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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摘要

經濟及
金融環境

香港經濟增長減慢，反映本

地需求轉弱及出口表現欠

佳。在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加

劇下，本港股市大幅上落。

住宅物業市場於 2月公布第七

輪審慎監管措施後開始回軟。

香港銀行體系維持穩健。本

地註冊認可機構資本充裕，

認可機構的流動性狀況亦維

持良好。零售銀行的資產質

素輕微轉差，但仍處於健康

水平。

貨幣穩定

港元兌美元匯率大致保持穩

定，強方兌換保證於 4月、9

月及 10月多次被觸發。儘管

環球金融市場動盪，港元外

匯市場繼續有序運作，反映

聯繫匯率制度具高度承受外

來衝擊的能力。

貨幣市場繼續正常運作，銀

行同業流動資金充裕。繼美

國聯邦儲備局決定上調聯邦

基金利率目標範圍，本港基

本利率於 12月上調 25基點至

0.75厘。

銀行體系的
穩定

金管局加強對認可機構風險

管治的監管，包括信用及流

動性風險管理系統、打擊洗

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

管控措施，以及投資與保險

產品銷售手法。

金管局宣布適用於香港的逆

周期緩衝資本，並指定 5間認

可機構為具本地系統重要性

銀行。年內就有關在香港設

立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及優化

存款保障計劃以加快發放補

償速度分別向立法會提交立

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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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

金管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及

區內組織會議，對加強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更不遺餘力。為改善香港稅

務環境以助發展香港成為企

業財資中心樞紐的立法建

議，於12月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仍然是全球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市場具備相當的

深度與廣度。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安排於 7月實施，進一

步豐富香港人民幣產品種類。

香港的金融基建進一步提

升，電子支票服務於 12月成

功推出，方便客戶於網上簽

發及存入支票。有關多用途

儲值支付工具發牌及指定重

要零售支付系統的新監管制

度於 11月實施。

儲備管理

面對艱鉅嚴苛的投資環境，

外匯基金在 2015年的整體投

資回報率為負 0.6%。於 2015

年年底，外匯基金的資產總

額達 34,229億港元。

金管局加快多元化投資的步

伐，特別是長期增長組合的

投資。於 2015年年底，長期

增長組合投資的市值總計

1,421億港元，當中包括私募

股權 913億港元及房地產 508

億港元，已承擔但尚未提取

作投資的總額為1,224億港元。

機構職能

金管局透過傳媒、公眾教育

活動及其他各種渠道與社會

保持有效溝通，增進公眾對

金管局政策及工作的了解。

年內進一步加強機構管治，

包括推動員工專業發展、嚴

格控制財政、加強資訊科技

保安及重整管理層分工，以

應付推行新措施及日益繁重

的工作所帶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