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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球經濟復甦的支持下，香港經濟增長加快，但風險依然存在。當局

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繼續實施穩健而具前瞻性的金融監管、良好的公共

財政管理以及聯繫匯率制度，以加強香港經濟承受衝擊的能力。 

 

近期發展及前景－－在 2012 年全球經濟環境疲弱的影響放緩後，

香港的經濟增長於 2013 年回升至 2.9%，內部需求保持強勁，並

抵銷淨出口轉弱的持續影響。隨着全球復甦步伐漸穩，外部需求

預料在 2014 年改善，並帶動經濟增長加快至約 3¾ %，內部需求

亦依然堅穩。勞工市場保持穩健，失業率僅略高於 3%。由於住屋

成本的影響需時浮現，通脹率預計維持於約 4%。 

 

管理風險及連鎖影響－－香港屬小規模開放型經濟體系，容易受

全球發展影響。美國有秩序地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雖收緊本地

的資金流動性，但美國經濟轉好的利好因素可抵銷其負面影響。

然而，退市措施若加劇資本流向及金融市場波動，或會帶來顯著

的負面影響。香港與內地更緊密融合，同時帶來機遇及下行風險。

內地經濟成功轉型，雖然短期內可能會拖慢增長步伐，中長期而

言卻可帶來重大益處。但內地若出現不利情況，或會打擊經濟信

心，並透過貿易及金融渠道對香港造成負面影響。香港主要的本

地風險來自物業價格失序調整，而觸發經濟活動、銀行貸款、家

庭資產負債與物業市場之間的惡性循環。 

 

金融體系事項－－基金組織於 2013 至 14 年進行的金融體系評估

認為，香港金融制度規管及監管穩健，在多方面位於全球領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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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切合香港作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需要，並具足夠能力承受

可能出現的衝擊。 

 

 規管及監管－－主要需要改善的方面包括建立一套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及保險業規管和監管。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當局須

繼續積極與國際組織聯繫，以應對跨境挑戰及符合正在演變

的國際標準。維持優良的規管及監管及推動市場基建發展，

有助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的競爭力。 

 內地相關的貸款－－自 2010 年以來銀行體系的信貸水平一

直迅速增長，主要由於內地相關貸款上升。近年銀行向内地

非銀行類客戶提供的貸款和有關風險承擔顯著增加，以廣義

計算佔銀行體系總資產的比例上升至 19%。這包括借予內地

企業在香港的關聯機構在香港以外 (包括內地及其他地區 )使

用的貸款、香港銀行在內地的附屬公司所借出的貸款，以及

香港銀行借予海外公司在內地使用的貸款。隨著內地和香港

日益融合，金融聯繫持續深化，當局須密切注視相關的風險，

並與內地監管機構維持緊密合作。 

 風險及承受衝擊的能力－－金融體系評估的壓力測試結果顯

示，香港的銀行體系具備充分條件承受惡劣境況，例如本地

及內地以至全球增長減慢，美國利率上升及資產價格受到衝

擊時，以及流動資金狀況轉變所帶來的衝擊。 

 宏觀審慎監管措施－－當局主動推行有助維護金融穩定的措

施，包括積極管理按揭成數及個人貸款的供款與收入比率。 

物業市場政策－－長遠解決住屋問題的關鍵在於確保市場有足夠

供應。因此我們歡迎當局最近公布計劃增加房屋(包括公營房屋單

位)供應，此措施有助解決不均的問題。然而，這項措施需時，因

此目前在市場上升周期實施逆周期審慎監管及財政對策，有助促

進市場有秩序的調整，以及維持金融穩定。當局退出逆周期審慎

監管措施應視乎宏觀金融體系風險退減的程度。財政措施(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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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因應市場正常化的步伐逐步撤銷，一旦市況急速調整則可加

快撤銷步伐。 

財政政策－－審慎理財是香港維持穩定及成功極為重要的政策基

石。代表團工作人員支持最近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從長遠角度

擬定財政政策的工作，有助引導公眾討論如何在應對人口老化及

貧富差距的開支、維持低稅制及堅守審慎理財之間作出平衡。在

這方面，當局或可透過調配現時開支的優先次序及提升效率，以

優化各項公共計劃。鑑於經濟前景改善，2014 至 15 年度財政預算

案已適當地減少刺激方案，包括減少一次性的措施。 

匯率－－聯繫匯率制度是最適合香港的匯率制度。經過三十年來

建立的公信力，聯匯制度是一個透明而有效的機制。配合穩健而

主動的金融監管和規管、審慎理財以及靈活的市場，聯繫匯率制

度一直行之有效，使香港成功應對不斷轉變的全球環境。代表團

工作人員認為香港對外收支狀況與其本身中期基本因素及可取的

施政框架大致相符。 

 

代表團對政府當局的親切接待及深入的討論謹表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