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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將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成立為 
國際組織的協議 

目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

在「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清邁倡議」）下成立的東盟 10+3 宏觀
經濟研究辦公室（研究辦公室）。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擬落實

將研究辦公室成立為國際組織的協議（協議）內有關特權及豁免權的條

文的意向。 
 

背景 

2. 清邁倡議多邊化於 2010 年 3 月在東盟 10+31的框架下成立，

是區內一項多邊安排，透過貨幣互換交易，為有收支及短期流動資金問

題的成員提供短期美元流動資金的支援2。自「清邁倡議」成立以來，中

國香港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一直以個別成員身分參

與。「清邁倡議」旨在維持金融穩定，以及協助防止區內金融危機，中

國香港的參與對其金融市場具重要策略意義。 
 
3. 根據「清邁倡議」，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成員同意成立監察

單位，以支援落實「清邁倡議」，及監察各成員的宏觀經濟及金融穩健

狀況。該單位最初在 2011 年以有限擔保公司的形式於新加坡成立，名

                                                 

1  參與「清邁倡議」的經濟體包括東盟 10 個成員國（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

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韓國，及中國香港。 

2  「清邁倡議」的總規模為 2,400 億美元。作為中國香港的代表，香港金融管理局承諾透過外匯

基金出資上限 84 億美元（佔總規模的 3.5%），並可獲提供上限為 63 億美元的借款額度。這項

承諾無需預先付款，而是在根據「清邁倡議」啟動貨幣互換交易的情況下，應要求支付。截

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要求啟動「清邁倡議」的緊急流動資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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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有限公司（研究辦公室有限公司）3。

「清邁倡議」參與各方的意向，是將研究辦公室升格為具有完全法人資

格的國際組織，取代研究辦公室有限公司，以在區內更有效發揮研究辦

公室作為獨立宏觀經濟監察單位的職能。為此，財政司司長獲行政長官

授權代表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4 年 10 月與其他「清邁倡議」參與方共

同簽訂協議。協議第 3 條所載研究辦公室的職能如下： 
 
(i) 監察及評估成員的宏觀經濟及金融穩健狀況，並向成員匯

報；  
 

(ii) 識別區內的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及不穩定因素，並應要求協

助成員及時擬訂政策建議，以減低有關風險；以及  
 
(iii) 支援落實「清邁倡議」。 

 

協議的落實 

4. 根據協議，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每位成員同意在各自司法管

轄區內確認研究辦公室的法律地位，並落實協議內有關研究辦公室及其

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的若干條文。按照既定做法，我們需要訂立本地法

例，以落實協議內有關研究辦公室及其人員的法律地位、特權及豁免權

的條文。 
 
5. 為此，根據《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第 558 章）

（《條例》）第 3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訂立於憲報刊登的命

令，宣布相關的國際協議內關乎國際組織及其人員的地位、特權及豁免

權的條文，在香港特區具有法律效力。由於協議預期將在 2016 年第 1
季生效，政府擬根據《條例》作出《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令》（命令）。 
 
6. 協議內將透過命令落實的相關條文節錄於附件內。有關的特

權及豁免權與研究辦公室作為區內宏觀經濟監察單位的職能相稱。 

                                                 

3 由於有關各方需時商討成立研究辦公室作為國際組織的條文，因此先行成立研究辦公室有限

公司，作為過渡安排，以支援「清邁倡議」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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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7. 我們擬於 2016 年第 1 季將命令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

議程序。 
 
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 
二零一六年一月 



 

 

附件 

 
關於設立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的協議 

將具有法律效力的條文 
   

 
 政府擬根據《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第 558 章），

作出《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

令》，並宣布下列載於關於設立東盟 10+3 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研究

辦公室）的協議（協議）内的條文（中文譯本）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i) 第 16 條（地位、特權及豁免權的目的） 
 

每個成員須在其領土內，給予研究辦公室《協議》所列的

法律地位、特權、豁免權及免責權，以令研究辦公室有效

履行其目的及職能。 
 

(ii) 第 17 條（研究辦公室的法律地位） 
 

研究辦公室具有完全法人資格，尤其具有完全法律行為能

力以： 
 
(a)  訂立合約； 

 

(b)   取得和處置不動產及動產；及 

 

(c)   提起法律程序。 

 
(iii) 第 18 條（研究辦公室的特權及豁免權） 
 

(1) 研究辦公室享有各種方式的法律程序的豁免權，但在

研究辦公室為任何法律程序的目的或根據任何合約

條款，以明示方式放棄其豁免權的範圍內，則屬例

外。 
 

(2) 研究辦公室的財產及資產（不論位於何處及由何人持

有），均免受搜查、徵用、沒收、徵收，或藉行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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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行動而作出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檢取、取用或止

贖。 
 

(3) 研究辦公室的檔案及屬於研究辦公室或由研究辦公

室持有的所有文件，均屬不可侵犯。 
 

(4) 在對研究辦公室執行其職能屬必需的範圍內，其所有

財產及資產，均不受任何性質的限制、規管、管制及

凍結所限。 
 

(5) 每個成員給予研究辦公室的公務通訊待遇，不得遜於

該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公務通訊待遇。 
 

(6) 研究辦公室的來往公文及其他公務通訊，均免受審查。

本條不得解釋為阻止採取某成員與研究辦公室藉協

議決定的適當安全防範措施。 
 

(7) 研究辦公室、其資產、財產、收入，以及其運作及交

易，均獲豁免而無須繳付一切稅項及關稅。研究辦公

室亦獲豁免而無須負有任何支付、預扣或收取任何稅

項或關稅的義務。儘管有上述規定，仍須有以下理解：

凡稅項事實上屬不多於公用事業服務費用，則研究辦

公室不得要求豁免繳稅。 
 

(iv) 第 19 條（研究辦公室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 
 

副手及其替補者、諮詢委員會成員、主任及研究辦公室職

員，以及為研究辦公室執行任務的專家（下稱“研究辦公室

人員”）： 
 
(a) 就以其公務身分發表的口頭及書面的言論，及以其公

務身分作出的作為而言，均享有法律程序的豁免權，

而其公務文書及文件，均屬不可侵犯，但如研究辦公

室放棄此豁免權，則屬例外； 
 

(b) （凡該等人員不屬當地公民或國民）就出入境限制、

外籍人士的登記規定及國民服役的義務而言，均享有

每個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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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豁免權；就外匯限制而言，亦享有每個成員給

予任何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便

利； 
 

(c) 就交通方面的便利而言，均享有每個成員給予任何其

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及職員相同的待遇；及 
 

(d) （凡該等人員不屬當地公民或國民）均獲豁免而無須

就研究辦公室向該等人員支付的薪金及報酬繳稅。 
 

(v) 第 21 條（放棄豁免權） 
 

(1) 特權及豁免權是專為研究辦公室的利益而給予研究

辦公室人員的，而並非為該等人員的個人利益而給予

的。 
 

(2) 執行委員會可在其決定的範圍內及按其決定的條件，

放棄任何根據本章就副手及其替補者、諮詢委員會成

員及主任而授予的豁免權。 
 

(3)  主任可放棄任何研究辦公室職員及為研究辦公室執

行任務的專家的豁免權，但主任本人的豁免權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