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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趨勢和主要風險

• 新一波疫情打擊全球經濟，增加復甦前景不明朗因素

• 聯儲局採用新貨幣政策框架，將進一步延長全球低息
環境

• 在前所未見的寬鬆政策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脫節

• 金融市場面對眾多下行風險

全球公共債務急升

企業債務違約風險上升

地緣政治風險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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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繼續困擾全球經濟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及高盛

新增病例持續上升地區：
歐洲及北美

全球新增病例數目及
全球經濟封鎖指數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註：新增病例為七日移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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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復甦需時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10月全球經濟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增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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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脫節

信貸息差下降至疫前水平企業盈利預測與股價背馳 企業債券發行量上升

資料來源：Dealogic

註: 疫前高峰為2020年2月19日
標普500的高位

資料來源：彭博

註: 上圖美國高息(投資級別)債
券信用風險的量度指標為彭博
巴克萊美國高息(綜合)債券指
數之平均期權調整價差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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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體系面對多個下行風險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企業違約率上升政府債務急升 地緣政治風險高企

註:上圖虛線部分為市場預測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

• 中美關係日趨緊張

• 美國總統大選

• 英國「無協議脫歐」
風險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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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EIC  

貨幣跌幅收窄

資料來源：彭博

亞洲經濟逐步回穩

短期經濟活動前景回穩

資料來源：E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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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第三季經濟繼續反彈 主要經濟指標持續回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內地經濟恢復速度較快



香港經濟逐步重啟

10資料來源：IHS Markit

營商氣氛好轉 零售活動跌幅放緩整體出口貨值回穩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但中小企和就業市場仍面對沉重壓力

11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中小企業務仍然受壓 部分行業失業率維持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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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市場流動性

• 減發外匯基金票據增加港元
流動性

• 闡釋「港元流動資金安排」
和與銀行進行演練

• 推出「美元流動資金安排」

適度釋放緩衝

• 下調逆周期緩衝資本1.5個百
分點

• 銀行監管儲備水平減半

• 非住宅物業按揭貸款適用按
揭成數上限上調10個百分點

多管齊下維持金融穩定和支持經濟

維持市場穩健和信心

• 加強市場監察和應變規劃

• 與業界保持密切溝通，了解
和回應他們的關注

紓緩資金壓力

• 鼓勵銀行善用信貸空間

• 推出「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
計劃及其他支援措施

•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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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港元匯率穩定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年份 觸發弱方
兌換保證

資金流出港元
(億港元)

2018年4至8月 27次 1,035
2019年1至3月 8次 221

年份 觸發強方
兌換保證

資金流入港元
(億港元)

2020年4月 6次 207
2020年6至10月 79次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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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資金持續流入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10,692億

流出港元資金:

2018
1,035億

2019
221億

5,792億

(截至10月29日)

2020
3,835億

流入港元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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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銀行存款穩步增長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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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樓價反覆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及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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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穩定風險評估：樓市交投大致平穩

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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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短期内將繼續拖累全球經濟活動，而長期的影響
亦不容忽視

• 面對眾多下行風險，及政策空間收窄下，市場仍然有
機會出現波動

• 屆時包括亞洲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及資金流可能會再
次受到衝擊

• 香港金融市場和聯匯制度繼續有效運作，銀行體系抗
震能力充裕

•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況，市民亦要做好風險管理

香港金融體系基礎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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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表現

信貸溫和增長，資產質素保持良好

註：* 零售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20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受訪中小企對銀行貸款批核取態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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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向中小企貸款額度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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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合力抗疫支持經濟

• 截至2020年9月底，銀行已批出「還息不還本」、貸款展期與
應急貸款等紓困措拖申請：

 企業客戶：約49,000宗 (5,900億港元)
 個人客戶：超過21,000宗 (370億港元) 23

延長「預先批核還息
不還本」計劃

• 延長「預先批核還息
不還本」計劃 6個月至
2021年4月

• 貿易融資貸款本金還款期
延長90天

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 延長八成及九成信貸擔保
產品延遲償還本金的措施
6個月至2021年3月

• 優化「百分百擔保特惠貸
款」計劃



立法工作

國際標準

• 2021
修訂《銀行業（資本）規則》

修訂《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 2022
修訂《銀行業（資本）規則》

處置機制

• 關乎適用於認可機構的暫停金融合約終止權規則的
公眾諮詢於2020年3月22日結束。金管局期望於
2021年上半年將規則提呈立法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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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支付系統 – 轉數快

26

帳戶登記數目

交易宗數
(‘000)

交易金額
(億港元)

港元即時支付平均每日交易數字

2020年9月底
手機號碼 406 萬
電郵地址 103 萬
轉數快識別碼 108 萬
總數 617 萬

於2020年9月平均每日處理
42.6 萬宗交易
45 億港元

帳戶登記數目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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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最新發展

27

跨境金融合作

• 與國際結算銀行創新樞紐轄下香港中心合辦
「創科挑戰賽」

• 與其他中央銀行研究央行數碼貨幣於跨境支付應用

與投資推廣署合辦「香港金融科技周2020」

• 研究新金融基建設施，讓中小企運用自身營商數據
，更容易、快捷地獲得銀行融資

• 發表合規科技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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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通交投繼續活躍

• 今年9月有多一間國際主要指數宣布將從明年起納入人民幣
債券，預計將進一步帶動債券通交易。債券通亦推出多項優
化措施，包括推出特殊結算周期、延長交易時間、允許投資
者選擇更多外匯交易對手方等

• 與中國人民銀行和澳門金管局於6月29日聯合宣布在粵港澳
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

互聯互通機制穩步發展

29

日均交易金額 獲批入市投資機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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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香港金融平台

私募基金平台

•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第637章) 於8月31日起生效。市
場反應正面，截至10月底，已有超過30隻基金循新條例
在港註冊

綠色金融

• 與證監會於2020年5月共同發起成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跨機構督導小組，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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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動香港綠色金融發展：金管局正協助政府在未來五年
發行等值660億港元綠色債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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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狀況

I     2020     I 2019 2018
(未審計)

(億港元) 1至9月 第3季 全年 全年

債券 832 85 1,145 574
香港股票* (199) (3) 221 (207)
其他股票 145 299 1,007 (387)
外匯# (97) 147 (130) (90)
其他投資@ (57) - 379 219
投資收入 624 528 2,622 109

32

* 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值變動。

# 主要為外幣資產在扣除匯率對沖部分後換算至港元所產生的估值變動。

@ 包括長期增長組合持有的私募股權及房地產投資的估值變動。

有關數字為截至2020年6月底的估值變動，尚未反映7至9月份的估值。



收入及支出

I     2020     I 2019 2018
(未審計)

(億港元) 1至9月 第3季 全年 全年

投資收入 624 528 2,622 109
其他收入 1 - 2 2
利息及其他支出 (120) (18) (248) (179)
淨收入/(虧損) 505 510 2,376 (68)
支付予財政儲備的款項*# (260) (74) (538) (602)
支付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

金及法定組織的款項* (86) (28) (90) (138)

* 2020, 2019及2018年的息率分別為 3.7%, 2.9%及 4.6% 。

# 未包括2020年度應支付予未來基金的款項。有關數字需待2020年的綜合息率確定後方可公布。

(2019及2018年度綜合息率分別為 8.7%及6.1%，而有關年度應支付予未來基金的款項分別為244億港元
及164億港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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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每家企業的最高貸款額增至12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的總和，
或500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

 最長還款期延長至5年
 截至2020年10月28日，已批出約19,400宗申請，涉及金額

逾300億港元

•八成及九成信貸擔保產品：

 每家企業的貸款上限分別增至1,800萬港元及800萬港元

 利息補貼以不超過3%為限

 延遲償還本金延長6個月至2021年3月31日，延遲償還本金
期最長18個月

 今年截至10月28日，共批出近4,000宗申請，涉及金額約
122億港元 35



36

按揭保險計劃

• 自2019年10月16日起作出以下修訂：

 提升合資格物業價格上限 (只限已落成住宅物業)

 未能符合壓力測試的首次置業人士仍可申請

 供款入息比率一律以50%為上限

• 截至2020年10月28日，共批出約30,400宗在新按保範圍內的

申請，當中超過九成為首次置業人士

• 為借款人提供「還息不還本」或延長還款期的安排，以協助

減輕他們的還款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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