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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 

（第一節）辯論發言（只有中文） 

201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二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一節：經濟發展）辯論的發言

全文： 

 

代主席： 

 

  今天我聽了接近整天的辯論，當中很多發言也是環繞「一帶一路」，

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我以往參加不少「一帶一路」的研討會一般。我想藉今

天的機會表達我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以及希望糾正一些誤解。 

 

  對不少香港市民來說，「一帶一路」並非熟悉的課題。「一帶一路」沿

線覆蓋六十多個國家，以新興經濟體為主，而這些地方並非香港人所熟悉

的，但其覆蓋人口達 44 億，佔全球的 63%，而整體經濟總值高達 21 萬億

美元，即全球生產總值約 29%。要理解「一帶一路」的重要性，我認為大

家要想像一下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我相信大家也同意，發達經濟體的增

長正因着各種原因而放緩，而發展中經濟體的未來發展對全球經濟增長的

影響會越來越明顯，相信會左右全球經濟進程。 

 

  所以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藍圖，正正配合了全球經濟發展的

布局，沿線的國家有很大發展潛質，但要充分發展經濟，需要加強交通和

基礎設施去促進貿易往來，從而提升地區消費及投資等經濟活動。 

 

  葉劉淑儀議員也指出，亦有另一個原因，便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方面，

因過去的經濟增長而令到產源過剩，使不少中國公司希望「走出去」發掘

投資和商業的機會。這固然是一個良好的動力，亦令我們看到「一帶一路」

並不單只是一個倡議，而是在倡議下，它有一個實體的支持、實體的動力，

令倡議有其內容及發展藍圖。 

 

  「一帶一路」並非完全只是中國的策略，它本身是建基於國際與區域

之間的經濟合作。大家也知道「一帶一路」主張五通，即「政策溝通」、「設

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這些全部都有關國

際與區域之間的合作基礎。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立，

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亦充分顯示國際合作的基礎。自由貿易、區域合作、



經濟融合，一向也是香港認同的東西，為何「一帶一路」會不是香港積極

爭取的機遇呢？ 

 

  林大輝議員提及，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可以與倫敦和紐約

競爭。我以往的發言也提及我們與這些大都市的競爭，不能虛無飄渺，需

要依靠實質的支持和實質的經濟，這包括與內地的經濟，以及將來與「一

帶一路」沿線經濟合作所帶來的機遇。 

 

  至於香港可做些甚麼？剛才很多議員發言時也提到，「一帶一路」的

願景，以完善沿線基礎建設為首要任務，過程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雖然

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成立了絲路基金、亞投行等組織，但無庸置疑，香港

作為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多元化的融資市場，可在融資方面

發揮優勢，這點不少議員也提及。同時，我們亦擁有大量具國際經驗的金

融、會計、法律等專業人才，可以在籌集資金以及發展和管理方面提供服

務。 

 

  此外，「一帶一路」沿線涵蓋多個國家，包括不少伊斯蘭教國家，這

有助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過往由政府牽頭發行了兩批伊斯蘭債券，我希

望能看見這個市場繼續發展。 

 

  所以，無論是國內企業通過「一帶一路」這個戰略「走出去」，或將

來「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企業，均可以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進行集資，

這固然有利我們的金融市場，但除了金融以外，其他專業服務行業也同樣

受益。 

 

  當然，隨着內地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經貿聯繫，人民幣

將進一步在國際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及。香港人民幣支

付結算的基礎發展最完善，一直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這方面我們

一定獲得裨益。 

 

  工作方面，我們亦會循稅務方面着手，積極協助內地企業，提供減低

財務成本、優化財資相關風險管理的商業服務。事實上，香港除了是企業

設立財資管理中心的理想地點，亦便利企業透過成立專屬自保中心，把風

險適度地分散，完善風險保障。 

 

  有些議員質疑是否只有金融才受惠，我相信並不是。香港亦具備充分

條件成為最主要的商貿物流促進平台。香港一直是國際商貿中心，擁有最

龐大的商業人脈網絡，這方面一定能發揮我們的功能。 



 

  起初在不清楚內容時，「一帶一路」看似帶有神秘色彩，其實並不是，

甚至有些人用政治角度去看「一帶一路」，這亦是不對的。「一帶一路」主

要說的是增強貿易、增強投資，在區內地方以對等多邊合作推動經濟活動

的平台。我相信香港因着「一帶一路」的機遇及「一國兩制」的優勢，必

定能夠把握先機，把香港的金融中心及商貿中心推上新台階。 

 

  接着我希望談一談幾方面有關我們政策的其他重點發展項目。在金融

科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提升金融機構的營運效率及優化服務。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先進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是發展金融科技的理想

地點。近年，不少金融機構，以至電訊公司和電子商貿企業已積極利用科

技推出新產品和服務。我們看見從事金融科技的初創公司數目穩步增長，

我們會為香港發展成為金融科技中心制定方向，並會推出措施以支援行業

的發展。 

 

  在提升市場質素方面，我會談及數點。第一，為了符合國際標準，我

們已在去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建立適用於香港金融機構的處置機制的相

關條例草案，我們期望可在本立法年度內通過。 

 

  在保險業監管方面，獨立保險業監管局已展開籌備工作，以期分階段

實施新監管制度。 

 

  至於有關加強保障向財務公司借貸的人士方面，多謝麥美娟議員發

言，我希望你的聲線能早日康復。我們會加強公眾教育，包括製作宣傳單

張及拍攝政府宣傳片等，以提高市民對於理債的認識。同時，我們會積極

考慮麥美娟議員的建議，向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資源，以協助受財務問題

困擾的市民獲得相關的資訊和適時的協助。同時，我們正與警方就其執法

行動及經驗緊密溝通，並因應分析結果會檢視現時針對放債人及相關中介

公司的規管安排。 

 

  為加強對債權人的保障、精簡清盤程序，我們正協助立法會審議優化

公司破產法例的修訂條例草案。政府會就有關訂立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及無

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文細節與相關持份者商討。 

 

  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方面，我們和積金局一直積極跟進多項優化

措施，以進一步調低強積金收費、保障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提高市場透

明度及促進市場競爭。立法會現正審議有關引入「預設投資策略」的條例

草案。我們希望立法會盡快完成審議過程，通過條例草案，以便早日推出



一套高度劃一且有收費管制，並符合長遠退休儲蓄目標的預設基金，以保

障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利益。 

 

  在國際稅務合作方面，香港在二零一四年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表

示，支持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新標準。我們剛在一月向立

法會提交了相關的條例草案，為香港落實自動交換資料訂立法律框架，以

便香港可以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訂立的時間表，在二零一八年與合適

的稅務管轄區進行首次自動資料交換。 

 

  代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本年度的《施政報告》。謝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