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水湧入港交所賺近41億創最佳季績
陳翊庭：善用立足中國優勢 抵禦波動把握機遇

受惠內地經濟持續復甦、內地人工智能企業DeepSeek

所引發的投資熱情，以及「北水」湧港與中概股回流等正

面因素帶動，港交所（0388）交出一份歷來表現最佳的季

度成績表。港交所首季業績顯示，期內股東應佔溢利40.77

億元，創歷季新高，按年升37%；港股日均成交2,427億

元，亦創季度新高，按年增1.4倍；IPO集資額187億元，

按年大增近2.9倍。港交所行政總裁陳翊庭昨日表示，未來

將繼續善用立足中國的獨特優勢，擴大跟全球市場的聯

繫，提升服務、產品及平台，確保港交所有能力抵禦宏觀

環境波動及把握未來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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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今年首季業績撮要
項目

收入及其他收益

股東應佔溢利

基本每股盈利

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額

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額

滬股通及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額

債券通（北向通）平均每日成交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金額

68.57億港元

40.77億港元

3.23港元

2,427億港元

1,099億港元

1,911億元人民幣

463億元人民幣

按年變動

+32%

+37%

+37%

+144%

+255%

+44%

+2%

本季120上市申請處理中
寧德時代籌390億最矚目

陳翊庭昨表示，港交所今年開局表現強勁，2025年第
一季創下集團歷來最佳季度業績。去年下半年，全

球對投資中國機遇的熱情回升，並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創新
發展的推動下持續增強，讓香港金融市場在2025年依然保
持活躍。與此同時，隨着內地投資者更積極地參與離岸市
場，港交所的現貨市場及衍生產品市場成交量均創下新
高，包括今年首季有16個交易日成交量超過3,000億元，
多隻期貨及期權合約的成交量和未平倉合約張數均創單日
新高。商品市場亦穩健增長，今年第一季LME成交量創
下11年來第二高的季度水平。

比亞迪小米配股共籌逾860億
今年首季香港市場的融資活動和集資額延續去年下半年
的強勁勢頭。今年第一季共有17家公司上市，總集資額達
187億元，按年增近2.9倍。截至3月31日，正在處理中的
新股上市申請數目上升至120宗（2024年12月31日：84
宗），於季度內共收到73宗新申請。今年3月，比亞迪和
小米分別進行集資額達435億元和426億元的配股集資，
是2021年4月以來香港上市發行人最大規模的增發。
陳翊庭指出，港交所在今年大力開展多項戰略舉措，包
括與迅清結算公司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致力於豐富固
定收益及貨幣產品生態圈。港交所也推出新產品，為市場
注入更多活力和流動性。
她表示，港交所會繼續拓展認可證券交易所的範圍，容

許更多地區的企業來香港第二上市。港交所今年3月10日

將泰國證券交易所新增到認可證券交易所名單中，這意味
着在泰國證券交易所主市場主要上市的公司可以在香港申
請第二上市。展望未來，港交所將繼續善用立足中國的獨
特優勢，擴大與全球市場的聯繫，提升港交所的渠道、平
台及產品，確保港交所有能力抵禦宏觀環境波動和把握未
來機遇。

股東質疑續聘羅兵咸核數
港交所昨日還舉行股東周年大會，其中一個議案為續聘羅

兵咸永道為其核數師。有股東表示因為中國恒大（3333）財
務風波而憂慮羅兵咸永道的核數質素。對此，港交所首席營
運總監及集團財務總監劉碧茵回應表示，港交所關注相關事
件，不過由於港交所業務規模龐大，更換核數師需要時間準
備，港交所明年會決定是否更換核數師。
另外，有股東表示，由於網上會議限制眾多，因此希望

港交所以身作則，繼續舉行實體股東周年大會，令股東可
以趁此機會與公司管理層進行互動。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表
示，現時港交所沒有計劃取消實體股東周年大會。

63億購置永久總部顯信心
另外，港交所早前公布，以63億元購入中環交易廣場多

個樓層作為集團的永久總部。對此，唐家成表示，集團已
租用交易廣場數十年，而今次收購可節省長期租金成本，
加強股東回報，同時也反映港交所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
港交所昨收報340.8元，升1.61%。

香港文匯報訊 在互聯互通業務方面，港交所今年第一
季滬深港通北向及南向交易成交量錄得強勁增長，滬深股
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額達1,911億元人民幣，較2024年第一季
上升44%。隨着內地大量資本尋求多元化投資渠道，內地
投資者的離岸市場參與度不斷提高，帶動港股通成交量不
斷上升，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創1,099億元的歷季新高，是
2024年第一季的三倍多。滬深港通的收入及其他收益上升
61%至9.42億元（2024年第一季：5.85億元），其中7.57
億元（2024年第一季：4.25億元）來自交易及結算活動。

「債券通」（北向通）交投創新高
債券通方面，今年第一季，「債券通」（北向通）的交

投繼續呈整體上升趨勢，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創463億元人
民幣的歷季新高，較2024年第一季上升2%。自去年1月1

日起，債券通服務費下調60%，降低債券通境外投資者交
易成本以及進一步促進互聯互通機制。

「互換通」日均結算248億人民幣
「互換通」繼續強勢增長，平均每日結算金額創248億

元人民幣歷季新高。美元利率掉期結算金額大幅增至124
億美元的歷季新高，是去年第一季的六倍多。因此，場外
結算公司今年第一季總結算金額（4,425億美元）亦創歷
季新高，是去年第一季的兩倍多。
自今年3月21日起，場外結算公司接受使用債券通持倉

中的在岸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作為所有場外結算公司
清算的衍生產品交易的履約抵押品。這項舉措有助提高履
約效率及減低結算會員的融資成本，也進一步增強人民幣
資產的吸引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互聯互通業務亮眼 港股通日均成交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全球貿易前景不明朗，「新興市場
之父」麥樸思（Mark Mobius）接受外電訪問時稱，在考慮到貿易相
關不確定性可能會持續長達6個月，他已把其基金中95% 的資金轉
為現金，強調現階段「現金為王」。

建議待貿易談判結束再配置
麥樸思指出，現在應奉行「現金為王」策略，有需要持有現金並做

好隨時行動的準備。他建議，投資者要在未來4至6個月內貿易談判結
束後，重新評估市場機會。即便他旗下基金持有較多現金，仍表明這
個時段也不會超過3至4個月，之後會根據市況配置部分資金。
麥樸思認為，在複雜的環境中，印度等新興市場表現得相當好，

但一切投資都要等到形勢平穩、不確定性消除後才可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受惠內地
經濟持續復甦以及內地人工智能企業Deep-
Seek所引發的投資熱情，近月香港IPO市場
表現回暖。港交所行政總裁陳翊庭昨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以來，新股上市申請數目保持
穩健，共有120宗申請正在處理中，鞏固了
港交所作為全球領先新股集資地的地位。

滬上阿姨孖展暫超購1607倍
新股消息方面，內地現製飲品公司滬上
阿姨（2589）正在公開招股，備受市場熱
烈追捧。綜合券商數據，滬上阿姨暫獲多
間券商合共借出438.8億元孖展，意味該股
公開發售部分至少超額認購約1,607倍。
滬上阿姨本周一至本周五公開招股，計
劃發行約241.3萬股，其中約10%在香港公
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95.57元至113.12
元，集資最多約2.7億元。以每手30股計
算，一手入場費約為3,427.8元。滬上阿姨
預期將於5月8日掛牌，中信証券、海通國
際及東方證券為聯席保薦人。
另外，消息指，已經在深交所掛牌的內

地電動車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最快於下
周在香港啟動上市程序，目標集資至少50
億美元（折合約390億港元），有望成為自
2021年快手（1024）上市以來，香港最大
規模的IPO。

寧德時代傳下周啟動上市
知情人士透露，寧德時代計劃下周二或三
展開簿記建檔程序，邀請投資者出價競投其
股票。不過，由於美國加徵關稅導致全球金
融市場波動，因此寧德時代最終的上市時
間，仍可能因應市場狀況而作出調整。

現金為王 麥樸思：基金95%持現金

●港交所的現貨市場及衍生產品市場成交量均創下新高，包括今
年首季有16個交易日成交量超過3,000億元。 中新社

●麥樸思

●寧德時代有望成為自2021年快手上市以
來，香港最大規模的IPO。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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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五一黃金周假期今天開始，特區

政府入境處早前預計，5日假期期間的

訪港內地旅客約有 84 萬人次，平均每

日訪港人次同比上升約10%，本港旅遊

業界預測生意有望比去年同期增加約

5%至15%。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國
際都會，擁有豐富多元且獨特人文與自
然旅遊資源，特區政府與旅遊業界應研
究將傳統特色與現代元素有機結合，不
斷推陳出新，並善用科技賦能，以新時
代風格展現香港地道情懷，持續打造全
新香港旅遊品牌，為旅客帶來獨一無二
的創新旅遊體驗。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既是中西文化

交匯之地，亦擁有豐富的歷史底蘊與地

道特色，如最近橫掃「2025香港電影金

像獎」9項大獎的武打電影《九龍城寨

之圍城》，自去年上映至今，不但衝出

海外，角逐康城影展及奧斯卡金像獎獎

項，全球票房累計更達約9.2億港元，

今年更於內地和香港「五一檔」重新上

映，足見富本港傳統文化特點的影視與

流行文化作品在海內外大受歡迎並具有

全球影響力。如何將這些香港特色IP轉

化成吸引內地和海外旅客的旅遊項目及

產品，值得業界深思。

事實上，在數碼時代，科技已成為旅
遊業轉型的核心驅動力。香港應積極運
用擴增實境、虛擬實境、混合實境及人
工智能等技術，為旅客打造沉浸式互動
體驗。例如可以在九龍寨城公園增設與

電影結合的互動點，利用全息投影技術

重現經典電影場景，甚至在尖沙咀星光大

道的李小龍銅像旁設立武術體驗區，以裸

眼立體投影技術呈現李小龍的經典武打場

面，並結合 AR、VR 技術，讓旅客「置

身」電影之中與之模擬對打等，讓旅客在

靜態的專題展覽參觀之外，也可享受富有

動感的樂趣，亦可在廟街夜市和大澳漁村

等傳統景點，透過 AR 技術重現昔日風

貌，讓旅客「穿越時空」感受老香港情

懷；或於山頂纜車和維港夜景中結合VR

導覽，提供多語言、多角度的深度文化解

說等。

此外，曾經作為香港繁華鬧市標誌性象

徵物的霓虹燈招牌，現時大多只能從舊影

視作品中回味。特區政府與旅遊業界可在

確保符合法例和安全的前提下，推動對其

保育活化，例如裝設在廣受旅客歡迎的地

道茶餐廳、冰室等食肆，讓旅客在視覺、

味覺、嗅覺上都能夠感受到地道香港風

味，呈現昔日香港熱鬧風貌，甚至設立工

作坊，邀請碩果僅存的霓虹燈師傅教導旅

客親手製作小型霓虹燈飾物，把屬於香港

獨有的情懷與特色帶回家。

在全球化競爭與旅客需求日新月異的今
天，香港旅遊業必須突破傳統框架，以現
代科技為翼、傳統文化為根，以創新思維
重塑旅遊體驗。未來，特區政府除了鼓勵
業界勇於嘗試，也要加強宣傳讓旅客清楚
不同景點、節目的內容和彼此關聯，以最
大化和最優化他們的旅遊體驗，令香港成
為世界各地旅客的必遊地，使東方之珠在
時代浪潮中繼續閃耀璀璨光芒。

傳統現代巧結合 科技賦能振旅遊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民

營經濟促進法》，是我國第一部專門關於民營經

濟的基礎性法律，5月20日起實施。該法將「兩
個毫不動搖」和促進「兩個健康」寫入法律，鼓
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保障了公平競爭
的市場環境，大大提升了民營企業的信心。香港
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服務更多民企在
境外融資上市，亦可以發揮自身國際化平台和高
端服務業的優勢，更好地服務於民營企業的發展
壯大和開拓境外市場。

數據顯示，民營企業佔據全國企業總數的92%

以上，並且在資源佔用率不到40%的情況下，貢

獻了約 50%的稅收、60%的 GDP、70%以上的技

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人口以及超過90%

的企業數量。民營企業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

動力，也是創新、就業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撐。

然而，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面臨不少挑戰，如

市場准入限制、融資困難、不平等競爭等，一定

程度上制約了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台，正是為了應對這

些問題。該法從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首
次將「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
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和「促
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寫入法律，為民營企業在市場中公平競爭、創新
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民營經濟促進法》規定，國家實行全國統一

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以

外的領域，民營經濟組織可以依法平等進入。這

意味着民營企業將在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中與其他

企業公平競爭，不再受到不必要的限制。融資困

難一直是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大障礙。為此，該法

在投資融資促進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包括完善

融資體系、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等。在

全球經濟風險加劇、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背

景下，這些法律保障具有深遠的意義。

此外，《民營經濟促進法》還特別強調了對民
營企業參與科技創新的支持，鼓勵民營企業參與
國家重大戰略和重大工程，尤其是在戰略性新興
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加大投資力度。這將激發民
營企業的創新活力，提升他們的核心競爭力，推
動國家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過去，民企政策多依賴行政文件或部委規章，

存在政策連續性不足、地方執行變形等問題。如

今，法律層級的提升，使民企權益保障從「政策

紅利」升級為「制度權利」，為民企長遠發展提

供了穩定預期。

隨着內地在法治層面完善民營企業保障，香港
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進一步發揮「超
級聯繫人」作用，服務更多內地民營企業進行境
外融資上市，幫助內地民營企業更好地「走出
去」開拓海外市場，實現多元化發展。

《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台，體現了國家堅定

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決心。當前，美國濫施

關稅，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家經濟面臨外

部壓力。此時通過法律保障民營經濟的發展，不

僅能夠穩定市場預期，還能提升國家在全球經濟

中的吸引力。當14億人口的內需市場與民營企
業的創新活力深度耦合，一個更具競爭力、更
富包容性的中國經濟，必將為全球經濟復甦注
入新動能。香港應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進一步

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共同推動民營經濟向更高質

量發展，為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的繁榮作出更大貢

獻。

保障民企權利激活市場 發揮香港優勢助力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