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交所昨日歷史性

地迎來首批虛擬資產

產品上市，為香港打造虛擬資

產管理中心翻開新篇章。南方

東英比特幣期貨ETF（3066）

和南方東英以太幣期貨 ETF

（3068）昨首日掛牌，香港

特區政府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在

出席上市儀式時表示，這標誌

香港證券市場的新一頁，亦標

誌香港正式容許買賣受到全面

監管的虛擬資產產品，期望香

港發展出完善的虛擬資產生態

圈，政府和證監會均歡迎優質

的虛擬資產產品和發行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 首批虛擬資產產品昨在港上市，為香
港打造虛擬資產管理中心翻開新篇章。圖
為一眾嘉賓出席南方東英比特幣期貨ETF
和南方東英以太幣期貨ETF上市儀式。

港交所視頻截圖

南方東英比特幣期貨ETF昨開市報7.77元，收報7.81元，升0.5%，成交額729
萬元，涉及93.72萬股；南方東英以太幣期貨ETF開報7.77元，收報7.805

元，亦升近0.5%，成交額388萬元，涉及49.86萬股。其中，南方東英比特幣期貨
ETF是亞洲首隻比特幣期貨ETF，南方東英以太幣期貨ETF更是全球首隻以太幣期
貨ETF。兩ETF由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滙豐為受託人，分別追蹤在芝
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的標準化、現金結算的比特幣期貨合約及以太幣期貨合約。
許正宇昨表示，在特區政府發表虛擬資產發展政策宣言不足2個月內，首批虛擬
資產ETF就成功在港上市，這標誌着香港證券市場的新一頁，亦標誌香港正式容許
買賣受到全面監管的虛擬資產產品，政府和證監會均歡迎優質的虛擬資產產品和發
行人。
他認為，有關產品可以連繫香港虛擬資產參與者和傳統金融機構，為投資者提供
安全產品，同時推動香港虛擬資產發展。他說，香港是推動虛擬資產全面監管的先
行者，有助加強投資者信心，期望香港長遠發展出完善的虛擬資產生態圈。

港交所：ETF市場產品更多元化
港交所首席營運總監及市場聯席主管姚嘉仁表示，首批虛擬資產ETF標誌香港建
立數碼資產生態圈的重要里程，容許散戶透過最高監管規格、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市
場，參與數碼資產交易。他說，香港ETF市場今年先後推出首隻元宇宙主題ETF、
碳期貨ETF、區塊鏈技術ETF等，令ETF市場產品更加多元化。昨日上市的虛擬
資產ETF，將進一步令ETF產品範圍擴闊。雖然今年市場環境極具挑戰，但本港首
11個月的交易所買賣產品日均成交額按年上升50%，增至大約120億元。

證監：相關產品受監管制度保障
同場的證監會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蔡鳳儀亦表示，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申請破

產揭露全面監管的重要性，亦顯示散戶使用不受全面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可能
面對詐騙、市場操縱等風險。證監會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資產組合彈性的同時，亦
要求他們符合主動投資策略、信息披露、發行人經驗、投資者教育等的額外要求。
她又指，證監會一直提醒投資者虛擬資產屬非常高風險的投資，並非所有人可以
參與，不過首批虛擬資產ETF受證監會監管制度保障，期望有關產品上市，可以令
本港投資者在受監管的渠道上進行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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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虛擬資產零售化發展
日期

2022年
2月4日

2022年
10月31日

2022年
11月10日

2022年
12月7日

2022年
12月16日

發展情況

財庫局向立法會提交《2022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修訂）條例草案》，建議推行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
發牌制度。

政府發布「有關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策宣言」，歡迎在
香港引入虛擬資產ETF。另擬放寬只限持有800萬港元或
以上資產的專業投資者參與證券型代幣（STO）的監管規
定，並就新發牌制度下零售投資者可買賣虛擬資產的適當
程度展開公眾諮詢。

證監會正式批准HashKey Group營運虛擬資產交易平
台，是自2018年引入虛擬資產監管框架以來發出的第二
張牌照。

立法會正式通過（2022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
訂）條例草案〉，訂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

南方東英推出首批兩隻虛擬資產ETF正式在港交所掛牌。

兩隻加密貨幣期貨 ETF
昨日的成交額雖然只得729
萬元及388萬元，但意義重
大，標誌着香港正式容許買
賣受到全面監管的虛擬資產

產品，在建設虛擬資產管理中心方面邁出重
要一步，有助吸引環球虛擬資產社群來港，
將香港打造成虛擬資產管理中心。

從2008年中本聰的「比特幣白皮書」橫空
出世，到2021年11月比特幣價格突破6萬美
元，再到今年FTX破產崩盤，虛擬資產的發
展峰迴路轉，既因其資產價格的巨大彈性備
受關注，又因一些風險事件而充滿爭議。

發展迅速 投資者接受程度高
儘管目前虛擬資產市場波動不定，也無論

大家怎樣看待虛擬資產的「真正」價值，全
球虛擬資產—加密貨幣市值一度達到3萬億
美元，目前回落至約8,000億美元，但仍相當
於2個騰訊（0700）或半個恒生指數的市值。
相對於11萬億美元市值的黃金，或是124萬
億美元的全球股票，虛擬資產作為新的資產
類別，未來發展仍有非常廣闊的想像空間。

首先，市場對虛擬資產的接受程度越來越
高，投資者願意「埋單」。目前全球有超過
10,000種虛擬資產和超過600個交易所。根
據香港證監會的調查，香港投資者透過海外
平台而購買的虛擬資產基金，由2020年的
800萬港元增加至2021年的100億港元。

技術滲透 衍生實質經濟活動
其次，虛擬資產所使用的去中心化技術，

如區塊鏈、分布式分類賬技術（DLT）、
NFT、元宇宙和Web 3.0，已經大面積地應
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並蔓延到傳統金融業
中。特別是NFT現已獲接納為一種驗證藝
術品、音樂、影片和照片所有權及便利轉讓
有 關 作 品 的 新 方 式 ， 以 及 遊 戲 化 金 融
（GameFi），這些創新在藝術、文化及遊
戲等方面，已經衍生了新的經濟活動，由虛
入實。

第三，不少金融機構也在探索將金融資產代
幣化，或在私人區塊鏈上開發它們的代幣，從
而增加效率，提供透明度，解決數十年來在清
算、結算和支付方面難以磨合的問題。

但由於虛擬資產普遍都有去中心化的特性，有關活動可
以在監管體系之外進行，如果不將之納入監管，將會衍生
不少風險，令政府及監管機構不能不正視。

港監管經驗足 利搶佔新興商機
香港既為國際金融中心，一方面需要跟上世界潮流，搶

佔新興商機，另一方面香港也有足夠的金融風險監管經
驗，而妥善的監管也有利於虛擬資產生態系統的持續發
展，使之更好地用於促進創新、推動經濟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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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樓華

港首批虛擬資產產品掛牌
許正宇：港證券市場開新篇 冀建完善生態圈

虛擬資產產品投資比較
加密貨幣ETF

相對簡便
投資者直接透過港股賬
戶以港元投資ETF

香港證監會監管

無

良好：有做市商支持

便捷：可通過二級市場
賣出 / 一級市場贖回，
資金退出簡便高效

投資途徑

受規管與否

是否擁有相關
加密貨幣

流動性

兌換成
法定貨幣

直接投資加密貨幣現貨

投資者需自行評估相關加密貨
幣交易平台資質，及要通過相
關加密貨幣交易所的加密貨幣
錢包交易

發展中

有

取決於不同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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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香港藥物審批制度勢在必行
澳門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由香港、台灣及

海外到澳門的人士，今日凌晨起由5天集中
隔離醫學觀察加3天居家隔離醫學觀察，改
為5天居家隔離醫學觀察加3天離境限制。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在社交平台上
表示明年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有很現實的
可能性」，而澳門是次取消集中隔離，令香
港社會對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期望甚殷。
與內地免檢疫通關是本港真正走出疫情陰霾
的關鍵一步，對經濟復甦和民生復常至關重
要，特區政府應加強與內地溝通協調，務求
盡快制定通關時間表。同時，本港社會各界
尤其是與旅遊相關的產業鏈也應該未雨綢
繆，預先做好準備工夫，做到在公布確實的
通關消息後能無縫銜接。

澳門特區政府的隔離檢疫政策一向緊跟內
地，今次率先放寬了香港入境澳門的限制，
給期盼通關的港人帶來了更多希望。全國人
大常委譚耀宗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澳門放
寬入境檢疫，或許反映內地很快都會放寬，
但不清楚具體日期及形式，不知會否一步到
位、還是分開兩步走。

隨着內地疫情防控措施的進一步優化，已
經實現居家隔離和接觸跨地域人員流動的限
制，廣大民眾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心理恐懼已
解除。現階段香港與內地的防疫目標、措施
基本上走在同一條軌道上，應該說已具備恢
復免檢疫通關的基礎，讓兩地人員正常往
來，不會影響防疫大局。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撰文對深圳健康驛站將
名額增加至 2500 個表示感謝，並提到 2023
年通關「有很現實的可能性」，會按部就班
地恢復兩地往來。那麼在正式的通關消息公
布之前，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就應該切實把
這個「按部就班」的工作落實到位。

首先，由2020年2月8日開始，兩地已近
三年沒有正常通關，僅剩下機場、港珠澳大

橋和深圳灣口岸。回想疫情前兩地的正常通
關狀態，每日往來人次以十萬計，羅湖口
岸、福田口岸、皇崗口岸等都是人流如織。
現時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兩地恢復免檢疫通
關後，應該如何做健康申報、如何控制人
流、如何有步驟地逐步開放；特區政府有關
的出入境、檢疫等相關部門，又是否已經配
備足夠的人手應對口岸重開的需要，這些都
是需要兩地協商擬定操作細則之後，才能迅
速組織人手安排工作。

其次，既然特首都說明年兩地通關「有很
現實的可能性」，那麼香港的旅遊、航空、
酒店、運輸等行業必須為振興本港旅遊業做
好準備。由於兩地旅遊市場已分割近三年，
一旦要重啟，在路線設計、設施和推廣上，
有不少前期工作要做。一些業界人士認為香
港需要適時增加在內地旅遊推廣，以爭搶一
旦通關後的客源。同時，與旅遊密切相關的
產業鏈也要做好準備。一些行業的準備工作
可能需時較長，以航空業為例，雖然香港已
經對外通關一段時間，但國泰航空公司仍然
預計要到2024年才能將客運運力恢復到疫情
前。在過去三年間，兩地的跨境陸路運輸行
業，不少司機已轉行、車輛亦已殘舊，如何
在短時間內恢復服務是一個考驗。

兩地民眾期盼通關已久，一旦放寬勢必出
現報復性的探親、出遊潮，兩地政府對此要
充分重視，但也要有秩序地按照接待能力開
放，確保恢復通關後，內地旅客來港在住
宿、餐飲、交通等各方面能得到好的體驗。

本港與內地經濟唇齒相依，商界和民眾都
對通關翹首以盼。在通關的好消息落地前，
香港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市民要
配合控制疫情，另一方面政府要動員政府部
門、口岸、港鐵等與相關部門和企業做好準
備。只要人人打齊疫苗，做好防護，同心控
疫，相信復常通關不會太遠了。

加強溝通做足準備迎接免檢疫通關
本報系列報道「廣開藥路」，揭示本港沿襲

自港英時期的西藥註冊制度，存在至少三大弊
端：一是內地研發藥物難來港，港人無奈捱貴
藥；二是新藥審批動輒十年八載，癌症及罕見
病患者的救命藥進入藥物名冊難，有罕疾者等
到死；三是命危病人使用未註冊藥物的「指定
患者藥物使用計劃」申請程序繁瑣，令「逃生
門」難見成效。有藥救命卻不得、因藥太貴捨
生命，人世苦痛，莫過於此。既然苦痛根源在
本港藥物審批制度，特區政府改革藥物審批制
度勢在必行、不可再拖，可先破除制度障礙，
加快內地藥物來港，同時及早推行自行審批藥
物的變革，讓港人別再望藥興嘆。

香港現行的西藥註冊法例沿襲自港英時期，
已逾半世紀之久。當時，由於香港並無人力物
力去自行審批每款藥物，故要求在港發售的西
藥，必須獲得兩個或以上的「認可國家」註
冊，而「認可國家」包括32個國家及地區，內
地等不在名單內。香港衞生署於上月開闢新的
註冊途徑，讓內地、巴西、新加坡、韓國等四
國研發的西藥，只要獲上述32個「認可國家」
註冊，就能在港發售，但由於 32 個「認可國
家」皆以美國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為
龍頭，基於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等原因，內地
藥品要在美國等「認可國家」註冊幾乎不可
能，這等於令內地藥品很難來港註冊。

據本報深度調查，香港這種藥物審批制度，
給本港病人尤其是癌症、罕見病病人，帶來無
窮苦痛，至少存有三大弊端。

一是內地研發藥物難來港，港人無奈捱貴
藥。以中國華南地區和南亞常見癌症鼻咽癌治
療藥物為例，2018年上海一間藥廠獨立研發的
注射藥物取得突破性療效，並在不少國際性權
威醫學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且在內地全自費使
用此藥物、3個月費用只有約9,900元人民幣。
但內地研發的免疫治療藥物多次到美國FDA闖
關均無功而回，在現行制度下因此難以進入香

港市場，本地鼻咽癌患者只能捱貴藥。
二是癌症及罕見病患者的救命藥進入藥物名

冊難，有罕疾者等到死。癌症和罕見病患者最
大希望是能熬到針對性新藥發明，但從新藥面
世到順利在港註冊，再列入公立醫院藥物名冊
讓醫生處方，以至到資助合資格病人服用這些
貴藥，動輒十年八載。以西班牙藥廠研發的盧
比克替定新型標靶藥為例，2004年面世，今年
3月在港提交申請，料明年6月獲准註冊，最快
2024年納入藥物名冊、2026年加入安全網，本
港有需要的病人可獲資助，時間長達22年。

三是「指定患者藥物使用計劃」申請程序繁
瑣，令「逃生門」難見成效。無法在港註冊的治
癌新藥，雖可通過「指定患者藥物使用計劃」獲
得新藥續命，但除藥物天價之外，審批、運輸、
清關等皆程序繁瑣，且醫生要扛所有責任。

面對本港藥物審批制度種種亟需改革之處，
社會各界提出了種種改革方案。如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葛珮帆建議，設立指定方案處理已獲國
家藥監局註冊的新藥，在本港認可使用，如容
許衞生署為內地已註冊的科研藥物設立臨時註
冊渠道，讓治療癌症的國家科研新藥可納入醫
管局藥物名冊內、惠及本港病人。有藥劑師
指，治療病危患者的藥物，不同於大眾使用的
日常藥，需要考慮公眾安全慢慢引入，它用來
拯救命危病人，早一天引入便能救到更多人
命。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會長盧毓琳教授認
為，香港長遠有必要發展成為能自主研發生產
藥物，以及具備臨床試驗審批的「試驗用新藥
申請」（IND）資格，才能真正提高香港的藥
物科研地位，從根本上改善藥物審批制度。

本港藥物審批制度種種弊端，備受詬病，改
革勢在必行，特區政府要在尊重科學的前提
下，聽取相關建議、加強與國家的溝通，盡早
啟動改革方案的制定，能快的加快做，可大膽
探索的及早探索，只爭朝夕，為香港命危病人
開生天，為香港醫藥產業拓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