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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委員會
香港上市平台的最新發展情況和未來路向

在二零二二年－月 二十五日的會議上，委員查詢有關

香港上市平台的事宜 。 我們現於慰性彈戈列的文件中概述有關香港

上市平台的最新發展情況和未來路向，並回應委員的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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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香港上市平台的最新發展和未來路向

香港是眾多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公司的環球主要上市平台 。 特

區政府與金融監管機構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一直

致力把香港發展成更深更廣的融資平台 。 其中，港交所於 2018 年 4 月起實

施一系列改革，在制定適當保障措施的前提下拓寬現行的上市制度，便利

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來港上市 。 截至今年 5 月底，共有 75 間公司循新制度

上市，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累計超過 5,800 億元，佔同期集資總額超過四

成 。 香港亦成為亞5州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 。

2. 自 2021 年 9 月向委員會就相關議題作出報告後，我們繼續從多

方面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首選融資平台的發展，透過優化上市機制、深化與

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加強交易配套以及改善市場質素，全面提升香港

上市平台的競爭力 。 有關措施概述如下 。

優化上市機制

3. 因應越來越多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有意回流，並預計相關

上市的需求將會持續增長，港交所於 2021 年 3 月就一系列進一步優化和簡

化大中華發行人 1回流本港上市的建議諮詢市場 。 在大部分意見支持下，

港交所已於今年 l 月實施相關措施，進一步便利「中概股」在港第二上市，

或獲得王要上市地位 。 具體措施包括放寬對無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大中華發

行人在港第二上市的市值要求和刪除有關屬於創新產業的條件，並給予擁

有不同投票權或可變利益實體結構而符合第二上市規定的獲豁免大中華發

行人更大靈活性在港獲得雙重主要上市地位，在平衡相關風險和對投資者

的保障下，有利於吸納優質中概股回流 。 事實上，自 2018 年港交所引入一

系列新的上市規定以來，中概股發行人一直按各自情況訂定最合適的安排 。

截至今年五月，有 22 家中概股發行人已透過第二上市或雙重主要上市回流

本港，其總市值佔所有於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超過七成 。

4. 為了擴闊企業在港融資的渠道並提升香港上市平台的吸引力，

港交所於 2021 年 9 月就設立特殊目的收購公旬 (SPAC) 上市機制徵詢市
場意見 。 在市場支持下， SPAC 上市制度於今年 l 月正式推出 。 考慮到

SPAC 在併購有實質業務的公司前是沒有業務的現金公司，港交所力求在

投資者保障、市場質素與市場吸引力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在新制度下加人

多項規定，例如在進行併購交易前 SPAC 證券僅限專業投資者認購及／或

1 即業務以大中華為重心的合資格發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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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籌集的資金須至少達 10 億元、 SPAC 併購交易的公司須符合所有新

上市企業的規定等 。 有關機制實施五個多月以來，港交所收到超過十份上

市申請，已有兩家 SPAC 上市 。 港交所會密切留意相關上市制度的運作，

包括個別 SPAC 完成併購交易後的市場狀況，並在適當時候檢討制度 。

5. 財政司司長於 2022-23 年度 《財政預算案》 中宣布，考慮到一

些從事先進技術且具規模的科技企業需要大量資金投人研發，但卻未有盈

利和業績支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和港交所正檢視主

板的上市規則，硏究在充分顧及相關風險的情況下修訂上市條件配合有關

集資需求 。 港交所正與不同持分者接觸、聆聽意見，以爭取盡早提出具體

建議，並公開諮詢市場意見。

6. 港交所聆聽到部分市場人士認為應進一步研究加強GEM作為

專為中小型企業和新創企業上市而設的交易板塊的定位和功能 。 就此，

港交所已於 2021 年就 GEM 的功能和定位展開檢討，並已在上市委員會

下成立專責小組處理相關工作。有關檢討會以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全球

領先集資中心的競爭力和提升香港資本市場整體質素為大原則，在便利

不同類型企業在香港上市融資的同時，顧及市場吸引力和流動性，並維

護投資大眾的權益。

深化互聯互通

7. 國家 「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的功能，深化及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 特區政府一直以循

序漸進模式為互聯互通計劃擴容，與內地商討進一步擴大合資格產品的範

圍 。

8. 繼滬深港交易所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就交

易所買賣基金 (ETF) 納入互聯互通標的整體方案達成共識，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和證監會於今年 5 月發出聯合公告，宣布原則同意將符合條

件的 ETF 納人互聯互通 。 有關機構現正抓緊落實技術準備工作，以正式啟

動相關交易 。 ETF 通將進一步深化兩地資本市場的互動和融合 ，為境內外

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資產配置選擇，並促進兩地 ETF 市場的流動性和持

續發展 。

9. 為進一步發展香港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提升在港發行及交易

人民幣證券的需求，證監會、港交所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已於去年成立工作

小組，就容許「港股通」南向交易的股票以人民幣計價的建議完成可行性

硏究 。 工作小組已與內地監管當局和相關機構展開協商 。 在推行時，特區

政府將會提供相關配套，以提高人民幣計價股票的流通量，有關修改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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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備工作亦已展開 。

加強交易配套

10. 港交所近年不斷拓展非港元計價的衍生產品，當中不少涵蓋不

同資產類別的全球及地區市場，有助將可供市場參與者買賣的產品進一步

國際化，進一步建設香港成為區內的領先衍生產品交易中心 。 為吸引更多

內地及國際投資者利用香港市場進行交易，港交所於 2021 年 11 月就衍生

產品假期交易的建議諮詢市場意見，讓投資者可以在香港公眾假期時，繼

續在港交所買賣非港元計價的衍生產品，協助投資者更有效地管理或減低

整體投資風險 。

11. 在考慮市場意見及準備情況後，衍生產品假期交易已於今年 5

月開始實施，率先納入 MSCI期貨及期權合约，並計劃將其他非港元計價

衍生產品分批納入 。 有關措施有助提升市場結構及衍生產品生態圈，滿足

不同投資者的需求，亦同時符合其他環球交易所於當地公眾假期向市場參

與者提供交易及結算服務的做法 。

改善市場質素

12.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平衡市場發展和維持高水平的投資者保障 。
針對不同司法管轄區法律所提供的股東保障標準並不一致，港交所審視相

關條文並於 2021 年就此徵詢市場意見，制定一套適用於來自不同地方上市

公司的核心水平，確立對投資者的基線保障 。 在諮詢市場意見後，港交所

今年 1 月實施相關修訂，確保所有發行人採用同一套核心股東保障標準，

為投資者提供同等的保障 。 有關保障規定涵蓋股東大會安排、股東權利等 。

13. 港交所在 2021 年 4 月就建議修改 《企業管治守則》 及相關的

《上市規則》 條文諮詢市場意見，以提升香港上市發行人的企業管治水平 。

港交所在 2021 年 12 月公布最終修訂，當中涵蓋企業文化、董事會獨立性

及更新、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股東通訊政策，以及適時披露 《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 等範疇 。 具體修訂包括要求發行人制定反貪污及舉報政

策、加入促進董事會引人新成員及安排繼任規劃的規定等 。 經修訂的 《企

業管治守則》 及《上市規則》 已於今年 1 月生效 。

港交所的未來願景及三大戰略

14. 港交所今年 3 月公布建設「面向未來的領先市場 」 的願景 。 把

握香港立足國家、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港交所提出三大方向，包括「連

接中國與世界」、「連接資本與機遇」，以及 「 連接現在與未來」 。 港交

- 3 -



所分別在各個戰略下訂定具體的短、中、長期措施，藉着內地經濟持瀆增

長，以及香港作為連接國內外金融市場的橋樑的機遇，加強香港相對於全

球其他市場的整體競爭力 2 。

15. 就上市平台而言，港交所會致力加強其市場的深度、活力和多

樣性，透過提升新股集資市場的吸引力及交易、結算和交收的效率，鞏固

香港作為首選融資、風險管理及交易中心的地位。除上文提及的措施外，

港交所亦會致力提升首次公開招股價格發現程序的效率，並且優化衍生產

品的交易時間和互聯互通的交易日曆，完善市場結構 。 港交所會在未來數

年循有關規劃推展各項業務改革，促進東西方資本雙向流動，並聯同特區

政府推動本地金融服務行業的發展，協助香港建設面向未來的市場。

16. 特區政府、港交所和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以建設具活力及持續

發展的融資平台為目標，用好國家政策和自身優勢，循 「十四五」規劃的

新發展格局不斷優化上市平台，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22 年 6 月

2 有關願景的具體內容和相關措施已上載於其專設綱頁 www.hkexgroup . com/abou1-

hkex /about-hkex/our-strateg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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