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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投委會）最新一
項調查顯示，在受訪的零售投資者中，18至29歲
在職年輕人，對虛擬資產極感興趣，23%年輕人
在過去一年曾投資虛擬資產及相關產品，比較
2021年的12%有顯著增加。另外，有75%投資虛
擬資產的受訪者表示，投資虛擬資產是為了追求
短線回報，即俗稱 「賺快錢」 。

年輕人想賺快錢 每4個有1位炒虛幣
比例近兩年倍增 投委會擬加強投資教育

大公報記者 許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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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零售投資者研究2023」
在今年6月至7月期間，面對面訪談形式，訪問了約1000
位年齡介乎18歲至69歲的投資者。調查顯示，大多數零
售投資者在過去一年曾投資於股票（96%）、其次是基
金（24%）及債券（18%）。當中更有8%表示過去一
年曾投資於虛擬資產及相關產品，相比較早前調查有上
升趨勢（2019年為1%，2021年為6%）。

認知度上升 96%了解平台牌照制
受訪的在職年輕投資者（18至29歲）中，23%於過

去一年曾投資於虛擬資產及相關產品，比例是整體受訪
者約3倍，並錄得顯著升幅（2019年為3%，2021年為
12%）。

根據經合組織國際金融理財教育網絡在2020年的一
項理財知識及能力調查，香港在26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一。這項研究評核因素包括：知識、態度和行為。香港
在理財知識排名第一，行為和態度排名分別為第6位和
第14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崔永康表
示，調查結果反映港人擁有良好理財知識，但仍需積極
改善理財行為和態度，而 「零售投資者研究2023」 的研
究結果，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

是次調查顯示，大部分虛擬資產投資者（96%）都
知道《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監管制度》，該數字於整體零
售投資者中則為47%。這代表了大部分零售投資者都明
白，市場有些平台如JPEX等其實是在無牌營運。但同時
約四分之三受訪的虛擬資產投資者認為，投資虛擬資產
只是為了追求短線回報（75%），即俗稱 「賺快錢」 ，
受訪者更表示，虛擬資產是現今的投資趨勢（74%），
而且擔心錯失投資機會（73%）。

證監發布多份虛產交易平台名單
港人理財知識在26個經濟體中排行第一，但香港仍

然發生JPEX涉嫌詐騙事件，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總
經理李婉秋表示，投委會將會持續加強教育投資行為及
態度，未來會推出沉浸式體驗項目，利用模擬個案教育
市民。

此外，證監會陸續公布更多份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名
單，當中包括持牌平台、申請者、被退回者等。李婉秋
強調，作為證監會附屬機構，日後將會繼續與不同監管
機構緊密合作，做好社交媒體及網頁內容，而過去投委
會有關虛擬資產內容也維持有不俗的瀏覽量。

【大公報訊】中國人普遍重視家庭關係。調
查發現，不少千萬富翁願意在子女的不同人生階
段提供財務支持，當中涵蓋置業、婚禮、創業，
以至海外升學等。在協助子女置業方面，近七成
千萬富翁願意協助子女 「上車」 ，平均金額為240
萬元。

物業價格變動對千萬富翁的 「身家」 也有顯
著影響。香港花旗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主管李貴莊
表示，預料政府在稍後公布的施政報告有機會為
樓市辣招 「鬆綁」 ，當中有70%機會率取消向香
港永久居民購買第二個物業所徵收的雙倍印花
稅，至於延遲甚至取消非香港永久居民首次置業
所徵收的額外稅項，機會率相對較低（最多只得
40%）。

67%家庭為子女海外升學籌謀
對於本港樓市前景，李貴莊坦言該行的觀點

較為審慎。她指樓價受按揭息口、一手樓供應等
因素影響，而現時的租金回報約2.6%，較市場上
的主流按息水平4.1%為低，相信要等按息回落至
3%以下，對樓市前景才較為利好。

另方面，願意投放資源供子女前往海外升學
的千萬富翁同樣有近七成（67%），估計子女於
海外升讀四年大學，其間的使費超過200萬元。結
婚是人生大事，有54%父母願為子女的婚禮提供
支持，平均金額為38萬元。

投資者自我高估 易受市場資訊誤導
【大公報訊】理工大學去年10月至11月，

以問卷形式訪問501位香港虛擬資產投資者。理
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崔永康表示，虛擬資
產投資者在制定投資決策時，往往傾向依賴思
考捷徑選取資訊，而且表現過度自信。投資者
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建議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
定前，須提高警覺，停一停考慮清楚，倉促投
資有機會墮入陷阱。

崔永康表示，研究結果顯示，虛擬資產投
資者常見的慣性思考捷徑，包括 「可得性
（Availability）」 ， 「錨定（Anchoring）」 及
「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可得性是
指投資者傾向於依賴現成、容易回憶、熟悉度

高的資訊，錨定則指投資者過度重視過往資
訊，如首次發行價格等，而過度自信則代表投
資者高估自己能力，並盲目相信能夠獲得高回
報。

五種思考類型作出不理性投資
研究團隊將各種與虛擬資產相關的不同思

考捷徑，歸納為五種類型，分別是 「結隊跟風
型」 、 「蛇咬聽話型」 、 「自身經驗型」 、
「直覺膨脹型」 和 「一廂情願型」 ，各自容易
受到不同認知偏差的影響。

崔永康表示，虛擬資產投資者在制定投資
決策時，往往會傾向依賴思考捷徑選取資訊，

亦表現過度自信，其實這個決策過程與被訪者
進行其他類型投資時相似。崔永康指出，投資
者制定投資決策時，除了依靠個人直覺外，還
需要深思熟慮，理性思考，而且要累積理財知
識，並收集優質市場資訊，這樣才能避免作出
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及被其他市場資訊誤導。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總經理李婉秋強
調，倉促投資有機會墮入陷阱，建議投資者作
出決定前要停一停考慮清楚。無論選擇任何投
資產品，應參考投資三部曲：須提高警覺，保
護自己的財產；投資前要先了解產品特性和風
險，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產品；須謹慎投資並
檢視和反思自己的投資行為和態度。

結隊跟風型
受其他投資者買賣虛擬資產的選擇影響

蛇咬聽話型
損手後變得不願意承擔風險，缺乏自信，依賴權威專家的建議

自身經驗型
依賴自身過往及近期經驗，獲利後追求更高風險，忽視長期客觀數據

直覺膨脹型
堅信自己的個人直覺、知識和洞察可以跑贏大市

一廂情願型
當價格持續下跌時，繼續持有不出售，認為價格會反彈回升

虛擬資產投資者常見慣性思考捷徑

虛擬資產最受年輕人關注
18至29歲
30至49歲
50至69歲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23%
9%
1%

投資虛擬資產
三點須注意
提高警覺

需了解營運平台的背景
等，懂得保護自己的財產

了解產品特性和風險
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產品

謹慎投資
檢視和反思自己的投資行
為和態度

▲李婉秋（左）
表示，投委會將會加強
教育投資行為及態度。
旁為崔永康。大公報攝

投資虛擬資產三大原因
1.短線回報
2.虛擬資產是投資趨勢
3.擔心錯失投資機會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75%
74%
73%

▲投資虛擬資產的投資者，有七成
五是為了追求短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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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本港樓市和股市同時受壓，
花旗銀行昨日公布的香港千萬富翁數目也減少
至40.8萬人，自2020年以來連續三年下跌，
是2016年（39.7萬人）以來最少。千萬富翁
的身家亦見 「縮水」 ，淨資產總值中位數為
1600萬元，較去年（1650萬元）溫和下跌約
3%。

流動資產中位數450萬跌18%
花旗昨日公布 「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

2022/23」 ，以截至2023年6月的數據推算，
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淨資產的 「千萬富
翁」 近41萬人，佔全港相關年齡人口（指介乎
21歲至79歲的香港居民）約7%；同樣以同一
年齡組別計，即大約每14個香港人之中，就有
一位千萬富翁。

若以政府統計處最新的人口數字（約
749.8萬人）計算，千萬富翁佔整體人口的比
例則為5.4%左右。

在是次調查中，千萬富翁的定義為擁有淨
資產總值達1000萬元或以上，而同時擁有最
少100萬元流動資產的富裕人士。

雖然千萬富翁人數在最近幾年持續減少，

惟大致保持平穩，在2021年至2023年期間，
大致介乎40.8萬至43.4萬人。對於數目減少，
香港花旗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主管李貴莊解釋，
相信是由於港股和樓市自2020以來錄得下跌
所致。她引述統計數字說，由2020年12月至
今年6月，恒生指數下跌31%，中原城市指數
也下跌6%。

在千萬富翁的淨資產總值中， 「物業」 一

項所佔的比例高達70%左右，是重要的影響
因素。其餘大約30%屬於 「流動資產」 。調
查發現，千萬富翁的流動資產中位數亦見下
跌，由去年的550萬元下跌至450萬元，跌幅
逾18%。

現金佔流動資產46% 股票佔30%
至於流動資產的配置偏好方面，她指受訪

千萬富翁平均有近一半的流動資產配置為現
金，佔比達46%，其次為股票（佔30%）、
基金（19%）及債券（3%）。

千萬富翁的年齡分布頗廣，花旗銀行市務
部市場研究主管周偉傑表示，一直以來，千萬
富翁的平均年齡為60歲左右，而男性所佔比例
介乎50%至60%，兩者的變化均不大。此
外，他指今年沒有調查千萬富翁的地區分布，
以及有否移居海外等細項。

是次調查分別於2022年10月至12月，以
及2023年4月至6月期間展開，在這兩個時間
段內，調查機構透過電話，分別訪問超過
1700名年齡介乎21歲至79歲的香港居民。今
次是花旗第9份以千萬富翁為調查對象的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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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千萬富翁的身家 「縮水」 ，淨資產總值中
位數為1600萬元，按年跌約3%。

股樓下行 千萬富翁人數7年最少

▲李貴莊（左）表示，在千萬富翁的淨資產總
值中， 「物業」 佔比高達70%。旁為周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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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千萬富翁人數連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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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富翁流動資產配置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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