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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局年內完成籌組
──訪籌備小組主席查史美倫

類似金融發展局的機構早已在倫敦、新加
坡及上海等多個海外地區存在，香港此刻才着
手建立金融發展局，市場擔心香港會因此輸在
起跑線上，不過查史美倫表示，建立金融發展
局的快慢，並非籌備小組考慮的範圍，研究未
來可以做的及需要做的工作，提升香港競爭力
才是重點。

查史美倫指出，全球市場都在提升競爭力
及地位，所有市場也是競爭對手，香港不能單
是注視對手，更重要是檢討本身如何提升實力
，由於各自發展時期不同，香港不一定要按其
他市場的方向去做，香港的精神是在困難中找
出解決方法。她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樂觀。

查史美倫表示，目前有不少性質類似機構
，例如英國的倫敦金融城、法國的Europlace、
紐約市長的特別委員會、上海市政府金融辦公
室，以至迪拜、卡塔爾及阿布扎比等，其職能

及架構的經驗可供參考。她稱，倫敦在這方面
非常成功；新加坡政府部門加上非政府組織的
配合，亦有不錯成績。香港金融發展局將會參
考這些地區機構的情況，以尋求提升香港金融
業的做法。

在該些類似機構中，以上海金融辦較為活
躍，其職責涉及層面眾多，主力負責根據上海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定位、發展目標和主要任
務等，擬定建設規劃及發展工作。此外，並會
促進金融中介服務發展、加強區域金融合作，
以及推進多項有關金融體系建設，並非僅僅作
宣傳之用。上海金融辦曾經與Europlace簽署諒
解備忘錄，促進兩大金融中心的交流和合作。

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工商業支援與
專業服務是本港經濟的四大支柱。除金融服務外，
其中三大支柱均有相關的發展局提供配合及支援工
作。一些金融業人士多年來一直提倡成立發展局，
其目的是在環球金融市場不斷變遷中，維持香港在
國際市場間的優勢；同時面對內地與本港經濟與金
融逐步融合過程中，為業界開闢更多機遇。

■ 未來或攬海外路演 ■

查史美倫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指出，現時財政
司司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金管局、港交所，以
至貿發局等，均會到海外進行路演推廣工作，惟缺
乏系統性，例如港交所推廣產品及交易平台、金管
局推介人民幣業務、證監局在監管工作上尋求合作
等，將來可能統一由金融發展局策動，有關分工未
來會深入研究。

至於訪問內地方面，查史美倫不擔心對口過程
遇到問題。雖然對口單位一定是政府對政府，但相
信內地有關部門亦會聽取非政府組織的意見，例如
銀行公會每年訪京，獲得銀監、證監會負責人接見
，故金融發展局現階段無須以政府部門形式成立，
在路演工作上，亦會配合金管局、證監會、港交所
及銀行公會等一同進行。

除了推廣之外，查史美倫認為向政府提供意見
，將會是金融發展局重要工作之一。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仍為其中一個重要經濟支柱
，原地踏步一定會被周邊市場迎頭趕上。金融發展
局將會審視本港市場的發展，對可做而未做的項目
，了解是否存有障礙。舉例說，香港早年免除遺產
稅，希望將資產挽留在港，有利發展財富管理中心
，惟信託法自 1930 年代起沒有改革，不少遺產以
信託模式運作。倘若未來有關法規得以修訂，信託
基金設於本港，除可帶動財富管理生意之外，律師
等相關行業亦會受惠。

■ 不是業界傳話機器 ■

同時，對於業界認為可行的方案，發展局亦會
作深入探討，將研究結果整合後，向政府提交建議
。查史美倫強調，金融發展局並非業界的傳話機器
，亦不會偏袒大型、中小型、中資或外資機構，而
是一個平台收集各界意見。

據介紹，金融發展局涉及的範疇相當廣泛，除
了銀行及證券之外，亦包括期貨、衍生產品、基金
、資產管理、保險與再保險、人民幣及商品等。查
史美倫稱，金融服務並非單一產業，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更需要作多元化的發展，而未來發展的
空間相當大。

其中，人民幣未來必定會發展成為自由兌換貨
幣，過程中香港金融市場必然要做好準備。查史美
倫指出，本港經過多年開展人民幣業務，已在國際
市場間取得重要優勢，很多服務也經過本港進行。
在作好充分準備，倘若未來人民幣自由兌換，香港
仍可保持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優勢。

■ 類似機構海外普遍 ■

對於外界憂慮香港金融範疇已設有不少監管及
政策機構，若再增設金融發展局，將會令現行機制
架床疊屋。查史美倫認為，金融發展局在海外市場
十分普遍，在本港卻屬新成立單位，外界當然關注
，特首梁振英先成立籌備小組，除了是進行前期工
作之外，亦希望發展局在成立前，可以消除市場的
憂慮。

查史美倫續稱，金融發展局不會取締現行金管
局及證監會的職能，亦非推動政策的部門，而是類
似智囊團提供有研究基礎的政策建議。被問及會否
涉及討論聯繫匯率制度，她回應稱，聯匯屬於貨幣
政策，並非金融發展局的範疇，並將繼續是金管局
負責。

至於金融發展局組班問題，查史美倫知悉不少
市場人士批評缺乏中小企聲音，她澄清籌備小組人
多難有成效，而將來成立發展局的成員，必然有來
自不同範疇人士參與。被問及她會否由籌備小組，
直接過渡至金融發展局，她只表示由特首決定及委
任。

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成員中，有多名
建制派成員，外界憂慮行會成員不能反映社會各界
聲音。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查史美倫認為，特首梁
振英着重深入民間，聽取民眾聲音，故行政會議並
非政府聽取意見的唯一渠道。

自 04 年起查史美倫一直出任行政會議成員，
經歷董建華至梁振英執政時代。她表示，新一屆行
會組成，與以往分別不大，行會成員均以其專業背
景及經驗，向政府提出意見。同時，成員仍會接觸
各個行業，聽到各界建議，以至留意不同媒體的報
道，故能夠向政府真正反映各方面聲音。

近年港人與內地人的社會摩擦日益加深，被問
及有何方法解決，查史美倫即談及自身經歷，早前
她前往銅鑼灣，打算光顧一間老牌小店舖，惟原址
已轉為大型表舖。她指出，最大矛盾是內地富有人
士來港購物及投資，推高樓價及租金，最終只有名
牌能夠負擔租金，香港小商店沒有生存空間，港人
的購物選擇已縮窄，故不難理解港人為何反感。至
於新移民方面，則是另一個社會問題，但社會包容
及互相了解，將可減少摩擦，她承認並非短期可以
解決的問題。

查史美倫又指出，不少內地生來港接受高等教
育，但留意到本港大學生甚少與內地生有所交流。
她提醒，中國的經濟實力持續提升，將來香港的競
爭或合作對手，與內地人碰頭的機會甚高。年輕人
應該把握在大學上課的環境，多了解內地人的文化
，以及令其融合香港社會，而這方面的確目前尚有
不足之處。事實上，不少內地來港多年的大學生，
普遍也喜歡香港，故應把握機會吸納這批人才。

為推動金融業發展、鞏固本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新一屆特區
政府計劃設立金融發展局，籌備小
組日前已成立。小組主席查史美倫
強調，構思中的金融發展局不會取
締現行監管機構，亦非政策局，而
是就香港未來金融發展，向政府提
供意見、收集金融業不同界別聲音
，以及在對外推廣宣傳上擔當協調
工作。她表示，籌備小組下一步將
就金融發展局定位、職責、運作、
管治架構及期望等諮商業界，惟未
有正式成立的時間表，期望小組可
於年內完成籌備工作。

本報記者 郭文翰 盧燕琴

提升港競爭力乃研究重點

中資行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香港現有發展局一覽
機構

金融發展局
電影發展局
航運發展局
港口發展局
旅遊發展局
物流發展局
藝術發展局
貿易發展局

註：*剛成立籌備小組

成立年份
待定*
2007年
2003年
2003年
2001年
2001年
1995年
1966年

與金融發展局類似機構簡介
●倫敦金融城

是推動金融城及城內企業發展的機構，為金融
城提供所有需求並作長遠規劃，為其企業提供包括
基礎設施維護至戰略性規劃等服務，是英國金融服
務業的宣傳大使及推動中介。
●法國Europlace

由銀行、金融中介、投資商、保險公司、律師
行和會計事務所等150多家法國或國際商業機構組
成，致力促進法國與其他國家的金融合作。
●上海金融辦

2002年成立，負責根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的定位、發展目標和主要任務等，擬定其建設規劃
及發展工作，完善各類金融機構和人才服務體系，
推廣金融建設及促進金融中介服務業的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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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局籌組成員簡介
查史美倫 籌備小組主席。1991年加入香港證監會，
1998年任副主席，2001至2004年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現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滙控董事、滙豐銀行副主席。
謝湧海 1979年加入中國銀行，曾派駐海外。1993年
來港。現為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永遠榮譽會長、中銀國際
副執行總裁。
文禮信 怡和集團前大班。後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
及行政總裁，現為花旗銀行亞洲區高級顧問。
李律仁 論政組織 「三十會」 召集人，曾任職香港證監
會，現為大律師及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
梁鳳儀 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除了參考國際市場成功經驗，查史美倫還
提到本港競爭環境的轉變。她坦言，競爭環境
越來越激烈，以往外資為競爭對手，現時是中
資行發展更快。她認為，經營環境轉變時，業
界亦需要思考如何提升競爭力。中資機構從無
到有，現時發展強大，業界需要學習其成功之
路。

她舉例，金融服務業由人力資源主導，服
務質素與人才質素掛鈎，發展局可提升金融服
務行業整體水平，以及香港的金融業如何維持
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需要加強人才的培
訓。

籌備小組另一成員，中銀國際副執行總裁
謝湧海，一直被稱為推動建立金融發展局的主
力。他亦強調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是中資行在
港的作用。

他曾稱，內地培養了很多人才，這些人更
有戰鬥力，而且有很多智慧可供香港業界參
考。

他曾提議，利用香港作為財富管理中心這
一點突圍。他指出，目前內地每家銀行都進入
私人銀行業務領域，然而該等銀行並不是真正
意義上的私人銀行，私人銀行應該是給高端客
戶量體裁衣提供合適的服務，這點內地未能做
到。

他提議，香港應該主動要求內地商業銀行
來港設立私人銀行總部。隨着內地高端客戶越
來越多，要到國外做投資移民、分散投資，香
港會是第一站，所以香港的銀行、投資銀行、
商業銀行，很多內地人來開戶，不僅限於香港
客戶。他說，這些都是幫助香港發展的一個增
長點。

▼查史美倫表示：構思中的金融
發展局不會取締現行監管機構

▼本港經濟
四大支柱包
括：金融服
務、貿易及
物流、旅遊
、工商業支
援與專業服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