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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銀行業經營環境的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突如其來，經濟活動受到干擾，銀行的業務和

盈利會受到負面影響，資產質量的變化也值得關注。不過，香港銀行

體系穩健，加上有一定的緩衝，可助抵禦疫情的衝擊。儘管短期的經

營環境較為嚴峻，但中長期仍有不少業務機遇有待發掘。因此，銀行

業在應對短期困境的同時，亦應為日後的發展作出部署。 

 

 一、香港銀行業積極應對疫情 

 

香港銀行業響應政府的呼籲，在人員安全與維持業務運作方面採

取平衡策略，以彈性的手法處理。 

 

(一) 減低社區擴散風險的措施 

 

1、部分分行暫停營業和縮短營業時間 

 

為阻止疫情在社區擴散，香港各大小銀行從 2 月 1 月起陸續宣布

部分分行暫停營業，總數涉及逾 200 家分行和網點，約佔香港銀行業

的三成。至於仍維持運作的分行，不少同業縮短分行的營業時間。此

舉會為客戶帶來不便，故銀行業建議客戶可透過手機、網上或電話銀

行等電子渠道使用銀行服務。 

 

2、員工的彈性上班安排 

 

大部分同業表示，在春節假期後，除提供客戶服務以及 

保障銀行正常營運的必要人員外，其餘員工可留在家中工作。因應疫

情發展多變，員工在家工作的安排仍然持續。另外，對於必須有人運

作的部門，有部分同業採取將團隊一分為二的安排，並在不同的辦公

室工作，以免不幸有人感染而令整體運作停頓。 

 

(二) 為客戶推出紓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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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本港各行業造成衝擊，銀行的個人及企業客戶均受到牽連。

中銀香港率先推出金融服務支援措施，及後同業相繼倣效。銀行業的

紓緩措施主要包括物業按揭貸款暫時還息不還本、設立中小企抗疫專

項貸款計劃、支持保障抗疫物資供應、延長到期保費寬限期及增加額

外保障、以及為客戶提供費用優惠或豁免等。 

 

(三) 關愛值班的員工 

 

不少銀行同業為了向堅守崗位的員工表達謝意，推出了不同類型

的關愛措施。包括三家發鈔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均向上班的員工提

供免費午餐或膳食津貼。另外，部分同業會為相關員工發放特別津貼，

或提供額外年假等。 

 

二、疫情對香港銀行業經營環境的影響 

 

疫情持續擴散，內地經濟首當其衝，香港經濟的下行壓力亦進一步加

劇。經濟活動收縮無疑對銀行的業務以及盈利造成負面影響；住宅按揭

貸款負資產個案和不良貸款比率或會上升，但資產質量惡化的情況可控；

此外香港銀行體系穩健，加上擁有龐大的外匯基金和政府財政儲備作為

後盾，香港銀行業具備緩衝抵禦疫情的能力。 

 

(一) 貸款需求減弱 

 

現時內地相關貸款約佔總貸款餘額 45%，因此內地相關業務的發展對

香港銀行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疫情的陰霾下，內地的人員流動受到

限制，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受到嚴重干擾，導致經濟活動大大收縮，減

低企業的貸款需求。此外，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預料內地的貨幣政

策會進一步寬鬆。在 2月 1日，人行、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和外匯

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援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的通知”，表示將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加大貨幣信貸支持力度。在這

背景下，內地積極引導融資成本下行，本港對內地的息差優勢將會收窄，

削弱了內地企業來港融資的吸引力。 

 

與此同時，用於本地的貸款需求也將減少。第一，零售、餐飲和旅遊

行業本已因反修例事件而面臨寒冬，再加上疫情的打擊，相關的貸款業

務將繼續疲軟；第二，疫情令投資者對本港樓市前景繼續保持審慎觀望

的態度，樓市成交將較疲弱，因而影響銀行的住宅按揭貸款業務；第三，

內地是本港最大的貨物貿易伙伴，而疫情將減少兩地的貿易往來，銀行

的貿易融資業務亦因而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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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銀行吸存壓力略有緩和，同業競爭仍然激烈 

 

存款和貸款是本港零售銀行的主要業務，透過吸收客戶存款作為資

金來源，支持其貸款業務的發展。換句話說，當整體的貸款需求因疫情

而減弱，銀行吸收客戶存款的需要亦某程度有所減低。 

 

然而，這次疫情對銀行存款業務的影響力較貸款業務小，同業的吸

存競爭仍較激烈。首先，截至 2019 年底，香港銀行業整體和港元的貸存

比率分別達到 75.4%和 90.3%，尤其是港元貸存比率接近記錄高位。偏高

的貸存比率意味著銀行開展業務的流動性偏緊，因而較積極吸收客戶存

款。此外，傳統商業銀行要面對來自虛擬銀行的競爭。事實上，虛擬銀

行依靠非實體店經營，只要線上的運作正常，疫情對其營運的影響會較

傳統商業銀行為小。本港八家已獲得牌照的虛擬銀行，其中眾安銀行已

開始試業；其他的虛擬銀行，暫時未見因為疫情而宣布延遲開業。 

 

(三) 資產質量或惡化，但整體風險可控 

 

截至 2019 年 9 月底，所有認可機構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為 0.56%，

分別較上季度及 2018 年同期下跌 1 個基點和 4 個基點，銀行業整體的資

產質素保持良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爆發前，內地相關貸款的特

定分類貸款比率從 2018 年底的 0.55%上升至 2019 年 9 月底的 0.71%，且

其比率較銀行業整體的比率高，內地相關的資產質素已有輕微惡化的跡

象。這次的疫情，令內地經濟承壓，借款人的償付能力將面對更大的挑

戰；內地相關貸款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或於未來數個季度繼續呈現上行

趨勢。不過，銀行敍做內地相關貸款時，普遍會有抵押品支持，加上借

款人以國企和大型民企為主，具備較好的財務實力，相信有關風險仍然

可控。 

 

另外，疫情令部分中小企的經營環境雪上加霜，資金週轉的困難增

加，對其償付能力造成負面影響。為協助中小企應對困境，政府於 2019

年 9月宣布兩項措施；一是在現有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新增“九

成信貸擔保”產品，為中小企提供最多 600萬港元貸款，並豁免企業需有

12 個月營運經驗的限制，惠及經營經驗尚淺或有意創業的人士；二是容

許現時的“八成信貸擔保”貸款的借款人在六個月內（可續期至最多 12

個月）只還息、不還本，本金可以在延期後才再攤還。此兩項信貸擔保

產品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按證保險公司作出擔保，通過相對

充足的擔保額度，可有效緩解銀行向中小企放貸的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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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經濟活動造成衝擊，內地和本地中小企相關貸款的違約壓力

加大，銀行的信貸風險抬升值得關注，加強風險管控的工作尤其重要。

銀行可進一步完善各監管指標的超前預警情況，開展壓力測試，並制定

相關的應急方案，盡力防患於未然。 

 

(四) 住宅按揭貸款負資產個案上升 

 

截至 2019 年底，香港樓價較同年 5 月份高位回落 4.6%，全年仍有

5.3%的升幅，調整幅度尚算温和。故此，本港銀行業住宅按揭貸款負資

產個案從 2019年 6 月底的 1宗，增加至 12月底的 128 宗。這些個案大部

份為銀行職員的住屋按揭貸款，其按揭成數一般較高。 

 

經過金管局推行了多輪按揭貸款審慎監管措施，現時住宅按揭貸款

申請人的財務實力已大為增強。截至 2019 年底，按揭比率僅 53.4%。也

就是說，除非樓價從目前水平下跌逾 45%，才有機會重現 2003 年 6 月時

105,697 宗個案的情況。隨著疫情的擴散，短期內投資者的態度更為觀望，

樓市繼續調整，相信住宅按揭貸款負資產個案仍會上升。不過，在港元

低利率持續、房屋供應偏緊、以及按揭貸款條件略為放寬這些基本因素

下，在疫情過後，預料今年住宅樓市不致出現大幅下跌，住宅按揭貸款

負資產個案的升幅應不復 2003年 SARS的情況。 

 

 (五) 盈利表現受壓 

 

在疫情肆虐下，銀行的貸款業務受到影響，加上金融市場避險情緒

升温，銀行持有的金融資產價格下行壓力增加，均不利銀行的利息收入

表現。另一方面，避險情緒升温亦不利銀行開展理財和證券買賣等中間

業務。此外，同業相繼推出了疫情相關的紓困措施，暫時豁免了客戶部

分手續費用，因此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表現亦受到波及。與此同時，銀行

的資產質素惡化，撥備開支將因而上升；加上抗疫相關的物資和人員等

額外開支，銀行業將面對收入減少而支出上升的局面，從而削弱了盈利

能力。 

(六) 銀行業有一定的緩衝抵禦疫情的衝擊 

 

從香港銀行業多方面的監管指標看，均遠高於法定最低要求及巴塞

爾委員會要求的水平。銀行業流動性充裕，第一類機構的平均流動性覆

蓋比率在 2019年四季度為 159.9%，遠高於法定要求的 100%；第二類機構

的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為 56.3%，亦遠高於法定要求的 25%。與此同時，

銀行業的資本實力雄厚，截至 2019 年 9 月底，所有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

總資本比率高達 20.6%，遠高於法定要求的 12.5%。此外，截至 201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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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匯儲備達 4,413 億美元，較 2018 年末增長 3.9%，是港元基礎貨幣

的 2倍；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高達 11,208億港元，相等於政府約 24個月

的開支，或本地生產總值的 36.1%；加上過萬億元的貨幣基礎，這些可作

為香港金融體系的後盾和緩衝，有助抵禦疫情的衝擊。 

 

三、香港銀行業中長期發展仍然可期 

 

新型冠狀病毒來襲，無疑於短期內令香港銀行業的經營環境面對更

嚴峻的考驗。然而，陰霾終會過去，根據專家的預測，疲情有機會於數

月內漸漸穩定下來。從目前看，疫情對宏觀環境的基本格局未有明顯撼

動，香港銀行業的未來發展仍值得期待。從 2003年 SARS的經驗看，香港

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在 1997 至 2003 年經歷連年收縮後，從 2004 年起再次

回復正增長至今。這說明了疫情對經營環境的影響是短暫的，同業能夠

把握宏觀環境的各種業務機遇，推動香港銀行業的長足發展。 

 

中長期而言，銀行可把握政策和宏觀環境的優勢，加強部署大灣區、

東南亞等業務發展策略。疫情過後，銀行可配合大灣區 16 條的逐步落實，

開拓理財通、跨境按揭、開戶等業務商機；以及藉著內地金融市場進一

步開放的契機，捕捉海外客戶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機遇。另外，隨著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完成協商，並將落實簽署；以及香港

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已於 2019 年 5 月生效，亞太區域的經貿關係將進

一步提升。銀行可抓住區域貿易進一步融合的趨勢，強化香港與東盟間

貿易融資業務收益，密切跟蹤有利於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合作的相關政

策走向，加強與 RCEP 相關行業（如當地原材料和農產品行業公司）的業

務往來，深挖東南亞貿易相關的融資、手續費等業務。 

 

總之，面對疫情來襲，銀行業一方面要積極應對當前的各種挑戰，

另一方面不忘在逆境中作長遠規劃，為日後的發展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