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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體系資本水平保持充裕。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總資本充足比率於2020年9
月底為20.3%，高於國際最低要求的8%。



• 2020年第3季，第1類機構的季度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為156.8%，高於法定
最低要求的100%。第2類機構的季度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為55.9%，亦高於
法定最低要求的25%。



•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零售銀行的資產質素輕微變差，但
仍然維持於健康水平。零售銀行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由2020年6月底的
0.71%上升至2020年9月底的0.75%。銀行體系的整體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於
同期由0.79%上升至0.84%。兩者都顯著低於自2000年以來長期平均水平的
2%。



• 零售銀行香港業務淨息差由2019年首3季的1.64%收窄至2020年首3季的
1.24%。淨息差收窄主要是由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於第2及第3季下跌，令銀
行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為基準的資產收益率受壓縮所致。



• 2020年首11個月，整體貸款錄得1.6%的輕微升幅，以年率計則增加1.8%。



• 港元貸存比率由2020年9月底的85%微跌至2020年11月底的83%。

• 同樣地，所有貨幣貸存比率於同期由75%下跌至72%。





• 新批出住宅按揭貸款的平均按揭成數近期保持在57%的水平，該數字較早前出現上升，主要由
於當中涉及按揭保險的貸款的佔比有所增加，而這類貸款的按揭成數一般較高。金管局認為相
關風險可控，因為對於銀行為借款人提供的按揭貸款超出金管局監管要求的部分，保險公司會
承擔該部分的風險。

住宅按揭貸款最新數據

2018年
每月平均

2019年
每月平均

2020年
五月

2020年
六月

2020年
七月

2020年
八月

2020年
九月

2020年
十月

買賣合約宗數 4,771 4,983 5,984 6,987 6,133 4,358 5,024 4,951

新申請住宅按揭
貸款宗數

12,826 12,244 15,019 13,829 13,246 10,846 12,288 10,908

新批出住宅按揭
貸款宗數

9,296 8,981 8,749 10,032 9,019 7,918 7,826 7,311

住宅物業樓價最新數據

樓價指數 時期 樓價指數

差餉物業估價署
(10/1997=100)

最新數據 10/2020 220.3

最近高位 5/2019 229.6

1997高位 10/1997 100.0

中原地產
(6/7/1997=100)

最新數據 6/12/2020 177.8

最近高位 30/6/2019 190.5

1997高位 19/10/1997 102.9



就如在上次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匯報，現正進行未來兩年的法律修改的前期
準備工作，以實施相關的巴塞爾監管標準：

2021年
擬於2021年(可能於該年下半年)提交立法會進行審議的法例修訂：

• 修訂《銀行業(資本)規則》以修改與銀行的基金股權投資有關的巴塞爾資本要
求；及

• 修訂《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以優化技術細節，令某些現有條文更清楚
及充分地反映政策目的。

2022年
緊接上述，於2022年間將提交《銀行業(資本)規則》的修訂，以實施在巴塞爾資
本協定三改革方案下的兩套資本準則，分別是：

• 信貸風險、業務操作風險及槓桿比率的修訂框架，以及審慎使用內部模型的要
求(擬於2023年開始生效成為銀行業的最低標準)；及

• 經修訂後的市場風險框架；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從2023年起須按經修訂後的框架
作出匯報 (實際資本規定將不會早於2023年實施)。



• 政府就《打擊洗錢條例》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旨在按國
際標準制定組織「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特別組織」)所公布的最新國際標
準，完善香港的監管制度。有關修訂是政府繼「特別組織」於2019年發表
有關香港的相互評估報告後的跟進工作；該報告讚揚香港的打擊洗錢和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制度行之有效，並符合國際標準。

• 修訂建議包括引入(1) 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的發牌制度；(2) 貴金屬及寶石交
易商的註冊制度；及(3)若干技術修訂。

• 《打擊洗錢條例》的技術修訂建議包括為非面對面情況下的特別規定提供彈
性(即《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第9條)。根據特別組織的指引，建議在客戶沒
有親身進行身分識別和核實的情景下，確認獨立和可靠的數碼身分識別系統
之使用為降低風險的認可措施，促使金融機構可以更廣泛地提供遙距開戶服
務。

• 諮詢工作將於2021年1月31日結束，金管局將檢視銀行業界的反饋意見，並
繼續與業界和相關政府部門及決策局就修例建議的事宜緊密合作。



• 現時工作的重點是金融管理專員作為處置機制當局，根據《金融機構(處置機
制)條例》制訂適用於在香港成立的認可機構及其若干集團公司的相關規則，
規定不受香港法例規管的若干金融合約加入條款，訂明合約各方同意受金融
管理專員可按照香港處置機制而施加的暫停終止權所約束。規則旨在實施金
融穩定理事會所定的相關原則，以加強跨境處置行動的成效。

• 繼今年較早前就《暫停終止權規則》的政策建議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金管局於2020年12月底發表了諮詢總結。《暫停終止權規則》草擬本亦已同
時發出，以進行業界諮詢。金管局現時的意向是於2021年上半年將規則提呈
立法會作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 繼香港銀行公會(銀行公會)於2018年3月發出無障礙銀行服務實務指引，
在金管局的支持下，銀行公會與相關持份者聯繫，制定《智障人士銀行服
務指引》(《指引》)。《指引》已於2020年12月發出，當中列載提供銀行
服務予智障人士時建議的原則和良好做法。金管局也同時向銀行發出通告
，要求銀行為有需要的顧客提供服務時，應落實《指引》中的建議。銀行
亦應為前線員工提供適當的指引和培訓，以確保他們能夠理解及以適當方
法與客戶溝通，以及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合適的服務。

• 金管局繼續鼓勵銀行支持和推出「簡易帳戶」服務，以較精簡的客戶盡職
審查措施，為企業客戶提供基本的銀行服務，讓他們有更多選擇。截至
2020年底，共有四家銀行推出此服務，當中共有超過6,000宗申請成功開
立「簡易帳戶」。

• 金管局與創新及科技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銀行公會合作，促使
銀行在分行和其他有顧客到訪的場所張貼「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便「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用戶記錄於銀行場所的出行記錄，以支持對抗疫
情。



• 金管局於2020年10月21日，就有關利率基準改革的客戶保障事宜向銀行發出通
告，提醒銀行在整個利率基準改革及過渡過程中應根據《公平待客約章》及其
他適用規定(例如《銀行營運守則》)秉持保障客戶的原則。通告亦要求銀行制
定完善的客戶溝通計劃，以進行消費者教育及聯絡客戶的工作。

• 金管局一直與香港銀行公會、香港存款公司公會和香港持牌放債人公會(統稱「
行業公會」)商討關於引入多於一家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建議。金管局期望
盡快落實相關安排，藉此提升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服務水平，並且改善現
時因市場只有一家商業營運的服務提供者而衍生的營運風險，特別是單點失誤
的風險。

• 行業公會正與金管局合作，以釐清細節及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當準備就緒，行
業公會將會就提供個人信貸資料服務進行招標。預期新系統將於2022年底投入
服務。



• 金管局於2020年9月30日發出通告，就有關零售銀行銷售投資及保險產品之手
法的喬裝客戶計劃，與業界分享主要觀察結果及良好銷售方法。金管局會繼
續在其持續監管過程中監察銀行的銷售手法。

• 金管局於2020年12月23日發出通告，就非會面投資服務、客戶的投資集中度
風險評估和向非零售銀行客戶的產品披露提供指引，以優化銷售流程，改善
客戶體驗及保障客戶。

• 因應監管工作中有關銀行人壽保險轉保的作業手法之觀察，金管局於2020年
10月20日發出通告，分享觀察所得，以及就辨識、監察、檢視及跟進人壽保
險轉保的預期標準向銀行提供指引。

• 鑒於疫情的不確定性，金管局與保險業監管局緊密合作，於2020年12月2日再
度延長第二階段臨時便利措施至2021年3月31日，繼續容許透過非會面方式銷
售特定保險產品。措施涵蓋的產品範疇(即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自願醫保產
品、定期人壽保險保單，以及一些提供保險保障的保費回贈保單或可續保保
單)和執行細節維持不變。



• 推出公眾教育網劇《STEPS》，透過一個新入職年青人的成長故事，介
紹金管局的主要職能及角色，以及提高年青人加入金管局工作的興趣。

• 於聖誕及新年期間推出網上親子理財教育活動《小小理財師》，透過動畫
、遊戲、工作紙及小手工，教授小朋友金錢和理財的基本概念，以及有關
銀行及支付服務的基本知識。

• 透過金管局的數碼媒體渠道：

 向公眾推廣透過「轉數快」的QR code進行商戶支付及繳費；

 宣傳新一批銀色債券，簡介認購安排及相關注意事項；及

 介紹關於綠色金融的最新發展，包括金管局於推動「綠色商業銀行聯
盟」，以及制定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策略計劃方面的工作。



• 存款保障委員會就利用電子渠道支付補償給存戶(包括使用「轉數快」)，已經和
銀行業界完成全面測試工作。所有參與銀行在系統和流程上已經準備就緒，能
夠利用「轉數快」支付補償金予存戶。在完成作業程序的提升和對發放補償代
理的培訓後，預計以電子渠道支付補償金的準備工作將於2021年下半年完成。

• 推出兩項社交媒體宣傳活動 : i)《存保功夫拍住上》─ 製作兩集以習武為題的短
片，以生動和有趣的方法介紹存款保障計劃的重點；及 ii)《「漫」「存」故事
》─ 與本地插畫家合作，以漫畫形式創作有關儲蓄的故事，從而加強公眾對存
款保障計劃的認識及其對存款的重要性。

• 舉辦網上及面授形式的社區教育活動，向目標社群傳遞存款保障計劃的資訊：

 向將退休或新退休人士舉辦「存保計劃推廣大使」網上簡介會；及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邀請長者及家庭主婦進行小組訪談，以了解他們有關儲
蓄的習慣及疑問，同時向他們推廣存款保障計劃的保障範圍。



培育金融業領袖人才
• 「領袖發展計劃」於2020年第四季舉辦了以下線上活動：
 由金融學院及金管局於2020年11月9日合辦的「銀行業人才起動計劃」線上研

討會，講者包括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及上市科首席營運總監
兼政策及秘書服務主管伍潔鏇女士、蘇黎世保險(香港)行政總裁許金桂先生及宏
利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亞洲區財富與資產管理零售業務部區域主管李錦榮先
生；

 於2020年11月10日與渣打集團行政總裁溫拓思先生的對話；

 於2020年11月16日舉辦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及金融學院院士唐家成先生
主持的「香港金融業人才培育」專題討論，演講嘉賓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
限公司環球銀行副主席劉哲寜先生、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教授及畢馬威香港
首席合伙人、畢馬威中國副主席兼畢馬威資產管理及房地產行業全球主席韋安
祖先生；及

 於2020年12月8日邀得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祈耀年先生參與對話。



研究工作
• 香港貨幣及金融研究中心於2020年11月發表了一份新的應用金融研究報告

：
 「香港綠色債券市場：為可持續增長建設健全的市場生態」：報告描述

香港和全球綠色債券市場的現況，並闡明綠色債券為發行者和投資者帶
來的利益。同時，報告也討論了將香港加快建設成領先的國際綠色債券
中心的策略。





債券通
• 自債券通於2017年7月3日推出以來，由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處理

的相關債券結算運作暢順。

• 隨着貨銀兩訖交收(DvP)於2018年8月全面實施，以及人民幣計價的中國政
府和政策性銀行證券分別於2019年4月和2020月2月獲納入彭博全球綜合指
數和摩根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越來越多海外投資者開始通過債券通投資
中國銀行間的債券市場。金管局繼續與中國人民銀行及相關內地機構保持緊
密溝通，以探討提升北向通的運作。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資料儲存庫
• 自儲存庫的交易匯報服務於2013年7月推出以來，銀行向儲存庫匯報交易資

料的運作一直保持暢順。



• 轉數快的登記數字及使用量一直有穩定增長。由系統推出至2020年12月31
日，共錄得690萬個帳戶登記(包括443萬個手機號碼、112萬個電郵地址、
121萬個轉數快識別碼，以及11萬個香港身份證號碼)，較2019年底增加了
71%，相當於290萬個新增帳戶登記。

• 在疫情之下，2020年轉數快的使用量較2019年大幅上升。2020年的交易總
數較2019年上升兩倍。2020年12月平均每天處理505,000宗交易(相當於52
億港元及9,500萬元人民幣)，是2019年底的三倍，亦是系統推出首月(2018
年10月)的十倍。

• 於2020年，轉數快的使用由最初主要的個人對個人支付擴展至商戶支付及
帳戶增值。

• 轉數快於2020年12月6日推出了新功能，讓市民經銀行以香港身份證號碼綁
定銀行帳戶，以收取由機構發放的款項。由於身份證號碼屬個人敏感資料，
此項新功能不會用於個人對個人轉帳，只會供已有收款人身份證號碼的機構
作發放款項之用。由12月6日推出至12月底，不足一個月已錄得超過11萬個
新功能的登記。銀行會向其機構客戶推廣有關服務，金管局亦會與業界和政
府探討新功能的應用場景。由於這是新推出的功能，機構客戶一般需要時間
去了解及提升它們的系統以作應用。



• 「香港金融科技周2020」
 活動於2020年11月2至6日以線上形式舉行。

 活動廣受好評，並建立了超過18,000個商業聯繫，助業界拓展商機。

• 「商業數據通」
 借概念驗證研究，探討「商業數據通」的技術可行性。名為「商業數據通」的

金融基礎設施，以數據所有者的意願為本，使銀行與商業數據源之間傳輸數據
，更安全有效。中小企可藉「商業數據通」，以自身數據，享用金融服務 。

 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概念驗證研究，以貿易數據，促進貿易融資申請流程。

 目前正繼續第二階段的研究，會涵蓋支付數據等其他商業數據源。

• 研究央行數碼貨幣於跨境支付的應用
 聯同泰國中央銀行，完成第一階段的研究及開發跨境走廊網絡原型，並於
2020年1月發表聯合報告。

 目前正繼續第二階段的研究，旨在探討跨境貿易結算及資本市場交易的商業用
例。截至2021年1月底，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19間銀行及5間其他企
業已加入該研究項目。



• 連接「貿易聯動」與中國人民銀行貿易金融區塊鏈平台
 完成第一階段概念驗證並開始試行。截至2021年1月底，兩地共7間銀行

，已用該連接成功完成多項跨境貿易融資交易，涉及共2,600萬港元的
貿易金額。

 第二階段的概念驗證研究已經展開，會涵蓋更多類別的貿易活動及融資
產品，為中小企提供全面的融資服務。

 長遠而言，金管局期望與包括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紐在内的國際持份者
，借概念驗證研究結果，制定一套國際標準，以接通不同的貿易融資平
台。





• 根據《香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規則》 (《結算規則》)，認可機構及持牌法團
須履行指定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結算責任。為了涵蓋認可機構／持牌法團與
香港以外的非認可機構或持牌法團的主要交易商之間的交易，金管局引入了
金融服務提供者的概念。如果某實體出現在金融穩定委員會的全球具系統重
要性銀行名單或場外衍生工具監事組織(ODSG)主要交易商名單，並且該實
體是主要中央對手方的結算成員，《結算規則》會將該實體指定為金融服務
提供者。金融服務提供者與認可機構／持牌法團的指定交易須遵照場外衍生
工具交易的結算責任。金管局與證監會對金融服務提供者名單進行年度檢視
及公眾諮詢，以確保該名單仍然適用和恰當。







 2020年首11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額共57,883億元人民幣。

 2020年首11個月，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平均每日交易金額達11,987
億元人民幣。



• 2020年11月底，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證餘額分別為7,183億元及383億元
人民幣，兩者合計7,566億元人民幣。

• 2020年11月底，人民幣銀行貸款餘額為1,645億元人民幣，未償還人民幣點
心債餘額為1,815億元人民幣。在點心債券發行方面，2020年首11個月發行
量為593億元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自2018年11月起在香港發行票據，旨在
豐富香港高信用等級人民幣金融產品，完善香港人民幣債券收益率曲線。截
至2020年11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在香港發行的票據餘額為750億元人民幣。



• 2020年，債券通平均每日錄得235筆交易，日均交易金額為約193億元人民
幣，較2019年全年約106億元人民幣的日均交易金額增加82%。截至2020年
底，共有2,352家投資機構獲批入市。







• 跨機構督導小組旨在協調金融業針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應對措施，加快香港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並支持政府的氣候策略。小組其他成員包括環境
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交易所、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督導小組的策略計劃提出從六方面(風險管理、資料披露、技能建立、
金融創新、內地機遇及攜手合作)鞏固香港金融生態系統，長遠共建更綠色和
更可持續的未來，並會落實五個短期行動綱領，以解決窒礙綠色金融市場進
一步發展的最緊迫的問題：

1. 要求相關金融業界在2025年或之前按照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 的建議
，就氣候相關資料作出披露；

2. 以採納中國和歐盟聯合制訂的共通綠色分類目錄為目標；

3. 支持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基金會的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可持續準則委員會，以制訂及維持
一套全球統一的可持續匯報準則；

4. 鼓勵進行以氣候為重點的情境分析；及

5. 建立平台協調跨界別工作，包括技能提升、探討前沿議題及編制跨界別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源庫。



• 聯盟是IFC推出的全新倡議。

• 聯盟鼓勵亞洲商業銀行為邁向更綠色的未來制定相關戰略及目標，而簽訂聯盟
合作夥伴協議亦標誌著金管局成為首個與IFC合力推動聯盟的夥伴機構。

• 根據該協議，金管局與IFC會在未來五年匯聚亞洲區域內的金融機構、銀行業
界協會、研究機構及創新技術提供者，共同發展、建立及提升綠色金融能力，
並推動與氣候相關的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