其中包括

近５０家广东省各市上市后备企业的管理层。 
 
＊ 去年十二月，温总理明确表示中央政府会推动广东与香港的金融合作。温总

理的讲话为粤港金融合作提供极大契机。 
 
＊ 国务院于一月初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巩固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又支持粤港澳扩大合作。具体而言，《纲要》支持港

澳地区银行人民币业务稳健发展，开展对港澳地区贸易项下使用人民币计价、结

算试点；也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来港上市融资，呼应了温总理提出的十四项

支持香港措施。 
 
＊ 粤港双方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框架下，成立了「粤港金融合作专责小

组」，建立更加紧密的粤港金融合作的恒常工作机制，共同研讨深化粤港金融合

作的实际问题和推进粤港金融合作的有关事项。 
 
  粤港金融合作，一方面可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

支持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我们对粤

港金融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并期望很快可以向大家展示合作成果！ 
 
结语 

 
  政府的工作，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推动与内地的金融合作、巩固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都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在座各位的鼎力支持。让我们携手，

走出困境，再创高峰！多谢各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