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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香港和亞洲區的經濟在2000年內強勁復甦。為保

持香港在國際金融及貨幣發展上的領導地位，金

管局繼續積極參與各個國際、多邊及區域組織的

活動，推動國際金融架構的改革。金管局亦透過

參與這些國際組織活動，促進國際社會對香港的

貨幣及銀行政策的了解和支持，這對香港保持其

競爭力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至為重要。

金管局亦繼續與區內其他央行定期舉行雙邊會

議。隨着國際金融市場漸趨一體化，這些雙邊會

議為金管局提供重要機會，與區內央行交流有關

金融事務發展的資料，以便對金融市場作出適當

的監察，以及對金融機構作出審慎的監管，從而

促進區內的貨幣和金融穩定。金管局又致力推動

本地及區內債券市場的發展，以促進金融中介機

制的運作，把本地和區內的儲蓄引導至有利經濟

發展和復甦的項目上。

此外，金管局亦透過參與不同的循迴推介活動及

舉辦研討會、會議及其他有關活動，繼續致力提

高香港的主要國際中心地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基金組織）、國際金融公司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開發銀行）在香港設立新辦事處，使香港作為區

內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穩固。

在2000年內，金管局繼續積極

推動國際金融架構的改革。在

亞太區內，金管局亦繼續主導

多項計劃，以加強本地及區內

債券市場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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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的成果 

改革國際金融架構

亞洲金融危機清楚顯明了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未能

有效地處理系統性危機，以及與全球化、金融市場

一體化及不穩定的資金流向有關的風險。有見及此，

國際金融界已把建設更穩健的國際金融架構列為首

要工作。金管局積極響應這些國際措施。

金管局於1999年下半年參與金融穩定論壇。這個

由七大工業國設立的主要國際論壇，旨在透過加

強資訊交流，以及在金融監管方面進行合作，促

進國際金融穩定。透過積極參與該論壇轄下的高

槓桿機構工作小組，金管局發揮重要作用，讓國

際金融界更明白和了解大型高槓桿機構對如香港

這類中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的穩定可能會造成的

不利影響。

此外，為跟進高槓桿機構工作小組的建議，金管

局與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內的幾家央行合

作，鼓勵私營部門專責小組就外匯市場的良好交

易手法制定標準指引。有關小組已制定標準指

引，並已於2001年2月公布。下一步便有待國際監

管組織及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外匯及市場營運

委員會考慮採納這些指引。

本地方面，金管局對本港資金流向的監察方法作出

檢討，並與先進國家及區內其他經濟體系比較。金

管局亦已和本港有關監管機構商定了多項措施，以

加強本地的監察工作。另外，金管局亦會改善認可

機構申報表的內容，從而獲取更多有關外匯市場活

動的數據。政府統計處將按月收集有關投資組合流

向的統計資料。

地區金融合作及多邊組織的參與

金管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機構及中央銀行活動，

以保持香港在金融及貨幣發展上的領導地位。

金管局積極參與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會議

及其轄下的工作小組。金管局是東亞及太平洋地

區中央銀行會議轄下的金融市場工作小組和支付

及結算系統工作小組的成員，並出任銀行業監管

工作小組的主席。金管局於2000年3月舉辦東亞及

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副行長級會議及金融市場工

作小組會議。

中央銀行代表出席金管局舉辦的第19屆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副行長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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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金計劃的磋商工作。這項計劃是亞洲開發

銀行（亞行）為區內最窮困人士而設的優惠借貸機

制。2000年12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香港撥

出1.27億港元（1,628萬美元）作為對該計劃的捐

款。香港亦繼續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金融市

場委員會確認為觀察員。

為掌握最新國際金融發展情況，金管局積極參與

基金組織、國際結算銀行及亞行的活動，亦曾與

上述機構在香港聯合舉辦活動。2000年12月，金

管局便與基金組織及開發銀行聯合舉辦了國家債

務管理研討會。

為加強區內的貨幣事務合作，金管局繼續致力加

強與區內央行的雙邊聯繫。2000年內，金管局曾

與澳洲儲備銀行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舉行雙邊會

議。

總裁任志剛先生（站立）及副總裁陳德霖先生（右三）

代表金管局參與第6屆馬尼拉方案小組副財長及副行長級
會議的主席團。

金管局積極參與其他區域組織，例如四市會議、

亞洲外匯市場監察會議、G20會議、東南亞與新西

蘭及澳洲中央銀行組織會議，以及G10全球金融體

系委員會會議等。2000年3月，金管局舉辦第6屆

馬尼拉方案小組會議，會上討論了區內的經濟與

金融監察、國際金融架構改革的進展，以及跨境

資金流向的監察等事項。

金管局參與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

財長會議，討論區內經濟，以及為確保經濟持續

增長，以促進區內經濟蓬勃發展而需實行的措

施。金管局又代表香港參與亞洲開發基金第七次

金管局、基金組織及開發銀行聯合舉辦亞洲區政府債務

管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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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北京常設代表處香港分處於

2000年9月開始運作。基金組織總裁Horst Köhler於

2001年1月主持該分處的開幕儀式。基金組織分處

將密切留意香港及區內的經濟及金融發展，亦會

促進基金組織與金管局的技術合作，有助金管局

監察金融市場和區內的發展。

2000年10月，國際金融公司及開發銀行在香港開

設聯合區域辦事處，負責國際金融公司在區內的

所有投資，以及開發銀行在區內的私營部門發展

活動。聯合區域辦事處的成立將有助刺激在亞洲

區內，特別是在中國的私營部門投資，並為香港

帶來更多商機。國際金融公司在香港的融資活動

亦會促進本地及亞洲區債券市場的發展。

連同1998年開設的國際結算銀行亞洲區辦事處在

內，這些辦事處的成立，增強了香港作為推動金

融市場發展及穩定的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要地

位。

（右起）總裁任志剛先生、基金組織總裁Horst Köhler先生
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廷煥先生在基金組織香港分處

的首任常駐代表李威廉先生陪同下主持基金組織香港分

處的開幕儀式。

區內債券市場的發展

金管局繼續積極參與推動區內債券市場發展的工

作。繼於1999年公布亞太經合組織就發展本地債

券市場的《穩健執行手法手冊》後，香港參加了四

市會議轄下的亞洲債券市場發展研究小組，研究

在澳洲、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等四個經濟體系內

發行跨境債券的障礙，並就消除這些障礙提供實

際建議。

2001年的計劃 

金融市場日漸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勢帶來了風

險，亦同時帶來了機遇。金管局將繼續監察國際

金融事項的發展，以及對香港造成的影響，並會

繼續鼓勵央行間的合作，以確保區內貨幣及金融

穩定。

為減低因金融市場關係日益密切而導致的系統性

風險，長遠而言，改革國際金融架構實屬必然的

措施。這將有賴亞洲區內及國際社會的共同合

作，採取一致行動。為確保香港及其他新興市場

經濟體系的利益得到重視，與跨國機構保持緊密

的工作聯繫至為重要。

與此同時，金管局將繼續努力，促進本地及海外

社會對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了解和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