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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計算的保障額是採用2022年年底的匯率

保障額

以當地貨幣計算
50萬元人民幣

25萬令吉

25萬美元

8.5萬英鎊

10萬歐元

80萬港元(建議水平)

1,000萬日圓

10萬歐元

10萬加元

50萬港元(現時水平)
5,000萬韓圜

10萬歐元

7.5萬新加坡元

以美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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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額相對人均
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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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卿（左）表示，今次的優化建議能確保存保計劃緊貼國際標準，並按設計原意
有效促進銀行體系穩定。右為存保會總裁陳羿。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攝

存保額增至80萬港元後可覆蓋港逾92%存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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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發

生過不少銀行擠提事件，1991

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引

發香港多家銀行出現擠提，政

府當時有所警覺，於1992年就應否推行存款

保障計劃進行公眾諮詢。然而，由於成本、

公平及道德風險等憂慮，設立存款保障計劃

的建議遭到否決。其後，香港於1997年亞洲

金融危機時，有存戶對個別銀行甚至整個銀

行體系信心受損，導致多家本地銀行遭遇短

暫的擠提。

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成為焦點。1998

年，金管局的一份顧問研究認為，香港有需要

推行明確的存款保障安排，使銀行體系在抵抗

外圍危機時能更加安全和穩定。經過長達6年

的研究和兩輪公眾諮詢，2004 年金管局就存

保計劃的設計制定最終建議，《存款保障計劃

條例》於2004年5月獲立法會通過。條例通過

後，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於2004年7月成立，

肩負在港實施存保計劃的責任，存保計劃則於

2006年9月25日正式推行。截至去年3月底，

共有約152家銀行位列存保計劃的成員名單，

全額保障存戶約 2,040 萬戶，佔存戶總數約

89%。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上世紀多銀行擠提催生「存保制」

話你知話你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存
保會建議將香港存款保障額由現時
50萬港元，增加至 80 萬港元，並

期望新的保障額能在今年第四季生效。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為存保
額提高至 80萬港元是合適水平，
因為該保障額與其他主要國家或
地區相比已屬於中上的水平，且這
次存款保障額的調整參考了國際標
準，經調整後逾92%存戶的存款可以
獲得全額保障。
他指出，銀行業界曾經統計過，每位市民平均擁

有3至4個銀行戶口，而存保會的保障是按每間銀行
去計算，假設一位市民有200萬港元存款，將存款
平均攤分至3間銀行的戶口去儲蓄，在存保額由現
時50萬增至80萬港元後，該市民的存款將可以獲得
十足保障。
陳振英續指，銀行參與存保計劃，需要付出的保費
一般不會轉嫁存戶，相信存保額提升後，會在一定程
度上幫助到中小型銀行吸收存款，因為存戶可能把一
部分存款放在大銀行，如有剩餘存款，則可能考慮存
在中小銀行，分散存款以獲得十足保障，而中小型銀
行亦可能推出特別優惠利率等吸引存戶。

黃俊碩倡存保額上調至100萬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黃俊碩亦歡迎上
調存保額至80萬港元，不過同時指
出，他更傾向將存保額上調至100
萬港元，因為一來存保金額不宜有
太頻繁的變動，而且香港平穩經歷
過多次金融事故（例如2008年的金融
海嘯），足以證明香港銀行體系非常
穩固，加上在港持牌機構信譽良好，保障額其實
「形同虛設」。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下稱「存保會」）昨發表優

化香港存款保障計劃（下稱「存保計劃」）的諮詢總

結報告，建議將存款保障額由現時50萬元（港元，

下同）提高至80萬元，超過92%存戶可獲十足保

障，受保障存款總額約3.3萬億元。存保會指，相關

建議能夠適當而充分地加強存戶保障，亦符合國際標

準，將按照諮詢文件的各項優化建議提出立法修訂，

期望今年第四季生效，並在實施3年後再作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存保會於2023年7月13日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諮
詢期共收到33份來自市民大眾、消費者保障組織、銀行

業界及相關專業團體提交的意見書。存保會也委託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就主要優化建議進行民意調查，訪問了約
1,000名18歲或以上持有銀行戶口的香港居民。
存保會仔細考慮所有意見和相關因素後，認為在現階段將存
保額提高至80萬元，已經能夠適當而充分地加強存戶保障，因
為這個水平相比現時50萬元已經有六成升幅，不止可以追上累
積通脹，更能提升實質保障達兩成。同時，大部分存戶（超過
92%）可獲得十足保障，符合國際標準。整體而言，除了某些
優化建議的執行細節因應銀行的意見而作出微調外，存保會將
按照諮詢文件的各項優化建議提出立法修訂。

存保額與歐洲國家水平相若
根據存保會諮詢文件資料，對比其他經濟體，香港的存保
額與歐洲主要國家如英國、德國、丹麥及愛爾蘭的水平相
若，折算同為約10萬美元，但就較美國的25萬美元少近60%
（見附表）。
存保會去年發布的諮詢文件還就優化存保計劃提出一系列
的政策建議，除將保障額由現時的50萬元提高至80萬元外，
還提出完善供款機制、加強銀行合併時存款保障、擴大展示
計劃成員標誌的規定至數碼渠道，以及簡化對私人銀行客戶
有關不受保障存款的負面披露規定等。按照建議，若存款保
障額由50萬元提升至80萬元，獲全額保障存戶會由約2,040
萬存戶，增至2,123萬存戶，佔存戶總數的92%；而受保障存
款總額估計由現時約2.6萬億元，增至約3.3萬億元，佔銀行
體系總存款的25%。

分兩階段實施 三年後再檢討
存保會主席劉燕卿昨表示，今次的優化建議能確保存保計
劃緊貼國際標準，並按設計原意有效促進銀行體系穩定。鑑
於國際間存款保險的發展在未來數年存有不少變數，存保會
將爭取在今年內落實新的保障額，並在實施三年後（即2027
年）再作檢討，目標是在隨後一年完成相關檢討工作。屆
時，存保會將因應國際和本地的最新發展，並根據相關原則
和參考指標，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加強存款保障。
存保會總裁陳羿則表示，存保會在敲定諮詢總結時，已經
綜合考慮收集到的所有意見，並盡量從中取得平衡。存保會
與政府將緊密合作，在未來數月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條例修
訂草案，目標是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將涵蓋新的保障
額和籌備需時較短的優化措施，期望在今年第四季生效；至
於涵蓋其他優化措施的第二階段，預計於2025年年初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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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額增至80萬 92%存戶受全保
3.3萬億存款獲保障 冀年底前立法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就存保會優化存保計劃提出
一系列的政策建議，香港銀行公會發言人昨指出，銀行業界
會按照存款保障計劃的最新指引，全面落實相關細節，提升
對存戶的保障。發言人又指，香港銀行公會亦歡迎當局訂下
路線圖，研究未來進一步優化計劃的可行性。

ZA Bank：有助加強公眾信心
虛擬銀行ZA Bank昨亦表示歡迎存保會相關建議，相信
相關決定已充分考慮各界意見。發言人指，樂見全港銀行
用戶將有更大保障，有助加強公眾對銀行業界包括數碼銀
行的信心。又指作為數碼銀行的領跑者，ZA Bank致力提
供安全可靠、有溫度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最新推出的活期
存款產品「錢罌」，亦是符合香港存款保障計劃保障資格
的存款。

銀公：將按存保指引落實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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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在灣區台胞在灣區議員回應議員回應

◆陳振英

陳茂波：大型公共基建融資可參考機場零售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機場零售債券昨

首日上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債券發行儀式
時表示，今次機管局按政府的建議發行零售債
券，可以說是具有標誌性意義，是次機管局債券
能為市民提供回報穩定的投資選項，這次發行也
為日後其他大型公共建設項目在社會上進行融
資，提供了有用的參考。

機場債券每手賺160元
機管局債券（4701）昨掛牌，最高曾見101.6

元，收報101.6元，升1.6%，成交金額約3,440
萬元。投資者昨日每手賬面賺160元。
陳茂波表示，機管局近年發行的都是機構投資

者債券，今次是逾二十年來首次發行供市民認購
的零售債券。就普惠金融而言，陳茂波表示過去
數年政府發行了1,900億元的零售債券，包括通脹
掛鈎債券、銀色債券，以及綠色零售債券。於去
年財政預算案也提出，成立基礎建設債券計劃，
目標是就計劃下所發行的債券，撥出一部分，讓
強積金計劃下的受託人認購，為供強積金的市民

提供回報穩定、安全的投資選項。
陳茂波認為，建造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涉

及1,400多億元的預算，由機管局去安排，但政府
一直與機管局的管理團隊緊密合作，經常開會，
第一要做到準時，第二要符合預算，第三是要想
好融資。他指政府不是只說說而已，同時也作出
了貢獻，例如政府每年會向機管局收取幾十億元
的股息，但這幾年政府就暫時不收，等三跑投入
運作之後，機管局便要開始再次派息了。
他又認為，香港國際機場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

置，服務水平很高、很有效率。全球半數人口在
香港國際機場五小時的航程範圍內，也是全球最
繁忙的貨運機場。而機場的發展願景是成為機場
城市，未來機場會提供更多不同的設施和服務，
吃、玩、表演、醫療、Spa（水療）等都有。日後
香港國際機場會是一個旅遊地標，集合玩樂及休
息的好去處。

蘇澤光：機場容量將增50%
機管局主席蘇澤光在致辭時表示，零售債券是

興建第三條跑道融資的
一部分，通過零售債券
可讓市民參加計劃，機
管局選擇不靠政府投
資，而是在金融市場融
資，是明智決定，不但
能減輕公共財政負擔，
亦能增加債券市場多元
化及流通量，讓公眾可
參與計劃，並作為政府
將來大型基建計劃融資
的參考。今次機管局發
行完成零售債券後，三
跑涉資1,400多億元融資
計劃大致完成。
蘇澤光續指，香港機

場去年 3月完全解封，
至聖誕已恢復旅客量至疫情前80%，新跑道已投
入運作，其餘剩下項目有信心今年之內完成，屆
時機場容量將增加 50%，接待旅客量由原本

7,000萬增至1.2億，處理貨物量由原本500萬公
噸增至1,000萬公噸，保持世界領先航空樞紐的地
位，推動香港及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陳茂波（右六）與蘇澤光（左六）出席香港國際機場零售債券發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過往香港曾發生過不少銀行擠提事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