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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委託了一家大型市場調查公司 Taylor Nelson Sofres Hong 
Kong Limited （TNS） 在 2008 年 7 月至 8 月期間進行調查，評估散戶的背景資料、投資知識及

行為，從而協助本會制定未來的投資者教育活動。 

調查分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主要集中了解散戶的財務知識及投資行為，第二階段則深入調查投

資者對股票、基金及股票掛鉤投資工具的產品知識。 

本報告總結了主要的調查結果。 

第一階段──調查結果摘要 

散戶的參與情況 

調查發現年滿 18 歲的香港成年人當中，20.6%曾經在過去 12 個月內投資最少一種投資產品，當

中有 99.5%曾投資於一種證監會監管的投資產品。 

香港股票是最受投資者歡迎的投資產品，受訪成年人當中，有 18.6%曾經投資香港股票，其次是

基金（不包括強制性公積金）（8.3%）、認股證（俗稱“窩輪＂）（2.2%）、債券（2.1%）、

非上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1.7%）、現貨黃金1（0.7%）、槓桿式外匯合約（不包括外幣存款）

（0.6%）及在香港買賣的期貨或期權（0.5%）。 

基於上述結果，再按 2006 年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成年人口推算，過去 12 個月內曾投資於最少一

種證監會監管投資產品的香港成年人超過 1,160,000 人。 

散戶的背景資料 

男性佔受訪人數的 53.8%，當中 62.7%為 50 歲以下，28%為 40 至 49 歲。教育程度方面，略多

於半數受訪者都擁有中學及預科學歷，擁有大專或以上程度的有 38.1%。 

在所有受訪者中，約三分之二（64.7%）為在職人士，超過四分之一（28.8%）為料理家務者或退

休人士。按收入計算，約五分之一（21.8%）的投資者無匯報個人收入。受訪者每月平均個人收

入為 17,976 元，而每月平均家庭收入則為 37,363 元。 

逾三分之一（37.2%）受訪者擁有十年或以上投資經驗，受訪者平均有七年投資經驗，69.5%擁有

三年或以上投資經驗。 

                                                 
1 現貨黃金買賣不屬於受證監會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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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表示了解所投資

的全部產品 
 

投資者表示對所投資的 
最少一種產品所知不多或 

一無所知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圖 1：對投資產品的整體了解程度 

33.2% 

66.8% 

對產品的熟悉程度及風險評估 

不少投資者似乎並未有在投資前先行理解投資產品。投資者投資某種產品，並不代表熟悉該種產

品，特別是股票和基金等較受歡迎的產品。三分之二（66.8%）受訪者表示對所投資的最少一種

產品所知不多或完全沒有認識。 

 

 

 

 

 

 

 

 

 

 

投資於認股證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最熟悉所投資產品，55.2%表示尚算熟悉或非常熟悉，其次是投

資股票的受訪者（49.2%）。相反，投資股票掛鉤投資工具、基金及債券的受訪者，對所投資的

產品的熟悉程度最低，他們當中分別只有 35.8%、36.5%及 36.5%表示對產品尚算熟悉或非常熟

悉。 

特別的是，證監會接獲的投訴顯示，不少認股證投資者不甚了解產品，反映熟悉產品與認識產品

之間未必有直接關聯。投資者對某些問題的回答亦反映了這點（見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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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投資者均知道他們投資的產品是有風險的。大部分（89.6%）投資於認股證的受訪者將認

股證評為高風險。投資股票的受訪者當中，51.4%將股票評估為中度風險。約三分之一（34.2%）

經驗較淺的投資者2將基金評為低風險。 

 

 
                                                 
2 經驗較淺的投資者指擁有少於三年投資經驗的人士。 

圖 3：受訪者對各種產品的風險評估 

30.1%

30.6%

28.2%

20.5%

30.6%

38.3%

42.9%

48.8%

54.8%

50.0%

45.5%

33.3%

45.8%

36.8%

15.5% 

8.7% 

13.5% 

15.9% 

25.0% 

5.1% 

8.0% 

18.2% 

8.3% 

5.7% 

5.9%

11.1% 

12.3% 

10.9% 

非常熟悉 普通熟悉 所知不多 略有所聞，但全無認識 

基數：分別投資於以上七種產品的投資者

163 

1359 

36 

44 

156 

608 

123 

受訪 
人數 

股票掛鉤投資工具 

槓桿式外匯 

期貨或期權 

香港股票 

基金 

債券 

認股證 

圖 2：對個別投資產品的熟悉程度 

高風險 中度風險 低風險 無風險 視乎產品種類而定 不知道／不懂評估 

9.0% 

22.8% 

41.5% 

52.8%

54.6%

19.9% 

48.9%

40.0%

51.4%

43.9%

25.0%

29.6%

47.0%

53.9%

23.5%

26.0%

5.7%

16.7%

9.1%

8.3%

3.6%

89.6%

24.0% 

12.7% 

0.7% 

5.7% 

9.8% 0.6% 

14.1%

4.0%

1.5%

45.4%

0.8%

10.0%
1.9%

9.4% 0.8% 

5.6%

1.2% 

7.1%

1.3% 

6.0%

8.1%

6.8%

銀行存款 

債券 

基金 

現貨黃金 

香港股票 

股票掛鉤投資工具 

期貨或期權 

槓桿式外匯 

認股證 163 

44 

36 

123 

1359 

50 

608 

156 

1502 

基數：分別投資於以上產品的投資者 

受訪 
人數 

備註： 
1. 大部分受訪者均投資於超過一種產品  
2. 現貨黃金買賣並非證監會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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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行為 

投資者一般有多重投資目的。受訪者被問及過去 12 個月的投資目的時，平均提出最少三種不同目

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賺取高於銀行存款的回報，共有 86.6%的受訪者以此為目的。 

此外，有 38.4%的受訪者投資是為了賺快錢，有較大比例的年輕投資者都以此為投資目的。 

投資者在投資時，平均會考慮最少七項因素。他們最在意的是投資回報（91.7%），緊接的是虧

蝕風險（90.9%），至於對投資產品的認識則位列第五（84.7%）。 

 

 

 

 

45.1% 46.6%

37.2%

30.3%
35.3% 

18-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或以上 

年齡組別

基數：每個年齡組別的受訪者 

受訪人數 224 294 419 340 218 

圖 5：投資目的 ── 賺快錢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3.5%

27.8%

34.5%

38.4%

56.5%

59.5%

86.6% 

為子女將來的教育

賺取比銀行存款更高的利息

對抗通脹

為退休作準備

賺快錢

為特定目的儲蓄

其他

圖 4：投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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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潤與虧損的關係 

約半數受訪者（以下圖 7 右方的灰色區）對持有的投資抱有不切實際的期望。他們大多數期望得

到普通至高水平的利潤，但卻只願承擔少量的潛在虧損。值得關注的是，一成（10.3%）投資者

希望獲取高水平的利潤，但並不願承擔太大虧損。 

 

 

22.0% 

26.8% 

2.8%

9.1%

29.0%

10.3% 

抱有不切實際期望的投資者抱有切合實際期望的投資者 

希望得到高 
水平利潤 

但只願承擔 
不多的損失 

希望得到普通

水平利潤但 
只願承擔少量

或不願承擔損失

希望得到穩定

的低水平利潤

但不願承擔

任何損失 

預期高水平

的利潤 
及損失 

預期普通 
水平的利潤 

及願意承擔相同 
或更多的損失 

預期穩定的 
低水平利潤 

及願意承擔相同 
或更多的損失 

圖 7：對利潤及損失的期望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71.9% 

1.1%

0.5%

73.6% 

74.2% 
80.2% 

84.7% 
89.0% 

90.3% 
90.9% 

91.7% 投資回報 
虧蝕風險 

風險承受能力 
可作投資的本金 

對該投資產品的認識程度 

投資目標 
市場氣氛 

方便的投資渠道 
投資年期 

其他 
不考慮任何因素 

圖 6：影響投資決定的因素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備註： 
1. 不切實際的期望指投資者期望獲取一定水平的利潤，但不願承擔同等或較高程度的損失。  
2. 切合實際的期望指投資者期望獲取一定水平的利潤，亦願意承擔同等或較高程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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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蝕策略 

略多於一半或 53.5%的受訪者曾使用止蝕策略，沒有使用過止蝕策略的受訪者有 46.5%，當中

43.3%認為無需採用止蝕策略。 

 

 
 

大部分經驗較淺的投資者（58.7%）及自認保守的投資者（54.8%）傾向不使用止蝕策略。 

過去曾使用止蝕策略的受訪者當中，只有五分之一或 20.8%經常使用這策略。調查數據顯示，男

性投資者（26.0%）、進取型投資者（37.4%）及認股證投資者（35.7%）傾向較常使用止蝕策

略。 

 

不使用止蝕策略的原因 

有 
53.5% 

沒有 
46.5% 

32.5%

24.2%

43.3%

沒有需要止蝕的經驗 

有訂立止蝕策略但最後

沒有執行 

認為無需止蝕 

使用止蝕策略 

使用止蝕策略的頻密程度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20.8%

40.5%

38.7% 經常 

有時 

很少 

基數：沒有使用止蝕策略的受訪者（699 人） 

基數：有使用止蝕策略的受訪者（803 人） 

圖 8：止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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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習慣──處理文件和作出投訴 

只有 24.7%的受訪者表示會細閱投資文件後才簽署，反映他們在這方面有欠審慎。逾三分之一

（38.1%）的受訪者只會略讀文件，另有 27.3%的受訪者相信客戶主任的口頭解釋，未經細閱便

簽署文件。 

但若戶口月結單的紀錄與實際交易不相符，投資者便會明顯較為審慎，91.0%表示會作出投訴。

在會作出投訴的受訪者當中，大部分（86.8%）知道應向哪家機構──他們的經紀行或證監會─

─作出投訴。 

 

 

 

 

會 
91.0% 

不會
9.0%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8.6% 

1.6% 

0.9% 

1.2% 

1.5% 

1.9% 

2.1% 

3.7% 

86.8% 

基數：在發現戶口月結單上的資料不符時會投訴的受訪者（1367 人） 

經紀行本身或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消費者委員

香港聯合交易所

政府

會投訴，但不知道應該向誰投訴

香港金融管理局

警方

保險公司

其他機構

會否投訴 
向哪家機構投訴 

圖 10：投訴 

38.1% 

27.3% 

24.7% 

8.5% 
1.5% 

沒有閱讀文件，因為使用他人的戶口投資 

沒有閱讀文件，因為在網上聲明 
確認接受條款 

簽署前細閱文件

沒有閱讀文件，只信任客戶主任的 
口頭解釋便簽署 

簽署前略讀文件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圖 9：文件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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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中介人 

大部分或 95.5%的受訪者在開立股票買賣戶口前，會考慮以下三項關鍵因素中的至少一項：中介

人的牌照狀況、公司規模及曾否被監管機構紀律處分。過半數或 51.3%的受訪者會考慮全部三項

因素。 

在完全不考慮上述三項關鍵因素的投資者中，43.4%表示，他們本身與客戶主任的私人關係使他

們沒有考慮上述因素。 

 

 

45.7%

0.9%

0.3%

51.1%

64.9% 
65.9% 
66.2% 

70.2% 

78.6% 
81.8% 

91.7%

基數：所有受訪者（1502 人） 

提供服務範圍

現有客戶口碑

中介人牌照狀況

監管機構紀律處分的紀錄

地點方便

與客戶主任的關係

廣告／市場形象

其他

中介人公司規模

收費

不考慮任何因素

圖 11：開戶前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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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證投資者 

近 半 數 （ 49.1% ） 認 股 證 投 資 者 有 三 年 或 以 上 買 賣 認 股 證 的 經 驗 ， 他 們 大 多 未 滿 50 歲

（75.5%）。 

 

 

在認股證投資者中，79.8%表示他們認為買賣認股證可輕易以少量資金捕捉正股的價格變動。大

部分認股證投資者（77.3%）希望透過買賣認股證賺取短期利潤。 

接近到期日的價外認股證（俗稱“價外末日輪＂）並不普及，只有約四分之一（25.8%）的認股

證投資者曾買賣這種認股證，這些投資者大多比較年輕，投資經驗也較豐富，不少有超過三年的

投資經驗（81%）。 

投資者在選擇認股證時頗為審慎，平均會考慮六至七項因素，最常見的考慮因素是距離認股證到

期的期限（96.9%），其次是認股證的正股，有 90.8%的認股證投資者提及這項因素。 

9.8%

14.7%

35.0% 

23.9%

16.6%18-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或以上 

基數：所有認股證投資者（163 人）

圖 12: 認股證投資者的年齡組別



 

 10

認股證投資者似乎都傾向自己作投資決定，近半數或 46.6%決定買賣認股證時會自行判斷，不會

徵詢他人意見。 

 

 

 

 
基數：所有認股證投資者（163 人）

3.1%

96.9% 

90.8%

87.1%

84.7%

80.4%

79.1%

63.8%

63.2%

正股

認股證市場成交量

認股證在市場上的流通量

（俗稱街貨量）

 引伸波幅

溢價

兌換率

其他

距離到期的期限

發行商

圖 14：選擇認股證時的考慮因素 

基數：所有認股證投資者（163 人）

77.3% 

41.7%

38.7%

28.8%

28.2%

1.8%

79.8% 

不太熟悉認股證，但想碰碰運氣

享受買賣認股證的刺激

分散投資

跌市時可維持投資組合價值

想利用買賣認股證賺快錢

可輕易以少量資金去捕捉正股的價格變動

其他

圖 13：買賣認股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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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認股證性質的了解程度方面，受訪者在一組共七條是非題中，平均答對了 4.7 條問題。不

過，他們對流通量提供者的角色所知不多，在總共六條有關流通量提供者的問題中，平均只答對

了 2.8 條。 

82.8%

82.2%

74.2%

73.0%

63.8%

58.9%

33.7%

11.7%

23.9%

25.8%

22.7%

37.4%

55.8%

10.4%

1.2%

10.4%

1.8%

3.7%

13.5%

6.1%

6.8%

答對 答錯 不知道

(T) 引伸波幅可以在一個交易日內出現變化

(F) 兩隻由不同發行商發行的認股證，
如果有相同的正股及到期日，它們的價格會相同

(F) 認股證的價格必定完全跟隨
正股價格的變動而上落

(F) 正股價格是影響認股證價格的唯一因素

(T) 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相同，
引伸波幅較高的認股證會比較貴

(F) 交投活躍的認股證一定是可取的

(F) 槓桿比率可以用作預測認股證的價格走勢

(T) 引伸波幅可以在一個交易日內出現變化

(F) 兩隻由不同發行商發行的認股證，
如果有相同的正股及到期日，它們的價格會相同

(F) 認股證的價格必定完全跟隨
正股價格的變動而上落

(F) 正股價格是影響認股證價格的唯一因素

(T) 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相同，
引伸波幅較高的認股證會比較貴

(F) 交投活躍的認股證一定是可取的

(F) 槓桿比率可以用作預測認股證的價格走勢

不知道+
答錯(%)

17.2%

17.8%

25.8%

27.0%

36.2%

41.1%

66.3%

不知道+
答錯(%)

17.2%

17.8%

25.8%

27.0%

36.2%

41.1%

66.3%

基數：所有認股證投資者（163人）

 

91.4%

62.6%

21.5%

47.9%

31.9%

26.4%

22.1%

50.3%

31.9%

50.9%

62.0%

15.3%

28.2%

20.3%

17.2%

11.7%

4.9%

3.7%

答對 答錯 不知道
基數：所有認股證投資者（163人）

(T) 在回應開價要求的方式之中，
流通量提供者只會在收到要求後才開價

(T) 每隻認股證都有一個流通量提供者（俗稱莊家）

(T) 當認股證價格低於1仙，流通量提供者
可以暫停開價

(F) 流通量提供者必須承接市場上所有正在輪候
配對的買賣盤

(F) 流通量提供者可以在他們認為合理的
價格水平開價而不受任何限制

(F) 流通量提供者在交易日當中任何時段都
一定要持續報價

(T) 在回應開價要求的方式之中，
流通量提供者只會在收到要求後才開價

(T) 每隻認股證都有一個流通量提供者（俗稱莊家）

(T) 當認股證價格低於1仙，流通量提供者
可以暫停開價

(F) 流通量提供者必須承接市場上所有正在輪候
配對的買賣盤

(F) 流通量提供者可以在他們認為合理的
價格水平開價而不受任何限制

(F) 流通量提供者在交易日當中任何時段都
一定要持續報價

T：正確 F：錯誤

不知道+
答錯(%)

8.6%

37.4%

78.5%

52.2%

68.1%

73.7%

不知道+
答錯(%)

8.6%

37.4%

78.5%

52.2%

68.1%

73.7%

 

圖 16：測試投資者對流通量提供者的角色的認識 

圖 15：測試投資者對認股證性質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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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媒體情況 

投資者有多個途徑獲取金融市場資訊，他們平均會利用四至五個不同媒體渠道，當中以報章和電

視為主，分別佔 84.8%和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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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調查結果摘要 

股票投資者 

股票是最普遍的投資產品。全部受訪者平均有 5.8 年買賣股票的經驗，61%有三年或以上的投資

經驗。中國概念股及藍籌股最受歡迎，分別有 67.7%及 65.1%的投資者在過去 12 個月曾投資這

兩類股票。 

投資者買賣股票主要因為覺得股票屬長線投資工具（58.6%）。投資者認為股票買賣簡單容易。

約 40%的股票投資者買賣股票是為了賺快錢，約四分之一認為股票流通量高。 

不同類別股票在投資者眼中的風險水平 

投資者認為二三線股風險最高，其次是中國概念股及藍籌股。接近四分之三的投資者（72.0%）

認為股價波動是投資二三線股的主要風險之一，而投資中國概念股涉及的最大風險之一是中國政

府政策的風險（76.5%）。 

 

 

 

2.4%

22.2% 

23.7% 

63.1%

59.8%

22.4% 

22.3% 

49.4%

62.7%

58.4%

25.5%

33.2%

63.8%

9.2%

10.5% 

4.9% 

5.1%

3.4%

26.8% 

61.5% 29.2%

22.0% 

3.8% 

11.1% 

4.3% 

68.6%

71.2%

0.8% 

1.5% 

0.6% 

5.1%

0.6% 

0.6%

3.3% 

3.9% 

4.1% 

2.1% 

6.9% 

14.0% 

1.8% 

0.6% 

4.0% 

6.1% 

3.5% 

高風險 中度風險 低風險 無風險 不知道／不懂評估

基數：各類型股票的投資者／非投資者 

507

507

507

117

330

164

244

263

343

507

507

507

117

330

164

受訪人數

244

263

343投資者 

非投資者 

總數 

總數 

投資者 

二三線股

中國概念股

藍籌股

非投資者 

總數 

投資者 

非投資者 

圖 17：不同類型的股票在投資者眼中的風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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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股票時的考慮因素 

投資者購入股票前會考慮公司的基本因素和外圍因素。至於非中國概念股，價格走勢（70.3%）

是最主要的考慮，就中國概念股而言，公司業務性質是投資者最常考慮的因素（75.8%）。 

資料來源 

印刷媒體及財經網站是所有股票投資者最常用的資料來源──不論所投資的是中國概念股

（81.4%及 57.7%）或其他股票（76.8%及 52.5%）。投資者在搜集股票資料時，平均會參考四

至五個不同的資料來源。 

只有少於三分之一投資者會在搜集關於投資中國概念股或其他股票的資料時（分別為 24.6%及

28.1%），查閱公告和股東通函等公司文件。較少投資者閱讀公司文件，主要因為：沒時間閱讀

（60.6%）及文件內容太技術性（59.4%）。 

參閱文件 

大部分股票投資者透過郵遞收取戶口結單，只有三分之一投資者會查閱收到的結單、核對數字及

保留結單。表示會按照成交單據核對戶口結單資料的人數最少，只有約一半的投資者聲稱有這樣

做。 

 

 

 

基數：有收取戶口結單的投資者（498 人） 

3.4%

30.5%

49.6%

66.1% 

67.1% 

以上皆有

以上皆沒有 

按照成交單據核對戶口結單資料 

保留結單 

仔細查看結單 

圖 18：處理戶口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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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保障 

只有 42%的股票投資者曾聽過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的投資者個人戶口，而在知悉有這項服務的投

資者當中，已開立投資者個人戶口的不足四分之一。不開立投資者個人戶口的主要原因是，投資

者認為本身的經紀行／銀行可靠（48.2%），所以覺得無需將股票及現金存放於中央結算及交收

系統。不懂得如何使用投資者個人戶口（40.1%）則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相 對 於 投資 者 個 人戶 口 ， 投資 者 對 投資 者 賠 償基 金 的 認知 程 度 更低 ─ ─ 只有 約 三 分 之 一

（33.9%）的股票投資者曾聽過投資者賠償基金。當中，只有少於十分之一（8.7%）能正確說出

每宗經紀行違責中，每名投資者的賠償上限是 150,000 元，而有 59.9%不知道賠償額是多少。 

基金投資者 

基金投資者與股票投資者的投資經驗相類似，有 60.4%的基金投資者有三年或以上投資基金的經

驗。 

投資基金的目的 

投資基金的主要原因是投資者視基金為中長線投資工具（74.6%），及希望分散投資（68.2%）。

不論投資者有多少年投資經驗，他們都認為基金屬於中長線投資，但投資經驗較豐富的投資者往

往是為了分散投資（72.8%）、投資海外市場（48.2%）及對抗通脹（42.4%）而購買基金。 

 

 
 

1.2%

74.6% 

68.2% 

41.6%

36.1%

34.6%

19.1%

6.8%

1.2%

基數：所有基金投資者（512 人）

其他 

投資顧問的推介 

被基金廣告吸引 

為了投資於熱門行業的股票 

買賣簡單容易 

為了對抗通脹 

可投資於海外市場 

分散投資 

基金是中長線投資工具 

圖 19：投資基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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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基金時的考慮因素 

投資者在考慮是否購入基金時，最常考慮的因素是費用和收費（63.1%）、基金的資產組合

（61.3%）和基金的評級（59.2%）。投資者平均持有基金投資達四年半。 

資料來源 

投資者平均透過三至四個不同的渠道搜集基金資料，最常用的有：銀行客戶主任／投資顧問

（66.0%）、基金資料單張（53.7%）及報紙雜誌（49.0%）。互聯網亦是基金投資者常用的資料

來源。 

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基金投資者（35.7%）查閱基金的銷售文件。投資者不閱讀基金發售文件的最

普遍理由是內容太技術性（60.2%）。 

 

 
 

基數：所有基金投資者（512 人）

24.4%

22.5%

29.5%

30.1%

35.7%

36.7%

38.7%

49.0%

53.7%

66.0% 

網上財經日誌、討論區、聊天室

基金的廣告

由銀行／基金公司舉辦的投資講座

朋友或親戚

銷售文件

財經網站（例如雅虎財經）

基金評級機構的網頁

報紙及雜誌

基金資料單張

銀行客戶主任／投資顧問

圖 20：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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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基金的表現 

投資者平均使用三至四種不同方法監察基金表現，最常用的是查閱戶口結單（65.8%）及在網上

戶口查看基金價格（65.6%）。普遍來說，互聯網是投資者監察基金表現的一個常用途徑。 

 

 

股票掛鉤投資工具（ELI）的投資者3 

相對於股票和基金，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是較新的投資工具。投資者的投資經驗也反映了這點──

四分之三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投資者（75%）在這方面的投資經驗少於三年。 

投資股票掛鉤投資工具的目的 

受訪者投資股票掛鉤投資工具主要是為了要賺取與年期相若但較銀行存款更高的回報。誤以為股

票掛鉤投資工具為長線投資工具（15%）或保本投資工具（22%）的投資者只佔少數。 

資料來源 

銀行客戶主任／投資顧問（69.0%）是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投資者的主要資料來源。約三分之一

（35%）投資者則選擇根據銷售文件及推廣資料自行進行分析。 

 

                                                 
3 由於涉及股票掛鉤投資工具數據的樣本較少且抽樣誤差較大，詮釋調查結果時須格外審慎（見附錄 B）。 

基數：所有基金投資者（512 人） 

0.2%

2.0%

27.5%

30.7%

35.9%

38.3%

43.0%

45.7%

65.6% 
65.8% 

不會監察基金表現

其他

於基金評級公司網站查看基金價格

查閱基金公司或分銷銀行的通訊

透過客戶主任查閱基金表現

查閱基金所投資市場的新聞、

財經評論或分析

查閱基金的財務報告

於基金公司網站查看基金價格

於網上戶口查看基金價格

查閱戶口結單

圖 21：監察基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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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時的考慮因素 

投資者在評估一隻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是否適合自己時，與評估其他投資工具一樣，會考慮多項因

素。他們平均會考慮五至六項因素，當中以股票掛鉤投資工具的回報為最多投資者考慮的因素，

但逾六成投資者亦有考慮五項其他因素。 

 

基數：所有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投資者（100 人）

42.0%

33.0%

50.0%

60.0%

66.0%

66.0%

68.0%

69.0%

69.0%

71.0%

股票掛鉤投資工具的發行商

所涉收費

最低投資金額

行使價

在最惡劣情況下的最大損失

我對所掛鉤的正股價格走勢的看法

股票掛鉤投資工具的年期

我的風險承受能力

所掛鉤的正股

股票掛鉤投資工具的回報

圖 23：評估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時的考慮因素 

基數：所有股票掛鉤投資工具投資者（100 人）

16.0%

1.0%

19.0%

21.0%

23.0%

24.0%

25.0%

35.0%

35.0%

69.0% 

其他

朋友或親戚

 

網上財經日誌、討論區、聊天室

 

知名財經評論員的推介

產品發行商在廣告中的推介

財經網站（例如雅虎財經）

 銀行或產品發行商舉辦的投資講座

根據推廣資料，自行分析

根據銷售文件或產品單張，自行分析

銀行客戶主任／投資顧問

圖 22：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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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第一階段調查的設計 

受訪對象 

調查對象均為年滿 18 歲的香港居民，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投資於證監會監管的七種投資產品

中的任何產品。 

調查方法 

調查以電腦輔助的電話訪問形式進行，每次訪問為時 12 至 18 分鐘，訪問員首先向受訪者表明是

代表證監會進行調查。 

受訪對象不包括以下行業的從業員：廣告、銀行、金融或保險、市場研究及傳播媒體。 

訪問員共接觸 7,328 名香港居民，最終成功訪問 1,502 人。理論上，以這個數目的概率樣本來

說，在九成半置信水平下，整體結果會有+/- 2.5%的抽樣誤差。細分類別的抽樣誤差會較高。 

調查在 2008 年 7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期間進行。 

抽樣方法 

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出香港的成年散戶，以了解他們投資各項產品的情況。電話訪問以香港居

民為對象，透過從電話簿抽選號碼並結合隨機撥號的方法進行。訪問安排在下午至晚間較後時段

以及星期六進行，以確保調查同時涵蓋在職人士和非在職人士，並讓受訪者能夠在方便的時間接

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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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第二階段調查的設計 

受訪對象 

第二階段調查的受訪對象為在香港居住、年滿 18 歲的人士，並曾於過去 12 個月內投資股票、基

金或股票掛鉤投資工具這三類投資產品。 

調查方法 

調查人員以不同方法邀請受訪者接受訪問，曾投資於股票、基金或股票掛鉤投資工具並參加了首

階段調查的受訪者，均獲邀參加第二段階段調查。受訪者可選擇在網上填寫問卷或自行寄回填妥

問卷。 

由於要達到所需樣本數目，調查人員根據首階段調查參與者中，願意參與第二階段調查的人數，

計算出尚欠樣本數目，然後透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及聯絡 TNS 6th dimensionTM Access Panel
（由一群願意參與市場研究調查的人士組成），邀請更多人士接受調查。接受電腦輔助電話訪問

的人士同樣可以選擇在網上填寫問卷或自行寄回填妥問卷。 

股票、基金及股票掛鉤投資工具三個類別分別成功取得 507、512 及 100 個樣本。理論上，以這

些數目的概率樣本來說，在九成半置信水平下，三個類別分別會有+/- 4.4%、+/- 4.4%及 +/- 9.8%
的抽樣誤差。細分類別的抽樣誤差會較高。 

數據搜集方法 

調查人員以電腦輔助網上訪問及郵遞問卷兩種方式搜集資料，受訪者可選擇其中一種回應方式。

調查工作在 2008 年 7 月 16 日至 8 月 29 日期間進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