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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表現可以用「喜

出望外」形容：實體經濟穩步增長；通脹持續

低企；年內美聯儲加息三次並開始縮減資產

負債表，不但沒有造成資金從新興經濟體流

走，美元更是不強反弱。全球多個主要股市

包括美國三大指數牛氣沖天，屢破歷史高位，

MSCI新興市場指數年內也上漲34%，恒生指

數累升近8,000點或36%，2018年1月更乘勢

衝破30,000點，創歷史新高。

盛宴當前，去年投資界普遍沉醉在樂觀甚至

亢奮的氣氛當中─直至2018年2月初，美

國公布的數據顯示工資上升比預期大，影響

市場對通脹的預期，觸發環球股市從高位急

瀉，美國道指更在2月5日一周中兩天錄得跌

幅逾千點，恒指同周亦累跌逾3,000點，美國

十年期國庫債券收益率曾飆升至2.95厘高位。

資金轉身避險之快，反映市場估值屢創新高

的根基並不牢固，並提醒我們，香港需要一

個穩健的金融體系，應對資產市場波動和資

金外流帶來的挑戰。

金融穩定　防患未然

有云「上工治未病」，上等的工夫就是防患勝

於治療。金管局去年進一步實施風險管控措

施，鞏固香港銀行體系和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去年5月，我們針對銀行的樓宇按揭貸款業務

推出第八輪逆周期措施，並加強銀行對地產

商的信貸風險管理，確保一旦地產市況逆轉，

本港銀行體系有足夠的抗禦能力應付衝擊。

經過多輪措施，新造住宅平均按揭成數由

2009年9月的64%降至2017年底的49%；平均

供款與入息比率亦從2010年8月的41%下調至

35%。

另外，金管局去年成立了處置機制辦公室

(Resolution Office)，以國際訂立的標準為依

歸，落實針對「大得不能倒」金融機構倒閉的

自救工作，以免重蹈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時

動用公帑拯救瀕危大型金融機構的覆轍，並

減低它們結業對金融體系以至經濟、社會的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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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風險管控是銀行業穩健、持續發展的

基石。香港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比率和資本充

足率高於法定要求的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顯示銀行體系有很強的抗震緩衝能力。與此

同時，香港銀行業務在2017年取得良好的增

長，整體貸款增幅達16%，信貸質素沒有因為

強勁增長而變差，零售銀行不良貸款比率更

從2016年的0.72%降至0.54%，遠低於2000年

以來的長期平均水平2.2%。另外，香港銀行

業去年整體股東權益回報率（以除稅前經營溢

利計算）達11.74%，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

比，屬於很好的水平。

穩善金融　長治久安

「徒法不能以自行」，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

暴露了單憑法律和規章去制約金融業逐利忘

義的局限性。金管局近年致力推動銀行走「穩

善金融」之道，鼓勵銀行建立和推行良好的企

業文化和價值觀，針對員工謀短線私利而損

客戶或銀行長期利益的問題癥結，從制度入

手，將薪酬獎賞安排與銀行的企業文化和價

值觀掛鈎。我們還在去年3月舉辦首屆獨立非

執行董事研討會，讓銀行獨立董事更深入認

識樹立良好銀行文化的重要性，幫助他們更

好地發揮監督銀行工作的功能。

在銀行業界的支持下，2017年是金管局推動

普及金融富有成效的一年。去年偏遠地區新

增6家實體分行和3部流動銀行車。銀行公會

與「易辦事」和一家連鎖便利店集團合作推出

試點計劃，讓長者可於偏遠地區的便利店免

購物提款。香港郵政也響應我們的建議，今

年開始讓長者在7家主要位於離島和新界的郵

政局提款。在銀行開戶方面，金管局網站去

年推出「開戶難？」專頁和提供專用電郵，並

設專責小組處理公眾關於開戶的疑問或投訴。

經過多方努力，個人和企業開戶的問題顯著

改善。

金融科技 方興未艾

金融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近年更逐漸融入我

們的日常生活。面對這股潮流，香港銀行業

必須與時並進，在科技應用方面蛻變革新。

金管局去年9月推出智慧銀行新紀元，透過七

項舉措（詳見106頁），推動銀行服務提升金融

科技，改善產品和服務質素，令顧客受惠。這

七項舉措獨立成招，卻又環環相扣，將為香

港的支付和銀行服務生態帶來根本性的轉變。

對市民來說，日後不但能享用更方便、更快

捷、更安全的支付和銀行服務，而且選擇更

多、主導權更大。於銀行而言，金融科技將是

未來業務發展成敗的關鍵。邁進智慧銀行新

紀元，將是香港銀行業升級轉型的重大契機。

總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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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灣區」 機遇無限

各地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競爭愈來愈激烈，香

港金融業亟需更多元化的發展。金管局去年

進行多項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工

作，協助金融和銀行業界把握「一帶一路」倡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從

中發揮香港「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的獨有優

勢，為香港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呼應「一帶

一路」而設的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FFO)

成立以來已匯集近90家國際級的合作夥伴，

為強化香港基建融資功能打下了紥實的基礎。

國家開發銀行於去年在港發行首筆「一帶一路」

債券，就是以實際行動支持香港在「一帶一路」

的中介融資地位。

除了大力推廣基建融資，企業財資中心、私

募基金中心和亞洲衍生工具業務中心，都是

金管局向跨國企業和金融巨擘推廣的重點，

藉此吸引它們在港管理資金、資產和各類金

融風險，促進本地金融業和專業服務的發展。

此外，金管局與負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相

關金融部門緊密溝通，商討多方面深化合作，

在金融領域為創造世界級灣區助力。

香港金融業一直沿「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

主軸持續發展。自2014年的「滬港通」、2016

年的「深港通」，以至去年7月啟動的「債券 

通─北向通」，內地與國際投資者通過香港

金融平台的互聯互通範圍由股市逐步擴展到

債市，更突顯香港「國內境外」難能可貴的獨

特地位。回顧去年，香港繼續穩踞全球離岸

人民幣業務樞紐的領先地位，經香港處理的

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成交每日平均金額高達

9,000億元人民幣。另外，根據環球銀行金融

電訊協會 (SWIFT)的數字，年內全球七成以上

人民幣支付交易經香港處理。離岸人民幣市

場運作有序，業務平穩發展。

培育人才　提升實力

金融發展需要人才配合，金管局一向注重銀

行業界的軟實力，鼓勵和支持從業員自強不

息、持續增值。繼推出打擊洗錢及恐怖份子

資金籌集和網絡安全兩個專業資歷架構後，

去年我們將範疇進一步擴展至零售財富管理

和財資管理，通過持續專業發展提升銀行從

業員的核心能力水平。金管局亦致力為銀行

界培育新血，去年聯同業界推出財富管理先

導人才計劃和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計劃，反應

踴躍，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擴大計劃的覆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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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投資　持盈保泰

外匯基金去年投資收入創新高，達2,640億港

元。受惠於全球經濟強勁，外匯基金在股票、

債券和外匯均錄得可觀回報，整體投資回報

率達7.4%，當中「投資組合」和「支持組合」回

報率分別是12.1%和1.8%。「長期增長組合」自

2009年開展投資至今的內部回報率年率更達

到13.7%。儘管去年錄得佳績，面對今年更趨

複雜的投資環境，金管局會繼續小心謹慎管

理外匯基金，同時亦會保持機動性，密切觀

察市場發展，在有需要時適當加強防禦部署，

並繼續加大「長期增長組合」的投資。我們力

求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秉承「保本先行、長

期增值」的投資原則，繼續為港人妥善理財。

踏入2018年，全球實體經濟延續去年良好的

增長動力，但同時也潛藏隱憂，一旦美國通

脹加速以致加息步伐比預期快、貿易磨擦升

溫，或者地緣政治突然惡化，隨時牽一髮動

全身，波及環球金融市場，進而對香港的資

金流向、資產價格和實體經濟造成衝擊，大

家要做好風險管理。

未來數月最能影響香港市場情緒的相信是香

港利率的走勢。美聯儲自2015年12月起6次

加息，港美息差擴闊，為港元流向美元提供

更大誘因，港元匯率近期一直偏弱，並已觸

發7.85弱方兌換保證。正如我們多番強調，當

觸發7.85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便會發揮「超

級找換店」功能，在市場買港元沽美元，保證

港匯不弱於7.85。這是香港聯匯機制的設計和

正常操作，大家毋須擔心。事實上，外匯基金

現時有超過40,000億港元的資產，當中港元貨

幣基礎亦有約17,000億港元，為資金流出提供

極大的緩衝。這些年來我們為香港銀行體系

築起的一道道防波堤，也為銀行以至整個金

融系統的穩定提供了強而有力的保障。從正

面看，資金流出港元，令港息逐步回升，有利

於恢復較為正常的利率環境，從而有助香港

經濟以至資產市場的穩健發展。在這個過程

中，金管局定會嚴陣以待，盡最大的努力維

持香港貨幣和銀行體系穩定。

今年適逢金管局成立25周年，四分之一個世

紀以來，肩負保持香港貨幣、銀行和金融穩

定的重責，我們深知任重道遠，力求不斷自

我完善、持續創新，既要維持系統性穩定，亦

要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以金融

支持經濟的發展。25年來，我們與香港市民

經歷和克服了幾次金融危機，包括1997/98年

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

2011年的歐債危機。我們從過去的金融危機

中汲取教訓，學懂居安思危、自強不息和防

患未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金漆招牌得來

不易，金管局將繼續上下一心、竭盡所能，為

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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