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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總銷售及總贖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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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基金銷售1543億
家族辦公室落戶 財富管理業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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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風險級別

衍生工具基金

單一國家股票基金

地區股票基金

國際股票基金

國際債券基金

貨幣市場基金

銀行存款 低回報，低風險

高回報，高風險

散戶買賣基金 留意四類收費
傳統基金投資資產類別多，切合不同風險

承受能力的人士。不過，投資者入市前，需要
留意買賣基金所涉及的費用。一般而言，基金買賣包含四類收費，
包括首次認購費、管理費，而部分基金或會收取贖回費、表現費。

投資者購買基金產品時，一般需要支付首次認購費作為基金交
易服務的佣金，有關費用或會直接從投資額中扣除，或額外收取。
基金管理費是指支付給基金管理人的費用，也就是基金管理人為管
理和操作基金而收取的報酬。

部分機構免表現費及贖回費
表現費是指基金表現超出特定目標時，投資者需要向基金公司

支付的費用，但坊間傳統基金並不多收取這類費用。贖回費是指出
售基金時所繳付的費用，不過部分基金公司或交易平台都不會收取
相關費用。

▲香港零售基金有不少投資類別，購買基金宜考
慮個人目標及承受風險能力。

大公報記者 周寶森

香港作為亞洲最大資產及財富
管理中心地位保持穩固。香

港投資基金公會數據顯示，香港零
售基金今年首季總銷售額達197.79
億美元（約1543億港元），按季大
增68.8%，創2021年第三季以來最
多；首季基金銷售淨流入37.94億

美元，扭轉過去兩季淨流出狀況。
該會投資基金委員會聯席主席鄒建雄預期，第二

季零售基金銷售將維持首季勢頭。內地及香港股市近
期顯著反彈，由於估值仍吸引，料受到更多投資者關
注。截至5月中旬，香港股票基金錄13.1%正回報。

金融強國

香港作為

▶鄒建雄相信，第二季香
港零售基金銷售會維持
首季的旺勢。

特區政府積極增強香港作為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地位，成功吸引不同地區家
族辦公室落戶。隨着財富管理行業持續
壯大，基金產品銷售明顯受到拉動。香
港投資基金公會昨日公布最新基金銷售
及贖回數據，3月份基金銷售總額59.98
億美元，扣除贖回總額50.98億美元，全
月淨流入9億美元，連續第三個月出現資
金淨流入。

流入296億 扭轉兩季淨贖回
綜合首季基金銷售情況，全季銷售

總額達到197.79億美元，相較2023年第
四季度增加68.8%，亦是2021年第三季
以來最多。扣除贖回額，首季淨流入
37.94億美元（約296億港元），扭轉過
去兩季淨流出狀況。香港零售基金銷售
在去年第三、四季度，分別錄得0.36
億、20.79億美元淨流出。

鄒建雄又稱，首季零售基金銷售理
想，或因去年環球股債表現不俗，投資
者選擇在第四季先行獲利贖回，今年首
季則重新入市配置。展望第二季，鄒建
雄相信，有見於整體投資氣氛良好，環
球經濟增長偏向樂觀，聯儲局延遲減
息；若果股票、債券資產表現良好，將
會吸引更多資金入市，估計第二季零售
基金銷售會維持首季的勢頭。

總括今年首季各類資產吸金能力，
債券基金淨流入41億美元，是獲得最多
淨流入的基金類別。貨幣市場基金淨流
入6.3億美元，屬於淨流入第二多類別。
股票基金、混合資產基金則連續八個季
度淨流出，股票基金錄得淨贖回6.5億美
元，混合資產基金錄得淨贖回5億美元。
鄒建雄稱，投資者入市態度仍然較謹
慎，偏好債券基金、貨幣市場基金，而

非股票基金。香港投資基金公會投資基
金委員會聯席主席黃德泰表示，雖然首
季股票基金和混合資產有淨贖回情況，
但已較去年第四季減少約一半。

港股A股估值吸引 投資者關注
2024年下半年投資展望，鄒建雄表

示，亞洲市場不乏投資機會，投資者對
日本和印度股票的興趣增加。另外，內
地及香港股市近期反彈，由於現價估值
仍然有吸引力，相信會受到更多投資者
關注。黃德泰稱，全球經濟保持韌性，
加上減息預期或利好股票資產表現。

另外，今年大部分基金類別均錄得
正回報。截至5月18日，香港股票、大
中華區股票、北美股票平均回報分別為
13.1%、10.2%、9.6%。

創兩年半新高

▲香港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有不同地區家族辦公室落戶。

香港除了是國
際金融中心之外，

亦是亞洲最大的綠色債券中心，去年發
行規模近300億美元。港交所（00388）
市場聯席主管蘇盈盈表示，港交所正在
推動更多綠色債券上市，並期望邀請更
多發行人以《主板上市規則》18C章來
港掛牌。

蘇盈盈指，港交所在今年4月已公布
有關綠色及氣候訊息披露規定，提高上
市發行人在這些方面的披露要求，並推
動更多綠色債券上市。

據了解，由於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關
注ESG（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因
素，並將其納入投資決策過程。企業若
能向投資者披露更多的相關信息，除了
有助投資者評估企業的可持續性表現，
也有助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

蘇盈盈又說，港交所在2022年已推
出國際碳交易平台，原因是碳與氣候的
關係密切，期望透過碳交易平台建立相
關生態系統，目前平台有很多參與者是
清潔能源開發商。事實上，減碳已經成

為大灣區企業的着眼點，而且香港與內
地均有減碳目標，預期減碳所需投資將
會更高，但碳交易只是過渡工具，最終
以達到減碳目標，而自願碳市場則仍在
發展。

除了綠色金融，發展綠色科技也是
國際大趨勢。去年3月24日港交所宣布在
《主板上市規則》增設第18C章《特專

科技公司》，並於3月31日起生效。18C
中定義了五類特專科技行業，範圍包括
新一代訊息技術、先進硬件及軟件、先
進材料、新能源及節能環保、新食品及
農業技術，每個行業又可再細分為多個
可接納領域，相較只針對生物科技的
18A而言覆蓋範圍大增，當中綠色科技
企業也能符合上市的要求。

邀綠色科企以18C章上市
據了解，去年至今已有不少企業打

算循18C章上市，但這些企業由於商業
化能力較強，在計劃上市期間的短時間
內已達到主板上市要求，如原本提交
18C申請的自動駕駛晶片公司黑芝麻科
技，於今年更新財務數據時，盈利、市
值、收益及現金流測試等已符合第8章上
市規則要求，故港交所允該公司申主板
上市。

不過，蘇盈盈表示，18C章對創新
公司來說仍十分重要，而且綠色科技公
司也可以運用這規例上市，港交所亦期
望邀請更多發行人以18C章來港掛牌。

■ 基金銷售
59.98億美元

■ 基金贖回
50.9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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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推動更多綠債上市 助力減碳

購買基金考慮因素
個人情況

•投資目標
•投資年期
•可承受的風險／

回報預期
基金經理

•聲譽、專業水平、往
績及售後服務等

•對投資策略的專門知
識及經驗

基金
•往績表現穩定性及絕

對回報
•各類收費
•行政安排
•基金是否適合需要

觀察港股表現，除了恒生指數
外，恒生綜合指數（下稱恒生綜指）
亦具備參考作用，該指數涵蓋主板市
值最高的95%證券。受到早前升市
推動，恒生綜指在5月20日曾升至近
10個月高位，即使大市近日回調，以
恒生綜指昨日收市報2773點（跌48
點）計算，年初至今累積升幅仍有
8.1%。

恒指公司最新發表報告指出，環

顧恒生綜合行業指數（恒
生綜指下設系列指數）的12個
行業指數，今年截至5月28日，8個
行業指數錄得升幅，漲幅介乎0.6%
至44%；其餘4個行業指數報跌，下
挫1.6%至22.2%不等。

在領先指數中，原材料業表現最
佳，年初至今勁升44%，恒指公司
認為，主要受惠於原材料價格上揚，
銅價年初至今上升約20%。緊隨其
後是能源業，年內累升43.8%。恒指
公司表示，長期來看，能源業為表現
最佳行業，3年年化回報達26%，波
動率則為25.9%，至於恒生綜指3年
年化回報為下跌14.7%，波動率
25.7%。

醫療保健業挫22%差絕
落後指數方面，醫療保健業表現

最差，年初至今大跌22.2%，主要因
地緣政治風險持續所帶來的壓力。值
得留意的是，醫療保健業過去3年的
年化回報為跌34.4%。地產建築業今
年表現是第二差指數，年初至今下跌
3.5%。

另外，恒指公司發現，電訊業過
去3年的年化波動率最低，只有
16.2%，資訊科技業波動率最高，錄
得43.5%。

恒生綜合行業指數
年初至今表現

行業

原材料業
能源業

資訊科技業
電訊業
公用事業
金融業
工業

綜合企業
非必需性消費
必需性消費
地產建築業
醫療保健業

資料來源：恒生指數公司
數據截至5月28日

回報

▲44.0%
▲43.8%
▲18.1%
▲14.1%
▲13.1%
▲11.6%
▲10.9%
▲ 0.6%
▼ 1.6%
▼ 2.2%
▼ 3.5%
▼22.2%

近月港股
交投氣氛明顯

轉旺，IPO市場有望下半年好轉。瑞
銀亞洲股票資本市場部聯席主管張倩
嘉表示，不少主權基金或長線基金看
好香港IPO市場。

年初至今只有20家新股上市，
且平均規模較小，但隨着投資氣氛
明顯改善，港交所（00388）早前
表示，正在 「排隊」 的有效上市申
請約百個。張倩嘉指出，若IPO市場
好轉，是港股轉向正面的信號之
一。雖然今年未見大型新股登陸本
港，但公司手頭上正處理很多新股
個案，部分正等候內地審批，而且
近期與機構投資者溝通所得，大部
分都反應正面，不少長線基金、對
沖基金及主權基金對正準備上市的
公司感興趣。

瑞銀全球投資銀行部副主席及
亞洲企業客戶部聯席主管李鎮國表
示，由於中國證監會表態支持內地
行業龍頭公司來香港上市，很多公

司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而且相關
措施有利於推動香港二級市場氣
氛，為短期內大型新股來港上市奠
定基礎。

外資計劃重投港股
2021年以來外資長線資金持續

流出導致港股交易量減少，更有分析
指外資若不回流港股，走勢要轉強並
不容易。不過，張倩嘉提到，留意到
外資在過去5周已重新考慮投入港股
市場，而已經投入港股市場的外資也
計劃 「加注」 ，這扭轉過去兩年外資
流出的情況，相信隨着投資氣氛改
善，對新股活動將更為有利。

翻查紀錄，瑞銀早在去年11月
已表示，香港IPO市場在2024年中可
望改善，又曾透露已有多家大型企業
部署上市，隨着市況好轉和中證監報
備流程順暢後，估計2024年香港IPO
的數量將會較2023年增長三至四
成，又預期今年會有5至10家大型
IPO推出。

瑞銀：港IPO市場下半年回暖
投資機遇全球趨勢

▲港交所已實施綠色及氣候訊息披露規
定，以提高上市發行人在這些方面的披
露要求。

原材料股累升44%
稱霸恒指12行業

行業比拼

（億美元）

投資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