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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一)金管會僅核准康和投顧提供外國有價證券顧 

          問業務，並未准其得在國內從事外國有價證 

          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 

          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及年報等相關事項， 

          均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 

          瞭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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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紹 

(一)  公司介紹：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  營業處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9 樓 

(三)  負責人姓名：黎奕彬 

(四) 業務範圍：境外基金總代理業務、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其他經

金管會核准業務 

(五) 公司簡介：本公司成立於 1988 年 5 月，資本額為新台幣一億
元整，是康和綜合證券百分之百轉投資之投資顧問事業，主要

經營業務為境外基金總代理業務與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六) 公司沿革：康和投顧為國內最早引進境外基金總代理的業者之

一，2006年政府開放境外基金總代理業務，本公司領先同業，
率先引進KBC集團旗下KBC比利時聯合資產管理公司(KBC 
Asset Management N V)之共同基金產品。為提供台灣投資人更

多元化的選擇，於2009年先後引進「Julius Baer瑞士寶盛系列
基金」(目前已更名為GAM系列基金)及「KBI基金」。2014年
與歐洲獨立資產管理公司Carmignac Gestion Luxembeourg簽訂

台灣基金總代理，2016年獲准引進「凱敏雅克系列基金」。目
前積極規劃總代理等相關業務，以期提供台灣投資人多元化且

最佳金融商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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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有價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一)一般性資料 

          (1)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香港是全球高度繁榮的國際大都會之一，全境由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等

3 大區域組成，管轄陸地總面積 1104.32 平方公里，截至 2023 年終，總人口

約 749 萬人，人口密度高居全世界前五名，語言部份有英語、粵語、普通話。 

          (2)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殖民地建立初期，香港政制全由英國人發展及管理，後來漸有本地華人參與。

香港的主權歸屬問題在 20 世紀末受到國際關注，中國和英國經過近 20 年磋

商，最後決定於 1997 年進行主權移交，結束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歷

史，成為中國主權底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根據 1984 年中英雙方簽署的中英

聯合聲明，1997 年後的香港除了國防和外交以外，享有非常高度的自主權。

根據香港的憲制性文件《基本法》所規定，香港在回歸後的 50 年內享有獨立

的政治、經濟、司法及生活，並可以繼續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國際事

務，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有特派員公署，

負責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宜。此外多國於香港特區設有外交代表機構，而特

區政府接待外交人員的工作，則由政府總部的禮賓處負責。 

          (3)政府組織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是行政長官，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基

本法》選舉、並經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產生。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

簽署法案和財政預算案、頒布法例、決定政府政策以及發佈行政命令，並由

行政會議協助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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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

收和公共開支；以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立法會亦獲授權同意終審法院

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並有權彈劾行政長官。香港第五屆立法會

由 70 位議員組成，其中 35 位議員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其餘 35 位議員經功

能團體選舉產生。 

司法機構負責本港的司法工作，聆訊一切檢控及民事訴訟，完全獨立於行政

及立法機構。 

          (4)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概況 

香港統計處公佈的資料顯示，2022年全年，香港地區完成的名義GDP達到了

3,634億美元，受疫情影響明顯衰退，與上年同期相比，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後，

衰退幅度約達3.5%。按接近740萬人口計算，人均GDP為49,46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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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2.各主要產業概況 

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遊業並列為香

港四大支柱行業，這四個行業的總增加價值占2021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56.5%，其中金融服務業GDP占比為21.3%、旅遊為0.3%、貿易及物流為

23.7%、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支援為11.4%。香港近年來經濟增長始終疲不

能興、沒有大的起色，與這幾個主要支柱行業缺乏增長動力有很大的關係。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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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產業更可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及創造就業，是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GDP）主要來源。而六大優勢產業則被確認為享有優勢，可作進一步發

展之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私營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工業以及

創新科技產業。早於2009年施政報告已指出，六大優勢產業對香港經濟發

展起着關鍵作用，並會推動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香港具備成為東亞地區

甚至是全球領先金融中心的潛力，亦可以成為東亞地區的國際創新和創投

中心、國際創意藝術中心，以及國際專業服務中心。 

地理上，香港位置十分優越，既面向中國內地，亦是中國內地與東盟地區

的中轉站。大中華及東盟地區的人口合共20.3億，經濟生產總值合共14.2 

萬億美元。香港應該善用其優勢去捉緊機遇，積極服務區內經濟體。 

在2010至2020年間，香港四個主要行業的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

比整體下降，由58.4%下降至56.5%，下降1.9%；貿易及物流業亦由25.3%下

降至23.7%，下降了1.8%，惟與去年相比已略見反彈走勢；專業服務及其他

工商業支援服務由12.4%下降至11.4%，下降了1.0%，是自2016年開始持續

下降；旅遊業衰退情況最為明顯，由2010年的4.3%升至2014年的5.1%， 但

2014年後持續下降，降至2021年的0.1%；金融服務業亦從2020年的23.3%衰

退至2021年的21.3%，顯示香港國際金融地位遭到新加坡強烈競爭，種種數

據顯示香港經濟面臨轉型陣痛期。展望未來，香港經濟法展方向仍不外乎

金融、創新和創投、創意藝術及專業服務業…等領域，由於香港過去擁有

發展相關行業的經驗與優勢，包括優越地理位置、完善的法律制度、便利

的交通和通訊及豐富的人才，加上大中華及東盟地區的市場龐大，若香港

能積極為這些市場服務，仍有機會重拾過往經濟發展。 

 

          (5)外國人投資情形 

香港處於世界經貿與金融的重要中心，根據香港政府調查顯示，在 2021 年

底，香港吸納的直接外來投資存量估計為 21,572 億。主要投資來源為英屬維

京群島與中國內地，受惠於地緣關係，中國內地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常常居於

前一二名，2021 年占比更達 25.1%。2019 年香港直接投資流入下滑較大，主

要原因來自於近期政治動盪打擊，惟 2020 年已大幅回升至 1367 億美元。香

港也受到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影響。來自上海和深圳以及新加坡對高端 FDI

的競爭也令香港承壓，這部份外資包括以區域商業中心功能和跨國公司的研

發活動為目的的投資。 

          

               (6)外貿及收支情形 

商品貿易總計金額(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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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進口 出口 

2018 6,053 5,331 

2019 5,661 5,114 

2020 5,474 5,035 

2021 6,805 6,360 

2022 6,317 5,81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整體出口 10 個主要國家總計金額(單位：百萬港元) 

國家 總值 年增率% 

中國 4,648,417 -13.7 

台灣 741,589 +7.3 

美國 502,057 -2.8 

新加坡 481,451 -0.5 

韓國 371,209 -7.0 

日本 345,246 -11.4 

越南 256,288 +16.0 

印度 252,406 +17.7 

馬來西亞 220,343 +7.0 

泰國 152,760 -4.6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整體進口 10 個主要國家總計金額(單位：百萬港元) 

國家 總值 年增率% 

中國 2,077,660 -14.6 

台灣 587,422 +7.3 

新加坡 398,535 -3.7 

韓國 289,773 -10.7 

日本 242,758 -10.4 

美國 209,351 +1.3 

馬來西亞 176,900 +6.1 

越南 143,864 +22.3 

菲律賓 94,156 +7.4 

泰國 93,666 -8.9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7)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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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匯基金是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用以支持港元匯率穩定。香港外匯基

金設立於 1935 年，根據《貨幣條例》(今日的《外匯基金條例》)設立。基金

持有支持香港紙幣發行的儲備。1976 年，用以支持香港政府發行硬幣的硬幣

發行基金資產，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與政府的大部分外幣資產均轉撥至外

匯基金。硬幣發行基金在 1978 年 12 月 31 日與外匯基金合併。1998 年 11 月

1 日，由政府賣地所得的土地基金資產亦併入至外匯基金。外匯基金由香港

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直至 2023 年 9 月底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為 4,157 億美

元。香港是一個資訊極為發達的國際大都市，是世界上享有最自由的貿易通

商港口。香港沒有外匯管理局，對貨幣買賣和國際資金流動，包括外國投資

者將股息或資金調回本國，都沒有限制，資金可隨時進出香港。 

          (8)銀行系統及貨幣政策 

香港銀行體系的特點是實行三級制，即由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和接受

存款公司三類銀行機構組成，這些銀行機構均獲授權接受公眾存款。三級銀

行機構按不同的規定營運，只有持牌銀行和有限制牌照銀行才可稱為銀行。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為止，香港共有 195 家認可銀行機構及 57 家外資銀行代

表辦事處，全球 100 大銀行之中約有 70 家在香港開展業務。銀行業貸款總額

則由 1997 年底的 4.1 兆港元提升至 2017 年 4 月的 8.5 兆港元；香港銀行資產

總額 2003 年時還僅為 6.5 兆港元，到 2021 年增加至 22.9 兆港元。 

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首要貨幣政策目標，在聯繫匯率制度的架構

內，通過穩健的外匯基金管理、貨幣操作及其他適當的措施，維持匯率穩定。

香港於 1983 年成功實行的聯繫匯率制度。從 1983 年 10 月 17 日起，發鈔銀

行一律以 1 美元兌換 7.8 港元的比價，事先向外匯基金繳納美元，換取等值

的港元“負債證明書”後，才增發港元現鈔。同時政府亦承諾港元現鈔從流通

中回流後，發鈔銀行同樣可以用該比價兌回美元。實行聯繫匯率制度後，維

護穩定的匯率成為香港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從誕生以來，聯匯制良好運作

了 16 年，使香港避免了亞洲貨幣貶值危機。更為香港經濟帶來短期和中期的

聯繫。 

          (9)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1.財政收支 

(單位：億港元) 

 2020-2021 2021-2022 2022-2023 

政府收入 5,642 6,935 6,221 

政府支出 8,160 6,933 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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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2.對外債務 

(單位：百萬港元)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政府機構 19,102 64,304 57,820 

金融當局 1,593 1,459 24,177 

銀行 8,392,203 8,778,067 8,159,084 

其他業界 3,329,791 3,447,351 3,604,848 

直接投資關係下

的債務負債 
2,081,679 2,259,022 2,350,510 

總額 13,824,368 14,550,202 14,196,438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10)賦稅政策及徵課管理系統 

香港的低稅率及簡單稅制對內地投資者非常有吸引力。香港以屬地為徵收稅

項的基礎，只對來自香港的利潤及收入徵稅。與內地情形不同，香港沒有增

值稅和營業稅，主要直接稅是利得稅（企業所得稅）、薪俸稅（個人所得稅）

和物業稅。稅務局負責香港的稅務事宜。稅務局每年寄出繳稅通知書，利得

稅和薪俸稅等資料必須在指定期限前自行呈報，上述稅項每年只需報稅一

次，香港的課稅年度為每年的 4 月 1 日至翌年的 3 月 31 日。 

1.利得稅（企業所得稅） 

香港只對各行業、專業或商業取自或來自香港的利潤徵收利得稅。稅率是

按法團或法團以外人士的稅率納稅：法人的稅率為 16.5%，法人以外的人

士的稅率則為 15%。企業支付的股息無需交納預扣稅。企業收取的股息

也可豁免利得稅，香港亦不征牧資本增值稅。企業和個人（金融機構除外）

存放在認可銀行的存款利息收入，可豁免所得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以扣

減稅款。寬鬆的免稅額制度。對於剛興建工業樓宇和建築物而產生的資本

支出，在支出當年，這筆支出的 20%可免稅，其後每年的 4%免稅；商業

樓宇每年也享有 4%的折舊免稅額。重新裝修和裝飾樓宇與建築物而產生

的資本支出，分 5 年等額扣除。如果由最終用戶持有，與製造業有關的廠

房及機械設備、電腦硬體、軟體及開發成本的支出，可即時扣除 100%。 

其他可扣稅項目包括借入資金的利息、樓宇和佔用土地的租金、雇員 T

資、壞帳、商標和專利註冊費、科學研究支Ⅲ以及雇員退休計畫供款等。 

2.薪俸稅（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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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任何辦事處或受雇工作的收入都需繳納薪俸稅。應繳稅的收入包括

傭金、紅利、酬金、津貼（包括教育津貼）以及其他額外津貼。在香港提

供服務而取得的收入和任何長俸也須課稅。應付稅款按比例累進，稅率由

2%至 17%不等。然而，每名納稅人需繳納的稅款不會高於其總收入的

15%。另外，內地居民在任何評稅年度留港不超過 183 天，可豁免繳納薪

俸稅。 

3.物業稅 

物業稅率統一為可收租金（除差餉外）減去維修及保養免稅額 20%後的

15%。然而，公司為租金收入繳付了所得稅後，無需繳納物業稅。 

此外，香港與美國就航運收入達成有限度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並與加拿

大、德國、以色列、韓國、模里西斯、荷蘭、紐西蘭及英國等地就空運收

入簽訂同類協定。根據有關協定，香港船主及航空公司的國際運輸收入，

在締約國可豁免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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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市場概況 

          (1)背景及發展情形 

香港最早的證券交易可以追溯至 1866 年。香港第一家證券交易所─香港又成

立了第二家證券交易所─香港證券經紀人協會，1947 年，這兩家交易所合併

為香港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到 60 年代後期，香港原有的一家交易所已滿足

不了股票市場繁榮和發展的需要，1969 年以後相繼成立了遠東、金銀、九龍

三家證券交易所，香港證券市場進入四家交易所並存的所謂“四會時代”。

1973~1974 年的股市暴跌，充分暴露了香港證券市場四會並存局面所引致的

各種弊端，1986 年 3 月 27 日，四家交易所正式合併組成香港聯合交易所。4

月 2 日，聯交所開業，並開始享有在香港建立，經營和維護證券市場的專營

權。 

當時的香港證券交易所主要由英國人管理，上市公司也多屬英資企業。1960

年代末，香港經濟起飛，華資公司對上市集資的需求越來越大，促成更多以

華資擁有及管理的交易所開業，遠東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及九龍證券交

易所先後創立。 

一個城市擁有 4 家交易所，在世界上甚為罕見，而且也帶來行政與監管上的

困難。在香港政府的壓力下，四家交易所合併勢在必行。1980 年，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註冊成立，經過多年籌備，1986 年 4 月 2 日，四會正式合併，

聯合交易所開始運作，並成為香港唯一的證券交易所，香港證券市場進入一

個新時代。聯交所交易大堂設於香港交易廣場，採用電腦輔助交易系統進行

證券買賣。1986 年 9 月 22 日，聯交所獲接納成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

正式成員。 

經歷過多次牛市、股災，與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證券市場漸趨成熟。

1999 年，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公佈，為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進行全面改

革，以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及迎接市場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建議把香港聯合

交易所（香港聯交所）與香港期貨交易所（香港期交所）實行股份化，並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合併，由單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

港交易所，港交所，HKEx）擁有，當時聯交所共有 570 家會員公司。2000

年 3 月 6 日，三家機構完成合併，香港交易所（HKEx: 00388）於 2000 年 6

月 27 日以介紹形式在聯交所上市。 

香港交易所的所有交易以電腦進行， 第一代的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於 1993

年 11 月啟用，至 1996 年 1 月，第二代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啟用，系統讓證

券行的終端機連接，令交易不再局限于交易大堂內。第三代自動對盤及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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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AMS/3）於 2000 年啟用，證券經紀可以透過開放式的連接器，將買賣

盤直接輸入中央處理系統進行交易，使交易更快捷，亦提高了交易所可處理

的交易量。 

香港交易所隨著證券市場規模的擴大和交易所未來國際化發展的需要，香港

交易所於 2000 年 10 月推出了第三代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AMS/3）。AMS/3

將投資者、交易所參與者、其他參與者及中央市場連接起來，使交易過程變

得更有效率。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前身是香港商品交易所，於 1976 年成立，是亞太區

內主要的衍生產品交易所。香港商品交易所當時主要買賣的產品計有棉花期

貨、糖期貨、黃豆期貨及黃金期貨。1985 年 5 月 7 日，香港商品交易所易名

為香港期貨交易所（期交所）。 

1986 年 5 月 6 日，期交所推出其旗艦產品 — 恒生指數期貨；至今，恒指期

貨仍然是香港交易所旗下衍生產品市場其中一隻最受歡迎的期貨產品。期交

所提供一個高效率且多元化的市場，讓投資者可透過逾 160 家交易所參與者

（當中許多為國際金融機構的聯繫機構）買賣期貨及期權合約。香港交易所

的衍生產品市場為各類期貨及期權產品提供交易市場，這些衍生產品包括股

票指數、股票及利率期貨及期權產品。 

2012 年 12 月，香港交易所收購 London Metal Exchange（倫敦金屬交易所，

簡稱 LME）。LME 自 1877 年創立以來一直是全球金屬交易所的翹楚。 

 

          (2)管理情形：含主管機關、發行市場及交易市場之概況 

1.主管機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是政府架構以外的獨立法

定組織，負責監管香港的證券和期貨市場及監督其發展。 

2.發行市場概況 

上市證券(主板及創業板)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 0 2 3 年 1 1 月

上市公司數目 2538  2572  2597  2 ,602  

市價總值(億元) 475230  423811  355817  321297  

新增上市(家) 154  34  25  5  

上市證券(隻) 17041  18882  15274  13348  

衍生權證(隻) 7507  9464  6731  5289  

牛熊證(隻) 4739  4817  3979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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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隻) 159  167  191  187  

債券(隻) 1574  1747  1735  1622  

*包括由創業板轉到主板的上市公司數目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3.交易市場概況 

(A)證券市場(主板及創業板) 

時間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9 月 

每月成交金額(百萬元) 1,575,770 1,715,200 

每日平均成交金額 78,789 90,274 

交易日數 20 19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B)衍生產品市場成交量 

時間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9月 

期貨總數 611,155 555,998 

恒生指數期貨 130,502 121,577 

小型恆生指數期貨 82,948 72,624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180,900 158,349 

恆生科技指數期貨 106,828 108,190 

股票期貨 5,629 5,453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3)證券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度 

1.上市條件 

主板上市基本要求 

#企業需符合下列測試要求之一 

盈利測試 市值/收入測試 
市值/收入/現金流量測

試 

1.3 年稅後盈利≧5000

萬港元 
1.市值≧40 億港元 1.市值≧20 億港元 

2.首 2 年稅後盈利 3000

萬港元，近 1 年稅後盈

利 2000 萬港元 

2.最近 1 年收入≧5 億

港元 

2.最近 1 年收入≧5 億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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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 3 年累計現金流入

≧1 億港元 

#營業紀錄要求 

1.3 年(如符合市值/收入測試，可短於 3 年) 

2.在基本相同的管理層下管理運作 

3.最近 1 年須在基本相同的擁有權及控制權下運作 

 

 

 

創業板上市基本要求 

#財務要求 

1.沒有盈利要求 

2.過去 2 個財政年度的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2000 萬港元 

3.上市時市值≧1 億港元 

#營業紀錄要求 

1.必須具備不少於 2 個財政年度的營業紀錄 

2.管理層在最近 2 個財政年度維持不變 

3.最近 1 個完整的財政年度內擁有權和控制權維持不變 

2.交易制度 

(A)交易時間 

週一至週五開市，週六、週日及香港公眾假期休市 

競價時段：開市前時段 上午 9:00~上午 9:30 

持續交易時段：早市 上午 9:30~中午 12:00 

              延續早市 中午 12:00~下午 1:00 

                 午市 下午 1:00~下午 4:00 

競價時段：收市競價時段 下午 4:00~下午 4:10 

(B)價格限制 

香港市場沒有漲跌幅限制，但港交所在開市前(9:00~9:30)與持續交易時

段(09:30~12:00，13:00~16:00)下單時，有以下的限制： 

A.買盤價格低於最後成交價的 20 檔價位或高於最低賣價的 5 檔價位，

則港交所會拒絕下單指令。 

B.賣盤價格高於最後成交價的 20 檔價位或低於最高買價的 5 檔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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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港交所會拒絕下單指令。 

(C)交易單位 

香港證券交易買賣單位稱為「手」，因每只上市證券的買賣單位由發行

人自行決定，可以是每手 20 股、100 股或是 1000 股等。 

(D)暫停買賣機制 

香港股票有盤中暫停買賣機制：只要公司有足以影響股價的重大敏感資

訊待公布，未正式公布前，可由公司主動申請或交易所決定其股票暫停

交易，待敏感資訊釐清後，恢復股票交易。 

(E)交易方式 

開市前時段： 

#競價盤(港股通不適用)：有指定價格的買賣盤。指定價格等同最終參考

平衡價格或較最終參考平衡價格更具競爭力的競價限價盤（即指定價格

等同或高於最終參考平衡價格的買盤，或指定價格等同或低於最終參考

平衡價格的賣盤）或可按最終參考平衡價格進行對盤視乎另一方是否有

足夠可配對的買賣盤。競價限價盤會根據價格及時間先後次序按最終參

考平衡價格順序對盤。競價限價盤不會以差於最終參考平衡價格的價格

對盤。在開市前時段結束後，任何未完成而輸入價不偏離按盤價 9 倍或

以上及少於九分之一或以下的競價限價盤，將自動轉至持續交易時段，

並一概視為限價盤存於所輸入價格的輪候隊伍中。 

#競價限價盤：沒有指定價格的買賣盤，在輸入系統後按最終參考平衡

價格進行對盤。競價盤享有較競價限價盤優先的對盤次序及根據時間先

後次序按最終參考平衡價格順序對盤。在開市前時段結束後，任何未完

成的競價盤會於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前自動取消。 

持續交易時段： 

#限價盤(僅港股通碎股交易適用)：指投資者只可以其指定之價格，買入

或賣出證券，賣盤的價格不可低於最佳買入價（如有），而買盤的價格

不可高於最佳賣出價（如有）。任何未完成的限價盤，將存於所輸入價

格的輪候隊伍中。 

#增強限價盤：與限價盤相似，只是前者可在同一時間與最多 10 條輪候

隊伍進行配對（即最佳價格隊伍至距離 9 個價位的第 10 條輪候隊伍），

但成交的價格必須不遜於輸入價格。增強限價盤的輸入賣盤價可以較最

佳買盤價低 9 個價位，輸入買盤價則可以較最佳賣盤價高 9 個價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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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任何未能成交的買賣盤餘額將按原先輸入的指定限價轉為一般限

價盤，存於所輸入價格的輪候隊伍中。 

#特別限價盤(港股通不適用)：只要成交價不遜於輸入限價便可最多跟

10 條輪候隊伍（即最佳價格隊伍至距離 9 個價位的第 10 條輪候隊伍）

配對。特別限價盤是沒有輸入價格的限制，但賣盤的價格必須是等於或

低於當時最佳買入價，又或買盤的價格須是等於或高於當時最佳賣出

價。配對後，交易系統會取消原買賣盤中未能成交的餘額。 

(F)交割清算制度 

香港结算所實行持續淨额交割制度。在持續淨額交割制度下，每一名中

央结算系统參與者向其他中央结算系统参與者買入或賣出某一支證券，

均会按滾動相抵銷剩下的淨買或靜脈股份作为交收標準。 

交易所參與者通過自動對盤系統配對或申報的交易，必須於每個交易日

（T 日）後第二個交易日下午 3 時 45 分前與中央結算系統完成交割，

一般稱為“ T+2 ”日交割制度（即交易/ 買賣日加兩個交易日交收）。 

(G)佣金計價 

經紀可與其客戶自由商議佣金收費 

(H)融資融券及回轉交易(T+0) 

經紀商為客戶提供融資服務，只有某些的股票才可以賣空，港股通投資者

不得參與融資融券交易，不允許裸賣空，港股允許 T+0 回轉交易。 

 

          (4)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外資可自由買賣港股，是個完全開放的市場，只要是合法投資者及合法的資

金，均可以投資港股且沒有持有比例、時間等限制性規定。 

外國人在香港進行有價證券交易負擔和香港本地人無區分，但外國人對一般

上市公司無持股比率限制，僅對電視公司、香港證交所及匯豐銀行限制。非

香港居民對電視公司單獨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10%，總體持股不得超過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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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人自行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1)自行申購：投資人經投顧公司提供顧問服務，了解該外國有價證

券的屬性等相關資料之後，自行至外匯指定銀行匯款向外國有價

證券公司申購外國基金，以投資人自己名義直接取得「受益憑

證」。 

             (2)經由金融機構：投資人可在了解外國有價證券之價金、屬性及

相關風險之後，向經由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機構，以「指定用途

信託基金」之方式購買外國有價證券。與自行申購不同的是，金

融機構將持有有價證券之「受益憑證」，投資人則持有金融機構

簽發之「信託憑證」。 

             (3)經由證券商：投資人可在了解外國有價證券之價金、屬性及相

關風險之後，向經由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之證券商，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基金，即「複委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