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存款保障计划第二阶段检讨的咨询文件 
 

问与答 
 

 

A. 有关检讨的一般问题 

 

Q1.  存保会为何将检讨分两阶段进行？ 
 

A1.  检讨所涉项目之复杂程度不尽相同，而所需咨询时间亦有差异，

所以将那些对提高存保计划的效用或效率较重要的项目放在第一

阶段检讨作优先处理，以避免因要同一时间处理所有项目而令到

它们的实施受到阻延。 
 

Q2.  第二阶段检讨包括哪些项目？ 
 

A2.  第二阶段检讨的项目主要包括针对改善存保计划发放补偿效率和

提高其保障范围透明度之技术性调整。 
 

Q3.  第二阶段检讨所提出的建议将于何时生效？  
 

A3.  视乎咨询工作的进度，存保会期望同时引入于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

检讨所提出的改善项目，最佳能于 2010 年底前生效，让市民在政

府提供的百分百存款担保届满时能受惠于一个更佳的存保计划。 
 

Q4.  第二阶段检讨的咨询文件中的主要建议是什么？ 
 

A4.  第二阶段检讨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 

 

 透过简化补偿计算程序，以提高发放补偿的效率；及 
 

 强化存保计划的申述制度，以提高其保障范围的透明度。 
 

Q5.  存保会将如何鼓励公众参与咨询？ 
 

A5.  存保会将展开宣传活动，使公众知悉正在进行的咨询以及提供意

 1



 见的渠道。存保会将积极鼓励所有有兴趣及相关人士参与咨询，

 并听取他们就咨询项目发表的意见。 
 

 

B. 补偿计算程序 

 

Q6.  就改善补偿计算程序，存保会有哪些建议？ 
 

A6.  有关建议包括: 

 

i. 容许身处香港以外地点的存保会委员透过电子渠道参与存保

会会议； 
 

ii. 赋予存保会权力，于其认为存款或存户负债的累算利息金额或

存户的年金或将来或或有负债之价值未能确定时，或确定该等

金额或价值可能会不当地阻延存保会向存款人支付补偿时，可

决定该等金额或价值；及 
 

iii. 更清楚阐明存保会可向不同类别的存户作出不同金额的中期

付款的权力。 
 

Q7.   存保会为何建议容许身处香港以外地点的存保会委员透过电子渠

道参与存保会会议？ 
 

A7.  现时，只有身在香港的存保会委员才可计入通过决议所需的法定

人数之内。容许身处香港以外地点的存保会委员参与存保会会议，

能确保存保会于发放补偿时能及时处理和通过高度紧急的决议。 
 

Q8.  存保会为何建议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赋予其权力，以决定存户的

存款和负债之累算利息金额？ 
 

A8.  这是为了确保不会因要为涉及复杂利息结构的产品准确地评估累

算利息而不合理地阻延补偿的支付。 
 

Q9.  存保会将如何在有关的特殊情况下，计算涉及复杂利息结构的存

款和负债的累算利息金额？ 
  

A9.  因累算利息金额通常仅占存户应得补偿的小部分，所以存保会会

采用「最佳利率」方法，即略为高估因累算利息而应支付的补偿，

以消除出现就余额索偿的可能性。轻微高估补偿金额所可能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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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应比进行准确利息计算之成本或处理余额索偿须负担的成

本较为合理。 
 

Q10. 存保会为何建议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赋予其权力，可决定存户的年

金或将来或或有负债之价值？ 
 

A10. 这是为了确保不会因要准确地为涉及复杂估值法则的年金或将来

或或有负债估值而不合理地阻延补偿的支付。 
 

Q11. 存保会将如何在有关的特殊情况下，估计存户的年金或将来或或

有负债之价值？ 
  

A11. 因存户由于年金或将来或或有负债而须承担的负债可对获发补偿

的受保障存款净额造成重大影响，故存保会于估计该等金额时一

般会倾向保守，以免因低估负债而高估应付的补偿。若倒闭银行

清盘时清盘人裁定存户可享的优先索偿金额超出存保会已付金

额，存户仍有权就该部分的金额获得赔偿。 
 

Q12. 存保会为何认为向不同类别的存户作出不同金额的中期付款是理

想的做法？ 
 

A12. 在发出中期付款时，若存保会能完全支付小存户应得的全部补偿，

这将可大大简化其后的发放补偿程序，并可由于须处理的存户人

数大幅减少而节省成本。 
  

此建议主要是为了更清楚阐明存保会在《存款保障计划条例》 

（《存保条例》）下可向不同类别的存户作出不同金额的中期付款

的权力。 
  

 

C. 申述安排 

 

Q13. 有关改善存保计划的申述制度，存保会有那些建议？ 
 

A13. 有关建议包括: 

 

i. 除自动续期的交易之外，计划成员须按每宗交易作出负面披

露和获得客户确认； 
 

ii. 计划成员须就其存款的保障地位作出正面披露，并规定计划

 3



成员须于指定时间内以指定形式响应存户提出正面披露的要

求； 
 

iii. 规定计划成员作出的正面及负面披露均须符合若干有关字体

大小及位置的标准，让存户容易察觉该等披露；及 
 

iv. 禁止计划成员将不符合《存保条例》所指的结构性存款的金

融产品称为结构性存款。 
 

Q14. 存保会为何建议计划成员须按每宗交易作出负面披露和获得客户

认？ 
 

A14. 这建议是为了避免存户因未能记起计划成员于其账户开立时，就

有关投资不受保障存款所作的一次性负面披露，而误将不受保障

存款当为受保障存款。 
 

Q15. 存保会为何建议规定计划成员须就受保障的存款作出正面披露？ 
 

A15. 这建议是为了响应公众明确希望获得正面披露的诉求。将正面披

露制度化和为其订下统一的标准，将可为计划成员就作出披露提

供较佳指引及提高存户对该等披露的认受性。 
 

Q16. 存保会为何建议计划成员的披露声明须于当眼位置作出？ 
 

A16. 这建议是为了使披露更明显和容易让存户阅读。 

 

Q17. 存保会为何建议禁止计划成员将不符合《存保条例》所指的结构

性存款的金融产品称为结构性存款？ 
 

A17.  这建议是为了免除银行将受保障存款命名为结构性存款所产生的

混淆。若此情况变得越趋普及，将会严重影响「结构性存款」一

词于协助存户辨认不受保障存款的标示作用，并会损害公众对存

保计划申述制度的信心。 
 

Q18. 建议修订生效后的申述制度与现时的申述制度有什么主要分别？  
 

A18. 现时及建议修订生效后的申述制度的主要分别简列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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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的制度 建议修订生效后的制度  

• 须就每个账户作出

一次性披露及获得

客户确认，或须按每

宗交易作出披露和

获得客户确认 

• 于每次进行交易时作出

披露及获得客户确认 

负面披露 

 

• 并非一项强制性的

规定 

• 须就每个账户作出一次

性披露，或须按每宗交

易作出披露 

正面披露 

 

 

• 须于指定时间内以指定

形式响应存户提出正面

披露的要求 
 

• 由银行决定 • 披露声明的字体应至少

与文件中其它文字的大

小相同 

正面及负面

披露的字体

大小及位置 
 

• 必须于独立章节作出披

露，并在适当的情况下

于目录标示索引 
 

银行对「结

构性存款」

一词的使用 

• 并无限制 • 只可称符合《存保条例》

所指的结构性存款的金

融产品为结构性存款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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