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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項的最新情況：

– 金融及經濟情況

– 貨幣穩定

– 銀行業穩定

– 金融基建

–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 外匯基金

–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討論課題討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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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及經濟情況金融及經濟情況



4

經濟增長預測經濟增長預測

資料來源: 共識預測

(按年計%)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1.8 2.12.8-0.9日本

6.76.97.57.2亞洲(除日本)

-0.30.41.71.5歐元區

2.22.13.21.7美國

2012年3月
2011年12月

簡報會
2011年5月

簡報會

2012 預測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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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的經濟狀況主要國家的經濟狀況

資料來源: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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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的經濟狀況主要國家的經濟狀況

採購經理指數

資料來源：彭博及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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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增長亞洲經濟增長

註：東盟四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

資料來源: CEIC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金管局職員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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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主權債務危機

資料來源:彭博及EcoWin 註:自2011年11月22日起，EcoWin不再發布愛爾蘭10年期國債收益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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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010年
01月

2010年
07月

2011年
01月

2011年
07月

2012年
01月

愛爾蘭

葡萄牙

希臘

(%)

1

2

3

4

5

6

7

8

2010年
01月

2010年
07月

2011年
01月

2011年
07月

2012年
01月

西班牙

意大利
(%)

法國

德國



9

美國：消費增長及商業活動美國：消費增長及商業活動

資料來源: 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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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 : 消費消費及及收入增長收入增長

資料來源: 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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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每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每週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資料來源: 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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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勞工市場勞工市場的結構性的結構性錯錯配配

註:貝弗里奇曲線 (黑色擬合線) 是按2000年12月至2009年12月的月度數據繪畫而來。

資料來源: 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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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屋價格及庫存美國：房屋價格及庫存

* Case-Shiller 20城市房價指數

** 標準普爾的估算是包括拖欠按揭還款90日以上，目前或近期被收回強制拍賣以償還房貸的房屋，以及由借款人

持有的房屋的總和。 資料來源: 標準普爾及CEI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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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 財政整固財政整固

資料來源: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及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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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 : 聯邦政府債務聯邦政府債務

資料來源: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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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內地內地經濟評估經濟評估

2012年主要經濟指標預測

資料來源:  CEIC,《共識預測 》(2011年11月, 2012年2月)

2011年11月 2012年2月

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 10.4 9.2 8.5 8.4

消費物價指數通脹 (%) 3.3 5.4 3.8 3.3

2010 2011
2012 共識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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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通脹中國內地通脹

中國中國

資料來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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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中國內地城市城市房地產房地產交易量交易量

中國中國

資料來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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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中國內地城市城市房地產房地產價價格格變變化化

資料來源：CEIC, WIND及職員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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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經濟狀況經濟狀況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減率與其主要組成項目的增減貢獻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及職員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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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經濟狀況經濟狀況

零售及出口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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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經濟狀況經濟狀況

近期商業經營狀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及Marki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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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香香港港經濟狀況經濟狀況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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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通脹走勢與其組成項目的貢獻

基本通脹: 整體通脹扣除一次性特別紓緩措施的影響。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及職員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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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租金組成項目及私人住宅租金指數

資料來源: 差餉物業估價署, 政府統計處及職員估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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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通脹預測

資料來源：《共識預測 》(2011年5月、8月、11月及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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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其他亞洲股市表現

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股票股票市場市場

資料來源: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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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股票市場股票市場

股市相關貸款佔本地貸款的比率

資料來源: 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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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住宅物業價格及成交量

資料來源: 差餉物業估價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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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業成交量

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資料來源: 土地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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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未償還住宅按揭貸款的增減

*由於調查的機構數目在2000年12月有所增加， 因此數據在2000年12月出現結構性裂口。

資料來源: 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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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新造和新批核住宅按揭貸款

*由於調查的機構數目在2000年12月有所增加， 因此數據在2000年12月出現結構性裂口。

資料來源: 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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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港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

資料來源: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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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穩定貨幣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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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現貨匯率港元現貨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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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底起，由於解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似有進展，加上美國聯儲局預期超低
息將至少維持至2014年末，市場情緒改善，使亞洲主要貨幣和股市上升，港元兌
美元現貨匯率也隨之而轉強。

• 同時，年終資金需求以及農曆新年假期前港元需求殷切，也為港元帶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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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餘總結餘

0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3,300
3,6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億港元

0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3,300
3,600

億港元

• 銀行同業拆借市場流動資金維持充裕，自2010年5月中起，總結餘在1,500億港元

的水平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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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遠期匯率港元遠期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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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港元資金需求增加，港元遠期匯率跟隨現貨匯率上升，12個月遠期匯率折讓
大幅收窄至2008年末水平，在本年初，折讓有時候更變成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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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利率本港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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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港元利率雖跟隨美元利率輕微上升，但整體仍維持於低水平，並且略低於同
期美元利率。

• 隔夜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在12月底至1月初期間短暫急升，反映年終港元資金需求
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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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穩定銀行業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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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的表現銀行業的表現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資本繼續保持充裕

15.8%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12/2009 3/2010 6/2010 9/2010 12/2010 3/2011 6/2011 9/2011 12/2011

%

• 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綜合資本充足比率在2011年12月底為15.8%，而2011年9月
底為15.7%。上述比率仍然遠高於8%的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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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的表現銀行業的表現

零售銀行流動資金比率

繼續遠高於25%的法定最低水平

38.0%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12/2009 3/2010 6/2010 9/2010 12/2010 3/2011 6/2011 9/2011 12/2011

%



42

銀行業的表現銀行業的表現

資產質素與歷史高位比較仍處於理想水平

0
20
40
60
80

100

特定分類貸款比率
現水平：0.59% (2011年12月)

高峰水平：10.61% 
(1999年9月)

逾期及經重組貸款比率
現水平：0.49% (2011年12月)

高峰水平：8.58% 
(1999年9月)

信用卡撇帳比率
現水平：1.51% (2011年第4季)

高峰水平：14.55% 
(2002年第3季)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
現水平：1,465宗  (2011年12月)

高峰水平：105,697宗 (2003年6月)

住宅按揭貸款拖欠比率
現水平：0.01% (2011年12月)

高峰水平：1.43% 
(2001年4月)

高峰水平 最新數字

• 金管局繼續密切注視零售銀行貸款組合的資產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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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的表現銀行業的表現

零售銀行淨息差

1.27% 1.2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2/2009 3/2010 6/2010 9/2010 12/2010 3/2011 6/2011 9/2011 12/2011

%

• 零售銀行淨息差(按季年率計)於2011年第4季為1.29%，是連續第2季錄得上升。

• 由於淨利息收入(+11%)及非利息收入(+9%)均錄得不俗的升幅，加上相對較小
的經營開支上升幅度(+3%)，零售銀行香港業務在2011年的整體除稅前經營溢
利較去年增加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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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貸增長

信貸增長在2011年下半年開始放緩

-8.6%

13.9%

6.8%

10.7%

19.8%
21.4%

15.9%

34.3%

21.7%

16.9%

35.9%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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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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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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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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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0%

35%

40%

       貸款增長率 (%)

(以年率計的按月增長)

2011

貸款增長率 (%)

(以年率計的按月增長)

• 由於外圍環境持續不明朗，以及金管局在2011年推出一系列針對信貸迅 速

增長的監管措施，香港銀行的貸款增長由2010年的28.6%減慢至2011年的

20.2%。

• 2011年的貸款增長自下半年開始放緩，以年率計，12月份更按月下跌8.6%，

這可能是受到季節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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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貸增長

67%
69%

64%

67%

84%

87%

82%

84%

50%

60%

70%

80%

90%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貸存比率 (%)

50%

60%

70%

80%

90%

貸存比率 (%)

2011

香港銀行貸存比率變動情況

港元

所有貨幣

• 港元貸存比率由2011年9月底的87%回落至12月底的84%。金管局會繼續監察貸存

比率的變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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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貸增長

4,559 4,594

4,871 4,944 4,892

4,752
4,890

5,117

4,963 4,950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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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2011

歐資銀行貸款情況貸款總額 

(億港元)
貸款總額 

(億港元)

• 歐資銀行的貸款額於2011年一直維持在大約4千多億港元水平。個別月份錄得按

月跌幅，其中，12月份的跌幅為5.7%。

• 總的來說，由於外圍環境不穩，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發展及本港歐資銀行

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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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按揭貸款風險管理住宅按揭貸款風險管理

‧ 金管局在2011年6月推出第四輪逆周期審慎監管措施後，本港銀行已加強
按揭業務的風險管理 。

- 新造按揭的平均成數由2009年9月的64%下降至2011年12月的53%

- 新造按揭的平均供款與入息比率由2010年8月的41%下降至2011年12
月的36% 

‧ 在新措施下，所有價值600萬港元或以下的自住物業仍可做足最高七成的
按揭。合資格買家亦可透過按揭保險計劃向銀行取得最高九成的按揭貸
款。

‧ 按揭貸款在2011年下半年有降溫跡象。

‧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按揭市場情況，並因應最新發展採取適當的監管措
施，以維持銀行體系的穩健。

104 (-61%)266新批出住宅按揭貸款額 (億港元)

6,039 (-49%)11,913新申請住宅按揭貸款宗數

12/2011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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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負資產個案佔整體樓宇按揭的比例屬非常低水平。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3年第2季高峰: 105,697宗

宗數

2011年第4季: 1,465宗

( ) 佔未償還按揭貸款的比例

* 佔未償還按揭貸款的比例少於0.01%

• 在2011年第3季及第4季錄得的負資產個案主要集中於貸款成數為九成或以上的 個

案，包括銀行員工貸款及透過按揭證券公司承保的個案。

• 負資產宗數由2011年第3季的1,653宗，減少至2011年第4季的1,465宗，主要是由於

在2011年第3季有一些極輕微的負資產個案，借款人透過還款減低負債，令未償還

貸款額低於按揭物業的市值。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數據

6/2003 12/2010 3/2011 6/2011 9/2011 12/2011
105,697 118 59 48 1,653 1,465
(22%) (0.02%) (0.01%) (0.01%) (0.3%) (0.3%)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金額

(百萬港元)

164,577
(31%)

147
(0.02%)

72
(0.01%)

58
(0.01%)

4,148
(0.5%)

3,647
(0.5%)

無抵押部分的金額 35,316 46 22 18 165 122

(百萬港元) (6.75%) * * * (0.02%) (0.02%)

拖欠3個月以上的負資產住

宅按揭貸款比例

2.3% 0.7% 0% 0% 0% 0%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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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和消費者保障投資者和消費者保障

• 簡化私人銀行在實施優化銷售措施方面的程
序

• 發通告提醒銀行在銷售投資產品時須符合金
管局的預期標準 (包括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基金以及涉及特別的特性及風險的投
資產品)

• 金管局一直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成立投資
者教育局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提供協助

• 為配合私人銀行業務運作的實際情況，同時為投資者提供適度的保障，金管局
與私人銀行業界經過詳細討論後，制定一套適用於銷售投資產品予私人銀行客
戶的優化措施。金管局於2012年1月向銀行發出通告，列出有關優化措施的靈
活實施細則。

• 為了進一步改善業界的銷售手法，金管局於2012年1月向銀行發出兩份通告，
以提醒銀行有關金管局就銷售若干投資產品的預期操守標準。這些投資產品包
括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基金，以及涉及可能需要多加注意的特性及風險
的投資產品(如後償債權證，永久債權證，或有可轉換或自救債權證及一籃子
股票掛鈎產品)。

•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有限公司已於去年11月18日註冊成立，並預計於今年年中正
式運作。金管局現正就調解員及仲裁員的培訓工作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證監
會緊密合作。課程將於本年二月/三月份首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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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存款保障

• 金融穩定委員會就金融風暴期間各國所實施的改革經驗，對
其成員國的存款保障系統進行同業評審，金管局代表香港擔
任評審小組的主席。相對於其他主要國家的存款保障系統，
香港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的設計特點具備優勢。

• 將會根據有效存保計劃的核心原則，並參考同業評審的結
果，對存保計劃的設計進行全面檢討。

• 正在向銀行收取2012年度3.29億港元的供款。

• 存保會持續監察銀行有否遵守有關存款保障的披露。現場審
查的工作繼續進行。

• 繼續舉辦大規模的宣傳活動，維持公眾對存保計劃的高度認
知。

• 金融穩定委員會對各國存款保障系統進行了同業評審。該評審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與存款保
障國際協會共同制定的有效存保計劃的核心原則為基礎，審視24個不同地方的存保計劃。同時，
評審亦總結了各國就應付近年金融危機所作出的改革及其成效以作參考。評審結果已於2012年2
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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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協定二資本協定二》》優化措施優化措施
及及《《資本協定三資本協定三》》實施進度實施進度

• 《資本協定二》優化措施

− 修訂規則已按照巴塞爾委員會的時間表於2012 年
1 月1 日生效

• 《資本協定三》

–擬按照巴塞爾委員會的過渡安排實施《資本協定
三》

–《2011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已於2011年12
月提交立法會

–有關實施《資本協定三》的資本及流動性標準的
首部份政策建議諮詢文件已於2012年1月發出

《資本協定三》
• 香港擬按照實施《資本協定三》的過渡安排，分階段落實新資本標準。有鑑於

全球經濟存在不確定因素，「穩中求進」是最妥善的方法，以確保認可機構既
可達到新標準（通過合理的保留盈利、集資及其他資產負債項目的調整），又
能繼續提供貸款以支持經濟活動。

• 本地認可機構在管理資本方面向來保守，資本基礎主要由普通股本組成 (在
2011年9月底的一級資本平均比率為 12.4%，一級資本中約有88%由普通股本組
成)，因此普遍具備足夠能力實施資本標準。

• 率先在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是資本方面的標準。為符合實施時間表，《2011年
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已於2011年12月提交立法會，以期望於2012年上半年
內通過。金管局亦在今年1月20日發出首部份有關實施《資本協定三》的建
議，作為期兩個月的業界諮詢。建議內容涵蓋：

(a) 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三》的資本標準，包括有關修訂「資本」
的定義、對手方信用風險承擔的優化風險加權框架、第二支柱與
《資本協定三》框架的整合，以及實施這些規定的時間表；以及

(b) 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三》的流動性標準，包括流動性標準的適
用範圍、新比率與現有流動性比率的關係，以及實施這些標準的
整體時間及方法。

• 發出有關文件是制定政策程序的其中一個環節，文件內容會作為金融管理專員
根據《銀行業條例》制定規則的藍本。有關《資本協定三》改革方案的其他範
疇，包括披露規定、緩衝資本、槓桿比率及流動性標準的若干較詳盡的項目，
將於日後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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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建金融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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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外衍生場外衍生工具工具市場的改革市場的改革

• 為落實二十國集團就改革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承諾，金管局及證監會現正
與政府合作，為推行新監管制度進行所須的法例修訂

• 金管局及證監會在2011年10月17日發出聯合諮詢文件，就場外衍生工具市
場監管制度的建議徵詢意見。諮詢期已於2011年11月30日完結。金管局及
證監會現正整理及分析所收集到的回應意見。這些意見將對落實制度的部
分主要環節及法例修訂具關鍵作用。金管局及證監會計劃在2012年第二季
初發出諮詢總結

• 建議的監管制度會涵蓋強制匯報及結算規定。初期匯報及結算規定會適用
於利率掉期合約及不交收遠期外匯合約，並會於其後逐步分階段擴展至其
他資產類別

• 金管局正在現有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CMU系統) 基礎設施上，發展交
易資料儲存庫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亦正為香港的場外衍生工具市
場設立本地的中央交易對手結算所

• 香港將密切注視國際間在監管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發展，並採取所須的措
施以符合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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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債券發行計劃政府債券發行計劃

機構債券發行計劃:
• 截至1月底，市場上共有 9 批總值 395億港元的債券
• 發行年期由2 年到最高10 年，藉以為政府債券建立完

整的孳息曲線
• 投標吸引多元化的機構投資者類別，包括投資基金、

保險公司及退休基金等

零售債券發行計劃:
• 財政司司長已於財政預算案發言中表示將再次發行通

脹掛鈎債券 (iBond)
• 發行總額不超過100億港元，對象為香港居民
• 相關之準備工作正在進行，預期在第二季內完成發行

• 政府債券計劃的首要目的，是透過有系統地發行政府債券，推動本地債
券市場的進一步和持續發展。政府債券計劃為進一步發展本地債券市場
提供基礎，使之成為股票市場及銀行體系以外的有效融資渠道，有助增
強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 政府債券計劃屬長期計劃，設有機構債券發行計劃及零售債券發行計劃
兩部分。

• 通過擴大投資者基礎，長遠來說有助提升二手債券市場的活動和增加流
通量，吸引更多大型機構透過本地債券市場發債集資。這將增加本地債
券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從而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 零售債券發行計劃的目的是透過向本地零售投資者發行債券，藉以增加
他們對債券投資的認知及興趣。財政司司長在2012-13財政預算案中宣
布，將再次於零售債券發行計劃下發行通脹掛鈎債券(iBond)，以進一步
推動零售債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 金管局正統籌有關發行，並將繼續與外聘機構 (如聯席安排行 - 即中國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緊密合作，使債券能於
第二季內完成發行。發行細節將適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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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緊密合作，加強香港資
產管理業務的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主要資產管理
中心的地位

• 積極向海外與內地資產管理公司及投資者推廣香港
的金融平台。至目前為止，推廣活動涵蓋紐約、倫
敦、瑞士和盧森堡

• 透過我們與業界的定期交流所蒐集的意見，持續改
進香港的平台，以期與資產管理行業最新發展保持
同步

推動資產管理業發展推動資產管理業發展

• 由於對亞洲地區經濟增長前景樂觀，近年有越來越多海外基金經理表示有興趣在
亞洲設立據點作投資平台。因此，金管局正聯同政府及業界推動資產管理業的發
展，吸引更多的資產管理公司進入香港，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

• 為此，金管局正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證監會，參與一連串由政府舉辦，於全
球主要金融中心進行的聯合推廣活動。自2010年11月開始，推廣活動已經在倫敦、
紐約、瑞士和盧森堡舉行。活動期間，金管局亦與這些金融中心的主要資產管理
公司會面，向他們推介香港金融平台的優勢，聽取他們在亞洲的商業擴張計劃以
及了解他們在香港開展業務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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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金融市場基礎設施

• 維持金融基建的有效運作及安全

• 繼續優化金融基建，尤其為支持香港人民幣業
務的持續發展。現正籌備於2012年6月底，將香
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運作時間由現時
每日10小時延長至15小時（由香港時間上午8時
30分至晚上11時30分）

• 建立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資料儲存庫，以強化對
市場的監察及提升市場的透明度，並能使香港
的金融市場基建與國際標準看齊

金融基建的運作

• 港元、美元、歐元及人民幣的即時支付系統(RTGS)和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CMU) 均保持運作暢順。

配合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的金融基建

• 優化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的功能，使其與港元即時支付系統功能看齊的工作已
於2011年完成。

• 為了讓香港的清算平台能為其他地區金融機構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提供更好的服
務，及提升香港人民幣清算平台的競爭力，現正籌備於2012年6月底，將香港人
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運作時間由現時每日10小時延長至15小時。延長了的
服務時間將可覆蓋亞洲及歐洲營業時間，以及美國早段的營業時間。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資料儲存庫

• 建立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資料儲存庫的系統開發工作正按計劃在進行。視乎建立
相關規管架構的立法工作的進度，儲存庫預期於2012年投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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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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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發展迅速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發展迅速

2010 2011 増長

1 經香港銀行處理的 3,692 19,149 +419%
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量

2 香港人民幣存款 (年底數字) 3,149 5,885 +87%

3 香港人民幣存款證餘額 (年底數字) 57 720 +1,163%

4 香港人民幣債券發行量 358 1,079 +201%

5 香港人民幣貸款餘額 (年底數字) 18 308 +1,611%

(億元人民幣)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在2011年有快速的發展，各項業務都在不斷深化和擴大。主

要有幾方面：

 香港是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的首要平台。2011年，經香港銀行處理的

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達到19,149億元人民幣。同期，內地以人民幣結算

的對外貿易的總額為20,812.7億元人民幣。

 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由2011年初的3,149億元人民幣，增加至12月底的

5,885億元人民幣。當中，企業的人民幣存款增加了2,320億元人民幣，達

到4,140億元人民幣，佔人民幣存款總額的70%。

 此外，除了收取客戶存款外，銀行也更多通過發行存款證的方式吸收人民

幣資金。2011年底，銀行的客戶存款和已發行存款證的餘額分別為5,885

億元和720億元人民幣，合共6,605億元人民幣。

 2011年，香港人民幣點心債券的發行量為1,079億元人民幣，是2010年全

年發債額358億元人民幣的3倍。發債體的類別持續多元化。

 此外，香港銀行的人民幣貸款業務也逐步開展，貸款餘額由2011年初不到

20億元人民幣，增加至年底的約300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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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民幣貿易結算和債券發行中心更趨成熟香港人民幣貿易結算和債券發行中心更趨成熟

貿易支付流向更趨平衡 人民幣債券發行機構更多元化

國家財政部: 
200億元人民幣

(18%)

香港註冊公司: 
213億元人民幣

(20%)

在香港以外註冊的公司及機構: 
666億元人民幣(62%)

2011年香港人民幣債券

(以發行機構分類)

2010年 2011年

香港支付往內地

內地支付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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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持全球各地人民幣業務的角色不斷加強香港支持全球各地人民幣業務的角色不斷加強

2010 2011 變化

1 香港人民幣清算平台參加行數目 153 187 +22%

   其中: 海外銀行分支機構和 132 165 +25%

             內地銀行海外分行

2 海外銀行在香港銀行開設代理銀行 187 968 +418%

帳戶數目

3 香港銀行對海外銀行應付款項 196 1,164 +494%
(年底數字; 億元人民幣)

4 香港銀行對海外銀行應收款項 109 1,217 +1,017%
(年底數字; 億元人民幣)

• 香港作爲支持全球各地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的角色亦日益加強。除了在客戶層

面直接為海外企業提供各項人民幣服務之外，香港的人民幣金融平台也為全球

各地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服務，多層面支持人民幣業務在全球各地開展。這包括:

 2011年底，海外企業在香港銀行存放的人民幣存款，佔所有企業人民

幣存款的15%。

 香港人民幣清算平台有187家參加行，當中有165家是海外銀行的分支

機構以及內地銀行的海外分行，形成了一個覆蓋6大洲30多個國家的結

算網絡。

 同時，香港銀行與海外銀行的人民幣業務聯繫亦逐漸擴大。香港銀行

對海外銀行的人民幣應付款項，由2011年初的196億元人民幣增加至年

底的1,160多億元人民幣;而應收款項也由109億元人民幣增加至1,217億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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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廣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發展積極推廣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發展

• 隨著人民幣跨境循環渠道不斷擴闊，預期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尤其

是融資活動和人民幣金融和理財產品，將會有明顯的増長

• 金管局積極進行海外推廣活動

 2011年：於澳洲、俄羅斯、英國和西班牙進行路演

 2012年：計劃前往南美、日本以及其他與中國貿易和投資聯繫密

切的地方

• 香港與倫敦的合作小組

 由私營機構代表組成、金管局及英國財政部協助組織有關討論

 重點推動香港和倫敦在支付結算系統、促進人民幣市場流動性及

人民幣金融產品開發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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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區域加強區域及國際及國際金融金融合作合作

金融穩定委員會
• 金管局參加了金融穩定委員會於1月召開的全體會議。會議

集中討論歐洲債務危機，及設定委員會在2012年優先處理的
工作。2012年的首要工作包括監督各項金融改革的落實、將
「全球性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的監管機制擴展至「國內
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落實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改革、
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以及檢討委員會的治理架構。

國際清算銀行
• 金管局及國際清算銀行於2月4日至2月5日在香港合辦國際中

央銀行行長非正式會議。 是次會議每年在亞洲區內舉行，探
討環球經濟及金融形勢，並重點討論有關區內的發展情況。
參與是次會議的各地中央銀行及貨幣管理機構有22間。為促
進公營部門及私營機構的意見交流，是次會議亦安排了與主
要金融機構行政總裁會面的環節。

• 金管局繼續積極參與金融穩定委員會（委員會）的會議及活動。今年1月召開
的全體大會討論了各項對國際金融體系穩定相關的宏觀經濟及金融市場發
展，特別是歐洲債務危機的演化。會員同時檢討各主要金融改革措施落實的
進度，以及委員會於2012年的工作計劃。委員會於2012年的首要工作包括監督
各項金融改革的落實，如巴塞爾協定三，以及對「全球具有系統重要性」金
融機構有關「大得不能倒」的道德風險應對機制。委員會亦會將有關機制擴
展至「國內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金管局一直積極參與有關的國際討
論，並反映香港的意見。委員會其他的主要工作包括落實場外衍生工具市場
的改革及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在二十國集團的委派下，委員會亦會考慮
不同方案以加強其組織架構和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 金管局與國際清算銀行於2月4日至2月5日在香港合辦中央銀行行長非正式會
議。此年度會議於過去13年在亞太區不同地點舉行。是次會議為全球各央行
行長提供機會探討環球經濟及金融形勢，並重點討論有關亞太區的發展情
況。參與是次會議的各地中央銀行及貨幣管理機構有22間，包括歐洲中央銀
行、美國聯儲局、日本中央銀行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等。此外，各中央銀行行
長亦與主要金融機構行政總裁舉行特別會議以促進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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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投資環境

及及

外匯基金的表現外匯基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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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年投資環境年投資環境

• 匯率: 美元對主要貨幣於第1季轉弱，並持續受壓，尤其在8月當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信

貸評級下調一級之後。然而，由於憂慮歐洲債務危機的深化、歐洲銀行流動資金問

題、擔心歐元區經濟可能衰退及歐洲中央銀行連續兩次減低利率，避險資金流於第4季

顯著推高美元。以全年計，美元略為上升。

• 股市: 已發展經濟體系的股市在第1季錄得溫和上升後，因投資者風險意慾大減而變得

波動。美國主權信貸評級被調低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令沽售壓力於下半年加

劇。市場波動延續至第4季。雖然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以全年計平收， 但歐洲主要股

市在2011年顯著下跌。

• 利率: 美國國庫債券收益率於第1季在投資者預期經濟好轉下上升。然而，在第2季，由

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化，避險資金流入債券市場，令債券收益率大幅下跌。鑑於較

弱的經濟展望及憧憬美國聯邦儲備局推出更多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國庫債券收益率

於第3季顯著下調，並於第4季大部分時間徘徊於近幾十年的低位。德國及英國政府債

券收益率以全年計亦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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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的變動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的變動

2011年債券收益率變動 (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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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收入投資收入

610884(6)421(29)174462112719債券#

--81784(13)43其他投資&

794

(31)

271

116

全年

2010

217

(112)

158

55

第4季

(414)

(201)

(375)

(287)

第3季

2011

216

77

6

(45)

第2季

1,422(750)1,077248267投資收入／(虧損) @&

187(124)98145(91)外匯

67(731)48889(122)其他股票^

558(779)48935(242)香港股票^@

全年全年全年第1季全年 *(億港元)

200720082009II

* 未經審計數字

^ 包括股息

# 包括利息

@ 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值變動（在2011年錄得30億港元虧損）

& 包括外匯基金的投資控股附屬公司持有的投資的估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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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收入、支付予財政儲備的款項與累計盈餘的變動投資收入、支付予財政儲備的款項與累計盈餘的變動

(39)(11)(13)(15)(17)(56)
支付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金及

法定組織的款項#

(338)(92)(91)(92)(95)(370)支付予財政儲備的款項 #

99

2

209

(8)

-

217

第4季

(547)

(17)

(423)

(10)

1

(414)

第3季

2011

92

(5)

201

(16)

1

216

第2季

380120(236)外匯基金累計盈餘增加／(減少)

9(13)(33)
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值變動扣除外匯基金投資

控股附屬公司持有的投資的估值變動 ^

748236223淨投資收入／(虧損)

(48)(12)(46)利息及其他支出

2-2其他收入

794248267投資收入／(虧損)

全年第1季全年
(未審計)(億港元)

2010II

# 2011年及2010年的固定比率分別為 6.0%及 6.3%。

^  包括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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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投資收入歷年投資收入

111(121)745597942010*&

(335)5877191061,0772009*&

(146)(204)(483)83(750)2008*

216

263

125

136

(72)

411

265

(20)

第2季

(414)

618

371

190

141

84

(21)

104

第3季

217

334

360

73

330

335

263

136

第4季

2482672011*#&

1,422

1,038

378

567

897

470

74

全年

2072007*

1822006

(21)2005

1682004

672003

(37)2002

(146)2001

第1季年份

(億港元)

* 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價變動
# 未經審計數字
& 包括外匯基金附屬投資控股公司持有的投資估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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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

4957681,26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

13232245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1,477
======

23,450
======

24,927
======

負債及基金權益總額

(236)5,9155,679累計盈餘

1,71317,53519,248負債總額

139235374其他負債

7125,9236,635財政儲備帳

166,5426,558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1,4871,487銀行體系結餘

108999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

3282,2592,587負債證明書

負債及基金權益

1,477
======

23,450
======

24,927
======

資產總額

225420645其他資產 #

(44)2,4532,409其他股票

(320)1,5261,206香港股票

1,37217,06718,439債務證券

2441,9842,228存款

資產

變動
2010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未審計)(億港元)

# 包括外匯基金投資控股附屬公司於2011年12月31日為數311億港元的投資 (2010年12月31日為14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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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 (1994(1994--2011) 20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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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度
投資回報
(1994至
2011年)

複合年度
香港綜合
消費物價
指數
(1994至
2011年) 2

(未審計)

1 投資回報率的計算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內的資產。

2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是根據以2009至2010年為基期的數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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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以港元計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以港元計 11

1.1 %2011年

3.5 %3年平均數

(2009年至2011年)

3.2 %5年平均數

(2007年至2011年)

4.9 %10年平均數

(2002年至2011年)

5.6 %1994年至今的平均數

投資回報率
2,3

1 2001年至2003年的投資回報率以美元計。

2 投資回報率的計算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內的資產。

3 不同年期的平均數是以複合年度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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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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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按揭計劃安老按揭計劃

• 自去年7月11日推出以來，市場反應良好

• 截至2012年1月31日，共收到191宗申請，涉及的
總樓價約為7億1千萬港元。

– 借款人平均年齡：71歲
– 年金年期：10年（32% ）、15年（21%）、20

年（13%）、終生（34%）
– 平均樓價：370萬港元
– 平均每月年金：13,500港元
– 平均樓齡：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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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 自2011年1月1日推出之後，截至2012年1月底：
– 共收到250宗申請
– 總貸款額約為8.52億港元
– 平均貸款年利率為5.2%
– 平均擔保年費為1.5%

• 預計在今年中推出申請期為9個月的「特別優惠措
施」

– 八成擔保比率，由政府提供1,000億港元信貸保
證

– 大幅降低擔保年費，較現時七成擔保的擔保年費
低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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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貸款試驗計劃小型貸款試驗計劃

• 預計在今年中推出為期三年的小型貸款試驗計劃，
總貸款額上限暫定為一億港元

• 貸款年期最長為五年，貸款對象分為三類：
– 創業人士（貸款上限30萬港元）
– 自僱人士（貸款上限20萬港元）
– 有意接受培訓、提高技能或考取專業資格以達到

自我提升的人士（貸款上限10萬港元）

• 正與銀行、志願機構及其他持分者商討，制定計劃
的細節，包括貸款利率水平、申請和審批程序及配
套服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