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 

致謝議案辯論（第一節）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2017 年 11月 8 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今日（十一月八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就《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第一節：多元經

濟）的致辭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要多謝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和建議。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

數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及紐約，肯定了我們的表現。我們要繼續鞏固

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

中心的地位。 

 

推動金融業多元發展 

 

  我現在說明有關推動金融業多元發展十二方面的政策。第一，我們致

力推動本港金融市場的多元發展。財政司司長主持的「金融領導委員會」，

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平台去討論有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策略性

及前瞻性建議。 

 

  第二，金融發展局（金發局）自成立以來也一直致力就香港金融服務

業的持續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除進行研究外，金發局亦與香港貿易發展

局和其他業界人士合作，發揮凝聚作用，積極推廣香港金融服務業，並協

助業界培育人才。 

 

  我們將會向金發局增撥資源，強化其進行策略研究及提供建議、推動

市場和培養人才的角色。為了讓金發局更有效地發揮其職能，以及增加其

運作效率及彈性，政府正計劃將金發局改為以擔保有限公司形式運作，並

繼續由政府提供資助，讓金發局進一步發揮其角色。 

 

  第三，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我們擁有獨特的優勢，香港既是國家

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香港繼續是全球規模最大的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今年七月，香港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投資額度由 2,700 億元人民幣增加至 5,000 億元人民幣，令香

港繼續成為全球擁有最多 RQFII 額度的地區。我們會與業界緊密溝通，善



用新增的額度，亦會繼續與業界和內地相關部委探討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

雙向流通的渠道。 

 

  第四，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實施以來，一直運

作良好。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底，兩地證監會已認可 58 個基金在對方市

場銷售，累計淨銷售額近 125 億元人民幣。兩地監管機構將繼續根據互認

安排審批基金申請。 

 

  第五，國家財政部已連續九年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並剛於十月底

在香港發行總值 20 億元的美元國債，是中央政府自回歸以來首次在港以

美元發行國債。這不但有助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更鞏固香港作為促進人

民幣國際化和加強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融通的首要平台角色。現時，凡任

何人就中央政府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國債收取的利息或利潤，均可獲豁免

繳交利得稅。我們正積極計劃擴大豁免利得稅的範圍，涵蓋中央政府在香

港發行的非人民幣（包括美元）國債，以推動中央政府持續及定期在香港

發行國債。 

 

  第六，債券通於今年七月開通，加上滬港通和深港通，以及內地與香

港基金互認安排，令本港的人民幣投資產品進一步多元化，有利人民幣國

際化及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我們會研究將更多不同的投資產品納入

雙向互聯互通機制，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及把債券通擴展至「南向通」，

以深化兩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 

 

  第七，香港亦可為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企業提供多元化

的金融服務，包括離岸人民幣結算、融資，以及風險、資產及資金管理等。

我們期望通過大灣區的規劃，促進區內的資金流通，具體方向包括深化區

內金融服務的互聯互通、開發更多的跨境融資業務去配合區內企業的發

展，以及爭取放寬港資金融機構進入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限制和條件，以

推動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點。 

 

  第八，香港已於今年六月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

員。我們會繼續積極爭取亞投行善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

香港資本市場、資產管理專業人才和多元化的金融產品，為亞投行各方面

的工作提供支援。 

 

  第九，在推動資產管理業發展方面，我們將會繼續有關引入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結構的工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正在制定相關的附屬法

例及守則，並期望可在來年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另外，為提供更



有利的稅務環境，我們已於今年六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建議把利得

稅豁免範圍擴大至涵蓋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第十，為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並彰顯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支

持、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政府將在二零一八至一九財政年度發行綠色債

券，以期推動內地、「一帶一路」沿線以至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的資本市

場為綠色項目進行融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繼去年十一月首次發行綠色美

元債券後，今年亦已多次發行不同貨幣和年期的綠色私募債券，並有意根

據市場情況及公司的融資需求，在香港發行更多的綠色債券。香港機場管

理局亦已宣布有計劃於明年在香港發行綠色債券。我們會繼續鼓勵本地、

內地以及海外的企業在香港發行綠色債券，為其綠色產業及項目融資，以

及推動本地機構設立符合國際標準的綠色債券認證計劃。 

 

  第十一，金融業的多元發展和金融機構的創新息息相關。蓬勃發展的

金融科技業，將加強香港金融服務業的領先優勢。我們鼓勵金融機構與初

創企業和不同的金融科技人才連繫及協作，促進人才培育和交流，投資和

研發金融科技。我們留意到流動支付或交易需要有一個好的「認識你的客

戶」（即 Know-your-customer，KYC）平台，幫助顧客身分的認證。銀行業

正研究就公司客戶開發「專業資訊機構」平台（即 KYC Utility），以提升

銀行執行客戶盡職審查的效率。同時，金管局亦正研究建立個人層面的 KYC

平台。我們會與所有持份者緊密合作，繼續推出措施，致力促進金融科技

的應用與創新。至於股權集資方面，現有法例框架已有空間容許股權眾籌

集資平台運作。市場可先考慮在現行的規管框架下，根據專業投資者相關

的豁免條款，在香港發展以專業投資者為目標的股權眾籌集資平台。整體

而言，就金融科技的應用方面，我們會密切留意本地及其他地區的發展，

確保在推動市場創新和投資者保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第十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就設立創新板的

框架建議進行了市場諮詢，旨在拓寬香港資本市場上市渠道，讓更多類型

的發行人（包括新經濟企業）能夠來港上市，以提升香港上市平台的競爭

力。香港交易所正檢視收集到的意見，以制訂在新經濟的環境下長遠發展

的路向。 

 

提升市場質素 

 

  現在，我會說明提升市場質素的措施和立法建議。穩健的監管制度是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故此我們會密切留意國際和本地的發展，

落實相關國際監管標準，致力提升本地金融市場的質素。 



 

  政府將修訂有關法例，優化上市實體的核數師監管制度，使有關制度

獨立於審計業。此舉將有助確保制度符合國際標準和做法，並鞏固投資者

對香港資本市場整體金融監管制度的信心。 

 

  我們已向立法會提交《2017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以按照銀

行業的最新國際監管標準，加強銀行體系的應變能力。立法會草案委員會

亦正在審議《2017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修訂）

條例草案》及《2017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我期望有關的條例草案

可早日生效，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公信力。 

 

  我們已完成第二階段的風險為本資本制度顧問研究，使香港的規管架

構與國際要求看齊，並使資本要求與保險公司所承受的風險相稱。保險業

監管局將於今年年底就主要立法建議諮詢業界。我們亦建議設立保單持有

人保障計劃，目標在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草案。 

 

  政府正就設立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及規管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

文擬備條例草案，讓陷入短期財政困難的公司選擇啓動該程序，以期重振

業務而無須即時清盤。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八年提交條例草案。 

 

  為打擊與放債業務有關的不良手法，政府已在去年落實了四大範疇的

應對措施，包括在去年十二月實施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件、加強執法、

為公眾提供的諮詢服務，以及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我們留意到近日有市

民報稱被人盜用其個人資料，在不知情下成為貸款諮詢人。我們正就新規

管措施的成效進行檢討，並會考慮是否需要推行更嚴格的規定以保障市

民，包括對市民個人私隱的保障。 

 

  強積金方面，政府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一直致力降

低強積金基金的收費及開支水平。另外，有收費管制的「預設投資策略」

已於本年四月一日實施。直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底，已有 92 萬個強積金帳

戶採用「預設投資策略」或有投資於旗下的成分基金，涉及資產 171億港

元。我們期望「預設投資策略」的收費上限可以進一步促使強積金服務提

供者就收費及基金表現方面相互競爭，使計劃成員最終得益。 

 

  同時，政府與積金局亦已展開建立「積金易」中央電子平台的工作。

該平台將能提升強積金計劃的行政效率，讓收費有更多下調的空間。政府

已於本年六月成立工作小組以督導發展「積金易」，成員包括 14個正營運

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另外，政府會審慎研究有關容許強積金計劃成員提



早提取強積金作首次置業之用的建議。 

 

稅務政策 

 

  另外，在稅務政策方面，眾所周知，稅務政策是本屆政府「重點出擊」

的項目之一。除了已公佈的利得稅兩級制和研發開支額外扣減外，我們亦

會繼續積極考慮其他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利的稅務措施，使經濟多元化，並

製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當然，有關的稅務措施必須符合國際要求，並

且能維持穩健的公共財政和社會公平性，這是一份具挑戰性的工作項目。 

 

  本屆政府十分重視公眾參與和與民共議，我們在十月底舉辦了稅務新

方向高峰會，邀請社會各界人士踴躍出席及提出意見，有助政府制定具前

瞻性的稅務政策及措施。 

 

國際稅務合作 

 

  在國際稅務合作方面，我亦留意到議員關注，政府一直與經合組織和

歐洲聯盟保持聯繫，致力解釋香港落實各項新措施和標準的決心和最新情

況。我們來年的工作主要將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將《多邊稅收徵管互助

公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香港，使香港能與其他地區就 AEOI（即自動交換

財務帳戶資料）安排及 BEPS（即企業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方案交換所需

的資料。我們已在十月中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第二，我們亦會向

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經合組織提出 BEPS 方案的四項最低標

準，並將轉讓定價原則納入《稅務條例》；以及第三，我們會繼續擴展香

港與貿易夥伴的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網絡，尤其是爭取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展開談判，以期於未來數年內使協定的總數增至五十份。 

 

結語 

 

  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本年度的《施政報告》。謝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