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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提升市場韌力 防風險迎機遇



今年適逢證監會成立
35周年，為了維持世界級
監管機構的地位，及帶領
香港資本市場在未來數十
年續闖高峰，證監會制定
了2024至2026年的四大
重點工作，包括提升香港
資本市場的全球競爭力和
吸引力及以科技和ESG引
領金融市場轉型等。證監
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
四大重點工作中，首先要
維持市場韌力，減輕對市
場的嚴重損害。

大公報記者 許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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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35年 致力維護市場廉潔

▲梁鳳儀表示，為了應對新興風險，證監會將提升市場基礎
設施及中介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2024年至2026年證監會四大重點工作
提升香港資本市場的全球競爭力和吸引力2

提高機構韌力及營運效率4

維持市場韌力，減輕對市場的嚴重損害1

以科技和ESG引領金融市場轉型3

梁鳳儀：科技助調查 ESG促進金融轉型

數看香港市場近35年發展
分項

上市公司數目
香港股市總市值
持牌機構
持牌人士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數目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資產淨值

#註：資料截至2024年6月底 *註：資料截至2024年8月底

1989年

298
6540億元

1298（自SFO於2003年生效計起）
19212（自SFO於2003年生效計起）

157
60億美元

2024年

2617#
31.8萬億元*

3259#
44414#
944#

1911億美元#

畢馬威：盛事吸引高消費客 帶旺旅遊零售

近年特區政府大力推動
創科發展，但如何吸引國際

創科巨頭落戶香港，則成為一個重要課題。畢
馬威中國副主席及香港區首席合夥人張頴嫻建
議，特區政府可提供更多的稅務優惠和豁免，
以吸引全球企業在香港建立區域總部，例如可
對在港成立區域總部的企業實施利得稅率減半
優惠（8.25%）。事實上，業界早前亦建議引
入特殊稅務虧損措施，鼓勵有關本港初創企業
及科研項目的投資。

張頴嫻表示，現時香港創科發展已形成不
錯的創科生態系統，而創科產業體系亦見雛
形，具體表現在2024年競爭力排名香港上升
至全球第5位。根據《2024年全球初創生態系
統報告》，香港在新興初創生態系統排名亞洲

第一，全球第三。香港在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2023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名》中排名亞太
區第四、全球第十。

同時，特區政府亦有計劃為龍頭及重點企
業提供具針對性及吸引力的特別配套措施，包
括土地、稅務和財政支持等，配合2022至
2023年財政預算案提出的5億元 「策略性創科
基金」 ，為企業度身訂造落戶計劃並提供一站
式配套服務，如申請簽證、子女教育安排等，
一站式全方位幫助企業及國際創科領軍人才，
帶同其業務或科研成果落戶香港。

資料顯示，自從2022年底成立引進重點
企業辦公室以來，已吸引了逾100家創科企業
落戶或擴展業務，投資超過500億元、創造超
過1.5萬個就業職位。

增吸引力

梁鳳儀指出，為了應對新興風險，證監會將提
升市場基礎設施及中介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同時
證監會會運用科技以提升調查及執法的成效，以及
繼續與香港、內地及海外的監管機構緊密合作。

事實上，近年證監會對 「唱高散貨」 計劃採取
的執法行動取得良好進展，例如近期再有一個組織
嚴密的 「唱高散貨」 集團，其中一名懷疑骨幹成員
於新加坡落網，移交香港並被檢控。今次是證監會
首次尋求協助，將一名因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
所訂罪行而被通緝的逃犯，列入國際刑警組織紅色
通緝令，並將有關逃犯移交香港。

此外，在賠償投資者方面也採取了突破性的方
法，如早前便與涉事各方達成和解，透過簡易程序
解決在高等法院針對相關人士的法律程序。三名答
辯人同意向康佰控股支付約1.92億元的賠償，以分
發予該除牌公司的獨立公眾股東。

理財通參與券商增14間
證監會一直積極提升香港資本市場的全球競爭

力和吸引力，持續擴大及完善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將更多與內地相關的衍生產品引入香港，加強內地
企業在港業務版圖。此外，證監會會繼續拓展海外
網絡，以擴大香港的發行人及投資者基礎。同時會
積極參與制訂國際標準，並在國際證監會組織擔任
領導角色。

梁鳳儀表示，如中國證監會今年四月公布將採
取五項措施拓展優化滬深港通機制，包括放寬滬深
港通下股票ETF合資格產品範圍；將REITs納入滬
深港通；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優
化基金互認安排及支持內地各行業的龍頭企業赴香
港上市，證監會都一直在推動政策盡快平穩落實。

此外，今年2月 「跨境理財通2.0」 正式實

施，新增券商亦可參與，短期內將會有14家券商
獲批准加入，目前會先做好系統測試後再公布。
據了解，14家券商全部母公司都在內地經營業
務。

支持創新 推動虛擬資產發展
另證監會更會積極透過科技及ESG引領金融

市場轉型，梁鳳儀強調，在維持市場廉潔穩健的
同時會擁抱金融創新，包括推動虛擬資產交易平
台監管制度的發展、支持傳統產品代幣化，以及
運用區塊鏈及Web 3基礎技術，促進建立一個負
責任和安全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如近期證監會
已更新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名單，香港虛擬資產交
易所（HKVAX）成為繼OSL Exchange及Hashkey
Exchange後，香港第三家獲發牌和受監管的虛擬
資產平台。ESG方面，鞏固香港作為領先可持續
金融樞紐的地位，以務實方式引領香港及亞太區
制訂企業可持續披露標準，同時拓展本地ESG產
品和市場，協力建構一個穩健而整全的ESG生態
系統。

最後證監會將不斷提高機構韌力及營運效率，
透過嚴格的預算編製和內證監控措施，確保證監會
的財政資源足以支撐日常營運，並致力將人才、職
能及科技聯繫起來，藉此提升管治成效。

在過去35年，證監會一直
以使命和願景引領香港資本市場

邁向未來，除了在執法方面付出巨大努力，維持
市場廉潔穩健外，證監會一直保持靈活和審慎的
監管，在保障投資者的同時，把握可持續發展及
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新機遇，令香港金融市場在過
去35年來取得驕人成績。

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1987年10月
19日星期一全球爆發股災，金融市場崩盤式暴
跌，當時市場便認為交易所制定的法規需要有一
個監管機構再審視，其後在1989年5月證監會便
正式成立。至今35年，證監會的發展可分成多個
階段，其間經歷了兩次大型股災，證監會為了維

持金融體系的穩健，不斷提升市場基礎設施，以
應對新興風險。

此外，提升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依然是
證監會的重點工作之一。證監會致力與各方合
作，務求深化內地與香港的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如近期A股、港股爆升，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的
系統曾出現交易異常情況，證監會也配合支援。

在港註冊基金淨資產升至1.5萬億
事實上，近年香港金融市場的成績有目共睹

（見附表），如上市公司的數目，由1989年的
298家增至2024年6月的2617家。港股的總市值
也由6540億元增至31.8萬億元。持牌機構及持牌
人士的數目也分別由1298家增至3259家，以及
由19212位增至44414位（自《證券及期貨條
例》（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簡
稱SFO，於2003年生效計起）。

此外，在過去35年更不斷有大量資金流入香
港市場，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數目由157家增
至944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資產淨值由60
億美元增至1911億美元（約1.5萬億港元）。

成績驕人

受惠出口強勁增長，香港第
二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

升3.3%，不但勝市場預期，更是連續第六季
錄得增長，但地緣政局不穩，令人擔心會拖
累增長前景。畢馬威中國副主席及香港區首
席合夥人張頴嫻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次季經濟溫和增長，但不同行業的
復甦出現不平均的狀況，惟香港經濟仍保持
韌性，料在全球進入減息期情況下，今年餘
下時間香港經濟仍持續增長。對於香港消費
疲軟，她指出，香港應增加舉辦國際會
展和大型盛事，吸引高消費客群來港，
才能令香港旅遊、酒店、飲食及零售業
受惠。

積極拓其他市場 降對美依賴
對於美國大選在即，兩黨均對中國

採取強硬的態度，令人擔憂拖累企業表
現。張頴嫻表示，現時幾乎所有中國產
品都被徵收額外關稅。因此，企業應重
新考慮供應鏈布局，積極尋找其他國際
市場，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及有效
地分散風險。此外，企業應該通過提升
生產效率和改進運營來降低成本，應對
因關稅上升而帶來的利潤壓力，確保企

業的可持續發展。長遠而言，企業應繼續加
大對產品研發的投資，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
技術含量，以增強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應對目前貿易上的挑戰。

被問及香港已投入金額逾千億元支持創
科發展，如何評價創科前景？她表示，在創
科方面的政策，特區政府發布了《香港創新
科技發展藍圖》，為未來五至十年創新科技
發展制訂清晰的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又
設各種創科基金及香港投資管理公司，顯示

出當局對創科的重視和支持，這有助香港提
升科技競爭力和創新力。

她坦言，創科發展需要長期穩定的資金
投入和政策支援，此外還需要完善的基礎設
施和人才培養體系，特區政府應確保資金的
有效使用，並持續監測和調整政策，以應對
快速變化的科技環境，實現更大的發展潛
力。

至於香港金融業發揮的作用，張頴嫻表
示，據畢馬威2024年第二季度《風投脈搏》

報告，受風投支持的亞洲企業在第二季
度共錄得2155宗交易，集資達174億美
元。其中，中國佔亞洲十大風投交易中
的六宗。隨着許多中國企業日益壯大，
而香港位於亞洲的中心，鄰近內地，能
夠充分利用地理優勢，吸引科創企業上
市集資。同時，港交所去年在《主板上
市規則》增設第18C章《特專科技公
司》，新上市機制滿足科技創新企業的
需要，提供了融資管道以支援業務發
展，進一步強化香港集資中心的地位。
然而，現時全球許多地區也在大力發展
創科產業，故香港需要在政策和資源分
配上更加靈活，方能保持競爭力。

大公報記者 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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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表
示，隨着第四季度整體市場氣氛顯著改善，不少公司
將加快在香港上市的進程。他預告，引進重點企業辦
公室（引進辦）下月亦將公布新一批重點企業的名
單，涉及企業有十多間，當中大部分屬於人工智能
（AI）和大數據範疇等科企，分別來自中國內地、美
國和歐洲等地，有些更是相關領域中的龍頭。另外，
為更好凸顯香港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
角色和貢獻，他將在月底率團前往中東，進一步加深
香港與阿拉伯國家多層次的交流合作，為兩地投資者
和企業帶來更多商機。

陳茂波表示，恒生指數近期升至約兩年半高位，
過去15個交易日累積上升超過5600點，升幅33%，
港股市值亦升至39.4萬億元。而內地早前宣布的多項
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此外，美
聯儲正式踏入減息周期，不少基金組合因應持倉指標
而觸發的入貨需求，加上本港及內地市場的估值非常
吸引，促使投資者對後市審慎樂觀。他預計，不少企
業包括創科企業將來港上市，而更多企業落戶本港，
有助進一步提振對寫字樓樓面，以至其他專業配套服
務的需求。

港股有活力 吸引企業上市
他續指，活躍的資本市場，有助促進資金的有效

配置，包括把資金導向支持科技創新、產業業態創
新，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等，既可為經濟增量賦能，
讓投資者取得更好的回報，也讓社會更好分享經濟發
展的成果。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的上市制度不斷改革
創新，吸引超過330家新經濟公司在港上市，這些改
革提升了香港股票市場的吸引力和活力，亦讓香港成
為了不少創科企業優先選擇的上市地，豐富本港上市
公司的行業組成結構，吸引更多長線投資者對港股市
場的興趣。

陳茂波預告，今個月底，他將率領一個包括金融
界和創科界的代表團前往中東，向當地推介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貿易和創科中心的最新發展，以及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的獨特優勢和功能，和粵港澳大灣區
和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的新機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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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推更多稅務優惠 力爭創科巨頭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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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科發展已形成不錯的創科生態系
統，而創科產業體系亦見雛形。

▲張頴嫻表示，在全球進入減息期情況下，今年香港經濟
仍會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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