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證監昨日公告，宣布將推動拓展內
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一系列措施，兩地監管機
構表示將共同推動有關措施盡早實施，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及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區政
府熱烈歡迎有關措施，並對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堅實
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李家超：國家是最大後盾
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夏寶
龍主任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開幕典禮上表示：『香港
有求、祖國必應，不論香港遇
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來自
祖國的後盾支撐只會加強、不
會減弱』」，這次進一步擴展
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正正
顯示國家對提升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的堅實支持，充分體現
國家是香港金融業發展的最大後

盾。特區政府將持續提升香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積極
貢獻國家金融強國的建設，堅持國際化特色，不斷增添
發展動能。

陳茂波：顯獨特平台功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各項互聯互通的擴容措施

將進一步增強香港聯通中外資本市場的
重要角色，讓香港更好發揮雙向引進
資金和優質企業的獨特平台功能，並
豐富內地及國際投資者的資產配置選
擇以及離岸人民幣的投資選項，有助人
民幣國際化的穩慎推進。

梁鳳儀：提供更豐富產品
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高興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

通的多個項目取得重大突破，相信滬深港通的擴容以及
基金互認安排的優化，將為內地和國際投資者提供更豐
富多元的投資產品，使香港能在國家資本市場更高水平
的雙向開放中更好地發揮獨特優勢和作用。中證監支持
內地行業龍頭企業來港上市，這對提升香港新股
（IPO）市場的吸引力和港股二級市場的流動性都有很
大幫助。

陳翊庭：帶來更多流動性
港交所行政總裁陳翊庭指出，相關措施將為國內和

國際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選擇，為香港市場帶來更多
流動性，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
力。此外，港交所與上交所、深交所已就擴大滬深港
通合資格ETF範圍達成共識，由公告起至優化措施正
式實施，預計需要3個月左右時間準備，正式實施時
間將另行公告。

特首：感謝中央支持 盡早落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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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上周五印發《關於加強

監管防範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

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國九

條」）指出，要堅持統籌資本市

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安全，拓展優化

資本市場跨境互聯互通機制，拓寬企業

境外上市融資渠道，提升境外上市備案

管理質效。在此背景下，中國證監會火

速發布五項資本市場對港合作措施，明

確支持內地企業赴港上市，並繼續完善

和擴大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支持香港

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今年1月末，人行與香港金管局共同推

出「三聯通、三便利」的六項金融合作

措施，2個多月後，再推資本市場深化合

作的新政，兩地金融及資本市場開放節

奏較以往明顯加快。去年召開的中央金

融工作會議提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如今內地對港金融開放

政策陸續有來，體現中央決策方向，推

動更多高質量金融資源匯聚於香港。

強化香港投融資功能
香港一直是中資企業境外上市、發債

募資的首選地，後續推動更多優質資產

匯聚於香港，於香港股市掛牌進行股權

融資、債市進行債權募資，豐富香港市

場的投資產品，為海外資金持續輸送優

質資產，無疑將有助於強化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投融資功能屬性。早在去年10

月，國家發改委與香港金管局就支持中

資企業跨境融資和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發

展簽訂諒解備忘錄，助力中資企業跨境

融資，從目前政策落地速度、審批節奏

看，後續發改委、人行、外管局、證監

會等部門或將為中資企業赴港融資建立

綠色通道。

下半年中國經濟呈現企穩回升態勢，

而「國九條」落實嚴監管的政策背景下

A股新股發行預計會放緩，有望促使更

多中資企業轉赴港股IPO，再加上美聯

儲降息周期有望啟動給港股市場帶來資

金回流，這一系列政策和市場影響有望

給港股市場帶來正面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證監5措施撐港
互聯互通再擴容

納入REITs 放寬ETF准入門檻
為進一步拓展優化滬深港通機制、助力香港

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共同促進兩地資

本市場協同發展，中國證監會昨發布5項資本

市場對港合作措施，包括放寬股票ETF合資格

產品範圍及納入門檻；將REITs（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納入滬深港通，並將進一步支持內

地行業龍頭企業赴港上市。中國證監會表示，

將與香港方面深化合作，進一步拓展優化滬深

港通機制、助力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下一步將會同香港證監會等有關方面，推

動政策舉措盡早平穩落地實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證監5項資本市場對港合作措施
1. 放寬滬深港通下股票ETF合資格產品範圍

2. 將REITs納入滬深港通

3. 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

4.優化基金互認安排

5. 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港上市

4月12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強監管防範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堅持
統籌資本市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安全，拓展優化資
本市場跨境互聯互通機制。為配合相關政策落實，中
國證監會近期在廣泛調研和聽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
與香港方面深化合作的5個新措施（見附表）。

ETF資產規模權重佔比要求降
具體措施來看，首先是放寬滬深港通下股票ETF
合資格產品範圍及納入門檻。根據滬深港通告，北
向交易買賣中ETF的資格準則，可買入及賣出，最
近6個月日均資產規模，由不低於15億元人民幣，
調整至不低於5億元人民幣；跟蹤標的指數中，上交
所和深交所上市股票權重總佔比，由目前不低於
90%調整至不低於60%。滬股通和深股通股票權重
總佔比，由不低於80%調低至不低於60%。南向交
易買賣中，可買入及賣出，近6個月的日均資產規
模，由不低於17億港元調整至不低於5.5億港元；跟
蹤標的指數中，聯交所上市股票權重佔比，由不低
於 90%，調整至不低於 60%；港股通股票權重佔
比，擴至所有跟蹤的標的指數不低於60%。
優化實施後，預計深滬港通ETF標的數量和規模
將顯著增加，進一步豐富兩地市場投資產品，便利
兩地投資者配置對方市場資產。

其次，將REITs納入滬深港通，擬總體參照兩地
股票和ETF互聯互通制度安排，將內地和香港合資
格的REITs納入滬深港通標的，進一步豐富滬深港
通交易品種。

放寬互認基金客地銷售比例
第三，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檯納入港股通，下

一步兩地「將繼續推進業務方案完善、規則修訂、
技術改造、投資者教育等各項準備工作，爭取早日
推出，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第四，兩地將優化基
金互認安排，擬推動適度放寬互認基金客地銷售比
例限制，允許香港互認基金投資管理職能轉授予與
管理人同集團的海外資產管理機構。
第五，進一步加大和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力度，

支持符合條件的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港上市融資。
境外上市備案管理制度規則發佈實施一年來，已有
72家企業完成赴港首次公開發行（IPO）備案。

措施出台料需三個月時間準備
深滬交易所表示，擬對相關業務規則進行修訂，

並於即日起分別向市場公開徵求意見。下一步，深
滬港交易所將抓緊做好深滬港通ETF標的擴大相關
業務和技術準備工作，預計上述優化措施正式實施
需要三個月左右準備時間。

基金界：可助港吸引更多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中證監宣布一系列優化措施，香港投
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新措施對金融
及資產管理行業影響非常正面。她看
好五項新措施連同早前跨境理財通優
化舉措，反映當局積極為機制痛點拆
牆鬆綁，預計會吸引更多基金公司參
與在港註冊基金產品。

盼全面取消銷售比例限制
就新舉措下擬推動適度放寬互認
基金客地銷售比例限制，允許香港
互認基金投資管理職能轉授予與管
理人同集團的海外資產管理機構，
進一步優化基金互認安排，黃王慈
明指現時互認基金客地銷售比例限
制為各佔一半，業界當然很希望爭
取全面取消基金互認安排下銷售比
例要求等，以便更好地滿足內地投
資者需求。
新舉措亦放寬滬深港通下股票ETF

合資格產品範圍，黃王慈明相信是次
放寬，讓資產配置及投資更加多元
化。她提到，雖然有不少海外基金公
司一直關注互聯互通機制發展，惟由
於限制較多，故大多抱持觀望態度。

李惟宏：助港全力拚經濟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惟宏亦認
為，本港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後正全力拚經濟，中證監出台5項優
化互聯互通措施來得及時。新舉措支
持內地產業龍頭企業赴港上市，他特
別提到，去年本港新股市場低迷，中
央支持更多內地龍頭企業來港上市，
對市場有很大幫助，期望未來有更多
支持舉措。
他又指，是次新舉措及早前公布

的「跨境理財通2.0」的優化舉措都
是好的開始，期望未來互聯互通機制
將所有可以打通的環節全部打通，例
如業界曾建議的「新股通」及「商品
期貨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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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高質量推動體系作戰能力加速提升
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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