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銀行業條例》  
 

虛擬銀行的認可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第 1 6 ( 1 0 )條發出的指引  
 
引言  
 
1.  本指引是根據《銀行業條例》（《條例》）第 16(10)條發出，內容

闡述金融管理專員在決定是否給予申請在香港經營銀行業務的「虛

擬銀行」認可時所考慮的原則 1。「虛擬銀行」是指主要（若不是完

全）透過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渠道而非實體分行提供零售

銀行服務的銀行。  
 
2.  本指引取代金融管理專員根據《條例》第 16(10)條於 2000 年 5 月 5 

日首次發出，並於 2012 年 9 月 21 日修訂的《虛擬銀行的認可》指

引。  
 
一般原則  
 
3.  金融管理專員歡迎在香港設立虛擬銀行。虛擬銀行的發展將可推動

香港金融科技的應用和創新，並能為銀行客戶提供新體驗。此外，

由於虛擬銀行一般以零售客戶為服務對象，當中包括中小型企業，

因此有助促進普及金融。  
 
4.  在考慮批准或拒絕某項認可申請時，金融管理專員須信納申請人已

符合《條例》附表 7 所載有關認可的最低準則。有關金融管理專員

對發牌準則的詮釋，應參考金融管理專員根據《條例》第 16(10)條
發出的《認可的最低準則指引》。  

 
5.  對於申請成立虛擬銀行的公司（虛擬銀行申請人），符合最低準則

基本上是指其必須具備實質業務，不能單純是一個「概念」，試圖

利用新科技的普遍使用而獲益。申請人亦必須備有具體及可信的業

務計劃，列明其打算如何經營業務，以及如何持續遵守認可準則。  
 
6.  與傳統零售銀行一樣，虛擬銀行在提供銀行服務時，應在促進普及

金融方面扮演積極角色。雖然金融管理專員不預期虛擬銀行設立實

體分行，但它們應致力照顧其目標客戶的需要，不論是個人或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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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客戶。虛擬銀行不應設立最低戶口結餘要求或徵收低戶口結餘收

費。  
 
7.  除科技及相關風險外，虛擬銀行亦必須同樣重視管理信貸、流動資

金及利率風險。此外，金融管理專員也須信納申請人的控權人、董

事及行政總裁均為適當人選。  
 
所有權 
 
8.  由於虛擬銀行主要從事零售業務，涵蓋大量的零售客戶，金融管理

專員預期它們應以在本地成立為法團的銀行形式經營。這與要求經

營具規模零售銀行業務的銀行必須是在本地成立為法團的機構的現

行政策一致。  
 
9.  此外，一般來說，金融管理專員的政策是，持有在香港成立為法團

的銀行 50%或以上股本的人士應為一間信譽良好並受到香港或其他

地方認可的監管機構監管的銀行或金融機構。如在本地成立為法團

的虛擬銀行申請人並非由此類銀行或金融機構所擁有，金融管理專

員期望申請人須由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中間控股公司持有，並對該

中間控股公司附加監管條件。附加的監管條件應會涵蓋資本充足、

流動資金、大額風險承擔、集團內部風險承擔及資產押記、集團結

構、業務活動、風險管理、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須為適當人選，以及

向金融管理專員提交財務及其他資料等要求。因此，金融類公司

（包括香港現有銀行）及非金融類公司（包括科技公司）均可申請

在香港擁有及經營虛擬銀行。  
 
10.  虛擬銀行擁有權尤其重要的原因是虛擬銀行通常是新企業，在開業

最初數年會承受較高風險，因此應有具實力的虛擬銀行的母公司在

背後適當地提供須承諾支援銀行，並須有能力在有需要時於管理、

財政及、科技及其他方面提供強大的支持。  
 
持續監管  
 
11.  虛擬銀行將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規定。然而，部分

規定會需要因應虛擬銀行的商業模式，以風險為本及科技中立的原

則作出調整。例如，儘管虛擬銀行將須如傳統銀行一般符合相同的

企業管治標準，但鑑於其以科技為本的商業模式，虛擬銀行的董事

局及高級管理層應具備必要的知識及經驗，以能有效履行職責。  
 

2  



附件 2  

實體辦事處  
 
12.  虛擬銀行申請人如獲認可，必須在香港設有實體辦事處，作為其在

此地的主要營業地點。這項規定有其必要，原因是該地點可作為銀

行在香港與客戶及金融管理專員的聯絡處辦事處。例如，該辦事處

可讓客戶前往查詢或投訴，並讓銀行在有需要時核實其客戶的                                                

身分。，與金融管理專員聯繫，以及與客戶接觸，以處理相關的查

詢或投訴。  
 
13.  金管局不預期虛擬銀行開設《條例》第 44 條所述的本地實體分行。

然而，虛擬銀行可設立 1 間或多間本地辦事處，但必須遵守《條  
例》第 45A 條有關通知的規定。為方便金融管理專員依據《條例》

第 55 條審查和監察，虛擬銀行必須在香港保存可讓金融管理專員查

閱的整套帳冊、帳目及交易記錄。  
 
科技風險  
 
14.  科技相關風險對虛擬銀行非常重要，尤其是資訊保安、系統穩定性

及業務持續管理。保安事故及銀行系統遭未經授權人士干擾，不僅

會引致銀行蒙受財政損失，更會令銀行的信譽受損。大原則是銀行

備有的保安及科技相關管控措施應「適切需要」，即適用於有關虛

擬銀行計劃經營的交易類別。  
 
15.  在這方面，虛擬銀行申請人須聘用合資格的獨立專家，就其電腦硬

件、系統、程序及控制措施編製獨立評估報告獨立評估其計劃中的

科技管治及系統是否足夠。評估報告的副本應連同申請時須遞交的

文件一併交予金融管理專員。而虛擬銀行在開業前，須就其電腦硬

件、系統、保安、程序及管控措施作更詳細的獨立評估，並將評估

報告提交金融管理專員。此外，銀行應制定程序定期檢討保安及科

技相關安排，確保在科技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有關安排仍然合適。  
 
風險管理  
 
16.  與傳統銀行一樣，虛擬銀行申請人必須明白其承受的風險類別，並

建立適當制度以辨別、評估、監察及管控這些風險。虛擬銀行應明

白基於本身業務性質的關係，某些類別的風險，如流動資金、業務

運作（包括保障客戶資料）以及信譽風險，可能會由於虛擬銀行的

運作性質而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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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申請人最低限度須按照金融管理專員在風險為本監管制度內列明的

八類基本風險（即信貸、利率、市場、流動資金、業務運作、信  
譽、法律及策略風險），分析以其作為虛擬銀行而會受這些風險影

響的程度，並制定適當的管控措施以管理這些風險。  
 
業務計劃  
 
18.  虛擬銀行必須能提出可信及可行的業務計劃，在擴展市場佔有率的

期望以及爭取合理的資產與股東回報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19.  金融管理專員不會干涉個別機構的商業決定，但會關注虛擬銀行會

否不惜在開業最初數年承受巨額虧損以積極擴展市場佔有率，但卻

沒有任何在中期獲得盈利的可信計劃。掠奪式的做法會危害銀行體

系的穩定，並損害公眾對銀行本身的信心。無論如何，虛擬銀行的

業務不應擴展過速，以致其系統及風險管理能力無法承擔。  
 
退場計劃 
 
20.  鑑於虛擬銀行在香港是新的商業模式，金融管理專員會要求虛擬銀

行申請人提交退場計劃，以應付一旦其商業模式最終並不可行的情

況。退場計劃的目的是確保虛擬銀行一旦需要結束業務運作，相關

過程能有秩序地進行，不會影響客戶及金融體系。一般而言，退場

計劃應涵蓋的事宜包括啟動計劃的條件、啟動計劃的授權、退款予

存戶的渠道以及退款的資金來源。   
 
客戶保障  
 
21.  虛擬銀行應公平待客，恪守《公平待客約章》，並應遵守香港銀行

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發出的《銀行營運守則》所載標準。虛擬銀行

必須在章則及條款內清楚列明銀行與客戶雙方的權利及義務。有關

的章則及條款對銀行與客戶均應公平適當。虛擬銀行必須提醒客戶

在使用虛擬銀行服務時有責任保持安全，以及未有履行此責任時可

能要承擔的後果。章則及條款更應特別列明銀行與客戶將要如何分

擔因保安事故、系統故障或人為失誤引致的任何損失。  
 
22.  在這方面，金融管理專員認為除非客戶以欺詐手段行事或嚴重疏忽

（如未能妥善保管接通電子銀行服務的設施或密碼），否則客戶不

應為透過其帳戶進行的未授權交易而引致的直接損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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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  
 
23.  金融管理專員原則上並不反對虛擬銀行把電腦或業務運作外判予第

三方服務供應商（不論該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是否擁有該虛擬銀行的

集團成員之一）。虛擬銀行應事先與金融管理專員商討重大的外判

計劃，並應表明將會遵守金融管理專員在《監管政策手冊》單元

SA-2「外判」指引所載的原則。特別重要的是，金融管理專員必須

信納外判的運作仍受充足的保安措施管控、客戶資料的保密性及完

整性不會受到影響，以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普通法下的

客戶保密規定得到遵守。金融管理專員應有權對服務供應商的保安

安排及其他管控措施進行審查，或向有關的監管機構、外聘審計師

或其他專家取得報告。金融管理專員亦須信納其在《條例》下的權

力及職責（特別是第 52 條有關接管機構的權力）不會因為外判安排

而受影響。   
 
資本要求  
 
24. 虛擬銀行須維持與其運作性質及所承擔的銀行業風險相符的充足股

本。  
 
 
1本指引不適用於海外機構利用海外網站吸引香港公眾人士於該機構存款的問題。若該

等存款是在海外作出，有關機構不會被視作在香港接受存款，因此無須根據《條例》

獲得認可。然而，《條例》第 92 條規定，除非已遵守《條例》附表 5 的披露要求，否

則任何人士如發出有關存款的廣告、邀請或文件（廣告材料），即使有關存款是在海

外作出，亦屬違法。金融管理專員在考慮某項藉互聯網或其他科技途徑發出的廣告材

料是否以香港公眾人士為對象時顧及的因素載於《監管政策手冊》單元 TM-E-2「藉互

聯網發出徵求存款的廣告材料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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