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談美國次按問題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８年３月１５日（星期六）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十五日）出席「香港

財經界面對的人力資源挑戰」研討會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局長，目前我們看到各國央行都有進行注資行動，這是否代表次按

情況有惡化？預計在今年首季會不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增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關於央行的注資行動，我們已留意到次按牽涉的

信貸問題。大家知道這問題是一直令市場波動的原因。我們看到一些投資

在次按或按揭工具比較多的金融機構，可能會出現資金周轉的問題。我們

亦看到一些央行的注資行動；我相信這些行動是需要的，是可以避免資金

短缺問題惡化，而產生系統性的危機，所以我覺得這些行動該可獲市場正

面接受。大家亦知道次按衍生出來的問題，包括美國房地產價格下調，這

些問題是會在金融市場繼續浮現，正如我曾多次說過，市場是需要時間消

化這些問題，然後情況才可改善。 
 
關於這問題對香港的影響，在我們的評估中，由於這次問題主要仍然集中

於美國市場，致令美國按揭有關市場特別受影響，當然這亦令整體金融市

場有波動，這是因為資金流向亦受影響，這對於全球股市當然亦會有影

響，但與經濟本身未必有直接關係。香港會藉著本身的勢頭及國內、亞洲

等各方面的利好因素，儘管面對美國經濟放緩，我覺得香港的經濟依然是

審慎樂觀的。 
 
記者：近來股市好像過山車般波動，而你對香港的經濟依然是審慎樂觀，

會否覺得市場的反應過份敏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金融市場的波動，是因應金融市場的情況來決定

的，這是會牽涉資金的流向；而全球資金的流動性是很大。香港是一個十

分開放的金融市場，我們一定會跟著全球市場走。至於經濟的基調，這包

括一個經濟市場內的消費、投資，以及到訪遊客等各方面，這些均有其各

自帶動的因素，亦有其本身各自的基調。我們看到香港一直的走勢和數字

仍然是良好的。我們亦看到美國經濟會放緩，所以我們在今年的經濟預測

中已考慮了有關因素。 
 



記者：經濟基調會否因流感影響？因為今日的報導好像說，由於香港是流

感高峰的地方，很多旅客或者不會來港，這會否間接衝擊香港的經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目前看不到有關的衝擊，當然我們會關注全球

經濟和國內經濟的發展，但目前來說，我們看到香港本身的經濟勢頭及基

調是沒有變的。 
 
記者：關於醫療融資方面，政府如果一旦推行強制保險，好像是迫使市民

參與私營醫療市場，會不會涉嫌有官商勾結的情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目前政府列出的醫療融資方案有多個，將來要怎

樣推行是需要大眾討論。據我的分析，如果市民是參與有保險成份的醫療

融資方案，而保險又屬強制性，是會減低和攤分風險；整體來說，對保險

的效率和保費是有利的，當然這是否最好的選擇需要由市民討論，但我覺

得這安排是正面的，亦可令市民有多方面的選擇。正如我昨日所說，如果

保險業參與醫療融資的話，一定會接受規管。由於是強制性的保險，政府

應會規管，令保險業服務可達到市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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