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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結果摘要 
 
在 2003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委託一間獨

立的研究中心進行一項問卷調查，以探討散戶投資者1的投資行為，尤其在買賣

股票和基金方面，以及找出導致非投資者2對投資卻步的原因、促使當中部分人

(有意投資的人士3)在未來 6 個月內打算投資的因素，以及公眾對證監會投資者

教育工作的意見。  
 
 

散戶投資者參與買賣投資產品的特點 
 

• 在過去兩年，香港成年人當中有 29.8%的人曾經買賣投資產品。當中最受歡

迎的投資產品是香港股票，散戶參與率達 23.8%。其餘依次是基金(不包括

強積金)(9.8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 或香港期貨交易所(“期交所”)
買賣的衍生工具(2.3%)、非上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1.6%)、在內地或其他海

外市場買賣的股票(1.5%)、債券 (1.3%)、槓桿式外匯合約(0.8%)及在內地或

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衍生工具(0.4%)。 
 
 
散戶投資者、有意投資的人士和非投資者的特點 

    
• 散戶投資者當中佔 52.2%為男性；64.2%的年齡則介乎 30 至 49 歲。32%的 

散戶投資者持有學位；職業方面主要是文員(16.7%)、專業人員(14.7%)和經

理/行政人員(13.1%)。 
 
• 在有意投資的人士中，男性佔較大比例(58.4%)、年齡介乎 18 至 29 歲

(31.6%) 及 40 至 49 歲(26.5%)。36.6%的有意投資的人士曾經接受高中教

育；從事的職業以文員(19%)、服務工作/商品銷售人員(14%)和專業人員 
(13%)較多。 

 
• 非投資者以女性為多(56.2%)、年齡則介乎 18 至 29 歲(26.8%) 和 40 至 49 歲

(24.3%)。28.9%的非投資者曾經接受高中教育；20.3%為料理家務人士。 
 
 
 
 
 

                                                 
1 散戶投資者的定義為年齡達 18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並曾經在過去兩年買賣投資產品。投資產

品包括在香港、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票和衍生工具(例如認股證、期貨)、基金(不包括

強積金)、債券、槓桿式外匯合約和非上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 
 
2 非投資者的定義為年齡達 18 歲或以上，並在過去兩年沒有買賣任何投資產品的成年人。 
 
3 有意投資的人士指非投資者中表示會在未來 6 個月買賣投資產品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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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者4的投資行為  
 
• 銀行在股票買賣業務上擁有較大的市場佔有率。在股票投資者中，52.7%

只使用銀行進行買賣，30.7% 只使用經紀行進行交易，而16.2%則同時使

用兩者的服務。95.97%的股票投資者只持有現金戶口。只有一名受訪者

(0.12%)持有保證金(俗稱“孖展”)戶口而沒有現金戶口。3.91% 的股票投資

者同時持有現金和保證金戶口。  
 

• 在挑選中介人時，中介人的規模和財政實力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加強

內部監控，增加財政實力，以及提高經紀行在財政實力和公司運作的透

明度，是股票投資者認為有助經紀行增強競爭力及提高投資者對經紀行

信心的三大措施。 
 

• 股票投資者在買入股票之前，除了熟悉有關公司的股份代號和公司名稱

之外，大部分股票投資者都對有關公司的業務性質(91%) 和前景(88.2%)
有所認識。他們認為公司的財政狀況對作出股票投資決定至為重要。在

考慮是否認購新股時，他們主要著眼於新上市公司的背景和聲譽。   
 

• 股票投資者就買賣上市股票作決定時，大部分 (82.5%) 都會根據自己的

分析。超過半數 (53.4%) 會參考成交量。   
 

• 91%的股票投資者從沒親身、透過委派代表或要求中介人根據自己的意

願，出席股東大會投票。他們沒有投票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自己的持

股量不多，票數不足以左右上市公司的決定。  
 
• 11.2%的股票投資者在過去6個月內間中或經常在同一日內買賣同一股票

(俗稱“即日鮮”)。66.8%的股票投資者在過去6個月從沒有進行 “即日鮮”
交易。 

 
 
基金投資者5的投資行為 
 
• 在基金投資者中，特別以女性、50歲或以上、或持有中學或以下學歷的

人士，最樂意投資於保證基金。   
 
• 大部分基金投資者都由於本身的投資需要和營業員的推介而開始投資基

金。在買入基金之前，大部分基金投資者都了解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和

向他們直接收取的費用。超過90%的基金投資者將有關的費用(基金管理

費、直接向投資者收取的費用)和基金是否獲證監會認可，視為評核基金

的重要因素。在作出投資決定時，62.2%的基金投資者曾經參閱有關的銷

售文件和宣傳資料。 
 

                                                 
4 股票投資者指散戶投資者中曾經在過去兩年投資在香港、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票。 
 
5 基金投資者指散戶投資者中曾經在過去兩年投資基金(不包括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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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的基金投資者直接從基金分銷商買入基金，使基金分銷商成為發售

基金的主要渠道。雖然36.3%的基金投資者聲稱他們只在“某程度上”倚賴

銀行職員或投資顧問的意見，但他們仍然期望分銷商會提供有關基金近

期表現，以及基金公司的背景及過往表現的資料。  
 
 

網上交易 
 

• 只有16.3%的散戶投資者曾經在過去兩年在互聯網上買賣投資產品。這些

投資者幾乎全都認為在網上進行買賣較為方便。抗拒使用網上交易的散

戶投資者，則主要認為網上交易有欠安全。  
 
 

非投資者和有意投資的人士的憂慮 
 
• 37% 的非投資者由於缺乏投資知識而沒有在過去兩年進行投資。其中

3%(有意投資的人士)計劃在未來6個月進行投資，特別鍾情於香港股票

(佔有意投資的人士的86.1%)和基金(不包括強積金)(24.8%)。他們有意投

資主要基於市場因素(例如市場氣氛轉好)或個人因素(例如儲錢留待結

婚、退休等情況使用)所致。 
 
 

對證監會投資者教育工作的意見 
 
• 散戶投資者和有意投資的人士印象最深刻的首三項證監會投資者教育活

動依次是電台節目(42%)、巴士上播放的教育短片(41.9%)和報章專欄

(41.9%)。此外，他們認為電台節目 (75.6%)、於電視播放的雜誌式短片

(74.2%) 和證監會的網站6 (73.6%)最能發揮效用。 
 
• 電視被評定為接收投資者教育訊息的最理想途徑，其次是報章和電台。 

 
• 受訪者認為“中四至中七”是開始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最佳時間。至於次選

的最佳時間，受訪者普遍認同是“當成人開始投資”的時候。  

                                                 
6 包括證監會本身的網站和它營運的網上投資者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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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調查結果 
 
2.1 散戶投資者參與買賣投資產品的情況 
 

在過去兩年，29.8%的香港成年人曾經買賣投資產品7。最受歡迎的三種投資

產品是香港股票(散戶投資者的參與率達23.8%)，其次是基金(不包括強積

金)(9.8%)，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或香港期貨交易所(“期交所”)買
賣的衍生工具(例如認股證、期貨)(2.3%)。(見表1) 

 
 

表 1 散戶投資者參與買賣投資產品的情況 
投資產品 

 
散戶參與率 

在聯交所買賣的股票 23.8% 
基金(不包括強積金) 9.8% 
在聯交所或期交所買賣的衍生工具 2.3% 
非上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 1.6% 
在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票 1.5% 
債券 1.3% 
槓桿式外匯合約 0.8% 
在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衍生工具 0.4% 
上述任何一類 29.8% 

 
基數：所有受訪者 

 

 
 

  2.2  散戶投資者、有意投資的人士及非投資者的特點   
 
 

一如表 2 所顯示，散戶投資者有以下特點: 
z 52.2%是男性； 
z 64.2%的年齡介乎 30-49 歲； 
z 32%持有學位; 
z 主 要 職 業 為 文 員 (16.7%) 、 專 業 人 員 (14.7%) 及 經 理 / 行 政 人 員

(13.1%)。  
 
在有意投資的人士中，較大比例為 
z 男性(58.4%)； 
z 年齡介乎 18-29 歲(31.6%)及 40-49 歲(26.5%); 
z 曾經接受高中教育(36.6%); 
z 出任文員(19%)、服務工作/商店銷售人員(14%)及專業人員(13%)等工

作。 
 

                                                 
7 投資產品包括在香港、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票及衍生工具(例如認股證、期貨)、基金

(不包括強積金)、債券、槓桿式外匯合約及非上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  
 



5 

非投資者多數為: 
z 女性(56.2%)； 
z 年齡介乎 18-29 歲(26.8%)及 40-49 歲(24.3%); 
z 曾經接受高中教育(28.9%); 
z 料理家務人士(20.3%)。 

 
表 2     散戶投資者、有意投資的人士和非投資者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概況 

 
散戶投資者 

% 
有意投資的 

人士 
% 

非投資者* 
% 

    
性別    

男性 52.2 58.4 43.8 
女性 47.8 41.6 56.2 

    
年齡    

18-29 14.6 31.6 26.8 
 30-39 30.3 22.4 21.2 
 40-49 33.9 26.5 24.3 
 50-59 15.4 11.2 13.7 
 60 或以上 5.8 8.2 14.0 
 中位數 45 35   45 
     
職業    

經理/行政人員 13.1 8.0 2.1 
專業人員 14.7 13.0 5.9 

輔助專業人員 9.3 10.0 5.5 

文員 16.7 19.0 11.5 
服務工作/商店銷售人員 8.4 14.0 11.0 

工藝及有關人員 3.9 5.0 4.6 

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3.1 5.0 4.8 
非技術工人 3.1 1.0 6.1 

漁農業熟練工人 0.5 0.0 0.4 

業務東主 2.5 5.0 1.2 
學生 1.5 2.0 8.4 

退休人士 6.5 7.0 10.1 

料理家務人士 13.5 9.0 20.3 
沒有作業者 3.0 2.0 8.0 

其他 0.0 0.0 0.1 
    
教育程度    

從未入學/幼稚園 0.7 1.0 5.9 

小學 6.6 4.0 17.7 
初中 11.6 10.9 19.3 

高中 30.4 36.6 28.9 

預科 # 8.2 6.9 6.8 
專上：非學位課程 10.6 17.8 7.3 

專上：學位課程 32.0 22.8 14.0 
註：  *  非投資者不包括已被界定為有意投資的人士的受訪者。 
          #  隨後的分析將 “預科”計入“中學教育或以下”組別內。 
上述數字只計至最接近的整數，因此數字的總和未必等於 100%。 
(基數：所有答案(拒絕回答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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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散戶投資者、有意投資的人士和非投資者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概況(續) 
 

散戶投資者 
% 

有意投資的 
人士 

% 

非投資者* 
% 

    
個人每月入息    

1-999 元 0.0 0.0 0.2 
1,000-1,999 元 0.1 0.0 0.5 
2,000-3,999 元 0.6 1.3 2.7 
4,000-5,999 元 1.9 1.3 9.7 
6,000-7,999 元 4.0 8.9 13.5 
8,000-9,999 元 6.7 19.0 16.8 
10,000-14,999 元 22.3 27.8 26.4 
15,000-19,999 元 14.7 12.7 10.3 
20,000-24,999 元 14.8 11.4 8.1 
25,000-39,999 元 18.0 7.6 7.0 
40,000 元或以上 17.0 10.1 4.8 
中位數(元) 17,500 12,500 12,500 

    

家庭每月入息    

2,000-3,999 元 0.1 0.0 2.6 
4,000-5,999 元 0.2 1.3 5.9 
6,000-7,999 元 1.0 2.6 6.5 
8,000-9,999 元 2.4 3.9 7.9 
10,000-14,999 元 9.1 10.5 21.4 
15,000-19,999 元 10.0 7.9 11.8 
20,000-24,999 元 12.9 10.5 14.8 
25,000-29,999 元 6.8 9.2 5.8 
30,000-39,999 元 16.0 21.1 9.9 
40,000-59,999 元 20.9 19.7 7.7 
60,000 元或以上 20.5 13.2 5.7 
中位數(元) 35,000 35,000 17,500 

    
註：  *  非投資者不包括已被界定為有意投資的人士的受訪者。 
上述數字只計至最接近的整數，因此數字的總和未必等於 100%。 
(基數：所有答案(拒絕回答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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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票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在受訪的 1,010 名散戶投資者中，822 名在過去兩年曾經投資於在香港、內地或

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票(“股票投資者”)。  
 
交易途徑 
 
52.7%的股票投資者只透過銀行買賣股票、30.7%只使用經紀行買賣股票，而

16.2%表示兩者的服務均有採用。0.4%則以自己的名義持有股票(在首次公開招

股中直接購入)。(見圖1) 
 

圖1   買賣股票時使用的中介人類別 

銀行
52.7%

銀行及經紀行
16.2%

沒有採用銀行及

經紀行
0.4%

經紀行 
30.7%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62.7%透過經紀行 (包括同時使用經紀行及銀行) 買賣股票的投資者在進行交易

前，曾查核有關經紀行及個別經紀的持牌狀況。(只查核經紀行：13.2%，只查

核經紀：2.3%) 
 
21.8%的經紀行客戶均没有查核經紀行及個別經紀的持牌狀況，主要是因為有關

的經紀行及/或經紀由親友介紹(40.5%)，或經紀行本身已響負盛名(34.5%)。此

外，在這些投資者中，17.9%早已認識有關經紀，3.6%並不知道經紀行及經紀

必須持有牌照。 
 
在選擇中介人時，63.3%的股票投資者認為中介人的規模及財政實力是最具影響

力的因素，其次是有關交易程序的方便和靈活程度(19.2%)，以及收費水平

(18.6%)。(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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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選擇中介人考慮的主要因素 
 

0.7% 
0.9% 
0.9% 
1.8% 
1.9% 

3.0% 
3.2% 

5.7% 
10.0%

11.3%

18.6%

19.2%

63.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經紀所提供的

其他

公開譴責紀錄

沒有特別原因

有指定的經紀

身為銀行的現有客戶

服務質素

地點方便

親友推薦

早已認識有關的經紀

收費水平

交易程序的方便

規模和財政實力

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和靈活程度

貼士及消息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股票戶口類別 
 
大部分股票投資者(95.97%)只持有現金戶口。只有 1 名受訪者(0.12%)只有保證

金戶口而沒有現金戶口。3.91%的股票投資者同時持有上述兩類戶口。  
 
與只有現金戶口的股票投資者比較，同時持有現金戶口及保證金戶口的股票投

資者有以下特點: 
 

• 男性佔 65.6%(只有現金戶口：54.4%)； 
• 58.1%達專上教育程度(只有現金戶口：41.5%)； 
• 21.9%只透過銀行進行買賣(只有現金戶口：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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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的股票投資者意識到保證金戶口潛在的 “匯集風險”8，而 40.3%知悉經紀

行通常會要求保證金客戶授權經紀行，容許它們將保證金戶口內的股票轉按予

銀行，以獲取銀行貸款。曾經進行 “孖展”交易的股票投資者 9 較留意匯集風險

(同時持有兩類戶口：78.1% ，只有現金戶口：58.5%)及上述的授權規定(同時持

有兩類戶口：56.3% ，只有現金戶口：39.7%)。 
 
為減低在經紀行持有保證金戶口須承受的匯集風險，60.9%的股票投資者支持提

高保證金戶口的匯集安排的透明度。59.1%認同加強教育投資者認識匯集風險會

有一定成效。57.1%倡議對經紀行實施更高的資本要求，而 43.8% 則建議禁止

經紀行匯集客戶的股票。(見圖 3) 
 

圖 3   減低在經紀行持有保證金戶口的匯集風險的方法 
 

0.6% 

1.8% 

2.6% 

4.1% 

43.8%

57.1% 

59.1% 

60.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目前的政策已經足夠 

更嚴格的監管 

其他 

沒有意見 

禁止經紀行匯集客戶的 

對經紀行實施更高的 

就匯集風險加強教育 

提高匯集安排的 

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透明度 

投資者 

資本要求 

股票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8 假如經紀行無力償債，銀行或會出售由經紀行匯集及轉按予銀行以獲取貸款的保證金客戶的

股票，以淸償經紀行的債務。遇上這種情況，保證金客戶或會無法取回在保證金戶口內的全數

股票。這就是一般稱為的「匯集風險」。 

 
9 該名只持有保證金戶口而沒有現金戶口的受訪者，知道保證金戶口存有匯集風險，以及有關

的授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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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股票交易服務收費的了解 

 

大部分股票投資者(82.9%)自稱對股票交易服務收費了解得非常或頗為清楚。(見

圖 4) 
圖4   對股票交易服務收費的了解程度 

 

非常清楚 

20.2% 

頗為清楚 

62.7% 

完全一無所知 

0.7% 
不清楚 

16.4%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同時使用經紀行及銀行買賣股票的投資者，似乎對收費問題較為留意。其中

91.7%聲稱對收費非常或頗為清楚了解。(只使用銀行：79%, 只使用經紀行：

85%)。 
 
大部分股票投資者(79%)表示經紀行或銀行職員在開戶時曾向他們提供收費資料

(沒有提供：18.8%，記不起：2.2%)。 
 
提高經紀行競爭力的方法 
 
股票投資者認為加強內部監控程序、提高財政實力及公司運作的透明度，以及

加強財政實力是經紀行增強競爭力的三大方法。(見圖 5) 
 

圖 5   提高經紀行競爭力的方法 
 

1.8% 

6.7% 

38.3% 

43.4% 

49.1% 

57.1% 

66.2% 

67.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其他  

沒有意見  

提供多元化產品及服務  

只提供買賣服務而不保管  

改善服務質素  

加強財政實力  

提高財政實力及公司運作  

加強內部監控程序  

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的透明度  

    客戶股票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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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調查亦發現，與只使用銀行的股票投資者相比，使用經紀行(包括同時使用

經紀行及銀行)的股票投資者較為支持有關加強內部監控(只使用經紀行：

68.8%，只使用銀行：64.9%，兩者均有使用：76.7%)和提高財政實力及公司運

作的透明度(只使用經紀行：68.8%，只使用銀行：62.4%，兩者均有使用：

73.7%)兩項建議來提高經紀行的競爭力。  
 
 
核對交易文件 
 
91.6%的股票投資者有核對成交單據及戶口結單的習慣(見圖 6)。當中約三分二

(66%)的受訪者所收到的成交單據及戶口結單是分開發出的。32%則收到把成交

單據及戶口結單二合為一的日結單。2% 對此沒有印象。  
 

圖 6   股票投資者會否核對成交單據及戶口結單 
 

4.5% 2.7%

1.2%

91.6%
兩者均有核對

只有戶口結單

只有成交單據

兩者均沒有核對

(基數：所有在中介人持有戶口的股票投資者 ) 
 
24.7%不會核對成交單據及戶口結單的股票投資者表示不必這樣做，原因是他們

的投資金額屬區區小數、他們對監管制度抱有信心，或在理解單據上的資料有

所困難。15.6%由於信任中介人而毋須閱讀交易文件。14.3% 則認為只需在成交

單據或戶口結單之間核對其一已經足夠。   

 
 
對股份的了解 
 
除了股份代號及公司名稱是幾乎所有股票投資者都熟悉之外，上市公司的業務

性質(91%)、前景(88.2%)及持有有關股份的風險(85.2%)是股票投資者在購買一

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前最清楚的三大事項。相對而言，他們對公司的管理層

(42.6%)及公司如何對待小股東(24.7%)都較少認識。在股票投資者中，只有

1.3%承認在買入股票前只知道有關公司的名稱及股份代號，對公司的基本因素

卻一無所知。   
 
上市公司的財政狀況、前景及業務性質是股票投資者在評核一隻股份時最著重

的三項特性。 (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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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在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前對有關公司各項特性的了解 
 

63.9%

42.6% 

24.7% 

70.6%

85.2%88.2% 91.0% 
96.6% 92.9% 91.9%

80.2%

97.0%
86.6% 

80.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業務性質 前景 持有該上市 過往派發 財政狀況 管理層 公司如何對待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知道 
重要 

(基數: 所有股票投資者) 
股票投資者認為重要的百分比 股票投資者知道公司個別特性的百分比 

股票的風險 股息的紀錄

(基數: 所有知道公司個別特性的股票投資者) 

小股東 

註: 98.2% 及 89.8%的股票投資者知道公司的名稱及股份代號。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認購新股 
 
在決定是否認購新股時，股票投資者側重考慮新上市公司的背景及聲譽(36%)。
27.5%會依據傳媒及財經網站上的意見作出投資決定。此外，23.6%會考慮公司

的業務性質，23.4%表示會閱讀招股書，而更少數人(2.8%)會依照經紀的意見行

事。13.1%的股票投資者表示完全不會考慮認購新股。(見圖 8) 
 

圖 8   認購新股所考慮的因素 

1.5% 
1.8% 

2.8% 
3.3% 
3.6% 

4.1% 
4.4%

4.5%
7.9%

13.1%
14.0%

23.4%

23.6%
27.5% 

36.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沒有意見 

個人喜好 

經紀的意見 

招股價 

其他 

公司前景 

個人分析 

主要股東 

朋友推薦 

不考慮新上市股份 

市場趨勢 

招股書 

業務性質 

報章、電視、電台 
公司的背景及聲譽 

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及網站的意見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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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買賣上市股份的決定時，82.5%的股票投資者會根據自己的分析，其次是

成交量(53.4%)及具知名度分析員的意見(44.8%)。42.2%會閱讀報章、電視或財

經網站的分析。33.9%的股票投資者會參考上市公司發出的文件例如年報和公司

通告。(見圖 9) 
 

圖 9   股票投資者在作出買賣決定時所倚賴的事項 
 

16.3% 

24.9% 

33.9% 

42.2% 

44.8% 

53.4% 

82.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經紀的意見 

朋友推薦 

上市公司發出的文件 

報章、電視或財經 

具知名度分析員的意見 

成交量 

自己的分析 

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網站的分析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投票經驗 
 
大部分股票投資者(91%)從未以股東的身分投票。(見圖 10) 
 

圖 10   股票投資者的投票經驗 
 

1.6% 

3.5% 

4.3% 

9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委派代表投票 

親自出席股東大會投票 

透過中介人投票 

從未投票 

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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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者未有行使投票權，最常見的理由(42.5%)莫過於認為自己所持的股數

不多，不足以影響上市公司的決定。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時間去投票

(30.9%)。(見圖 11) 
 

圖 11   股票投資者不投票的原因 
 

2.5% 

4.3% 

4.9% 

5.3% 

9.5% 

30.9% 

42.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很快會將有關股票出售 

其他 

不知道怎樣投票 

沒有興趣 / 沒有需要 /

不知道自己可以投票 

沒有時間 

即使投票也不會影響到 

從未投票的股票投資者的百分比 

上市公司的決定 

沒有原因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從未投票的股票投資者 ) 

 
 
即日買賣 
 
11.2%的股票投資者在過去 6 個月間中或經常會在同日買賣同一股票(俗稱 “即日

鮮”)。66.8% 在過去 6 個月從未進行 “即日鮮”交易。 (見圖 12) 
 

圖 12   股票投資者在過去 6 個月進行“即日鮮”交易的頻率程度 

間中 
6.3%

從未試過 
66.8%

經常 

4.9%
甚少 
22.0% 

 
(基數：所有股票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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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金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不同種類基金的受歡迎程度  
 
在這次調查成功訪問的 331 名基金投資者中，以保證基金最受歡迎(保證基金：

54.4%、股票基金：43.2%、均衡基金：26.9%、債券基金：20.5%、其他基金，

例如認股證基金、期貨基金、對沖基金等：10.3%)。相對於持有其他種類基金

的投資者，保證基金持有人具備以下明顯的特性： 
 

• 接近六成(59.4%)為女性(股票基金：53.8%、均衡基金：42.7%、債券基

金：55.9%)。 
 
• 55% 的保證基金持有人的教育程度為中學或以下(專上教育程度：45%)。

相比之下，超過半數的股票基金、均衡基金及債券基金持有人曾經接受

專上教育(股票基金：63.6%、均衡基金：53.9%、債券基金：64.7%)。 
 

• 保證基金持有人較多(22.4%)為 50 歲或以上(股票基金：17.4%、均衡基

金：15.1%、債券基金：18.2%)。 
 
 

對基金的了解 
 
大部分基金投資者在購買基金前，都對有關基金的投資目標(100%)及向投資者

直接收取的費用(88.5%)有所認識。管理費(90.6%)、向投資者直接收取的費用

(90.6%)、基金是否獲證監會認可(90.6%)及投資目標(89.3%)被視為投資者在作

出投資決定時會考慮的重要特性。(見圖 13) 
 

圖 13   購買基金前對基金特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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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收取的費用 認可 的頻密程度 基金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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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資者知道基金個別特性的百分比 基金投資者認為重要的百分比
(基數 : 所有基金投資者)          (基數 : 所有知道基金個別特性的基金投資者)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基金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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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投資基金決定的因素 
 
個人的投資需要及營業員的推介最能引起投資者購買基金的興趣。超過半數基

金投資者(56.5%)表示因為基金公司或分銷商的營業員推介才購買基金。55.9%
則因應自己的投資需要而買入基金。(朋友推薦：22.7%、報章或網站的評論：

20.8%、基金小冊子：13.3%、基金廣告：10.6%) 
 
在作出投資決定時，62.2%的基金投資者曾參考有關基金的銷售文件及宣傳資

料。 (見圖 14) 
 

圖 14   參考銷售文件及宣傳資料的情況 

兩者均沒有 
17.8% 

銷售文件及宣傳 
資料 

62.2% 

銷售文件

10.0% 
宣傳資料

10.0% 

 
(基數：所有基金投資者 ) 
 
 
交易途徑 
 
60.4%的基金投資者通常直接從分銷商購買基金，而 25.4%則直接從基金公司購

買。只有 5.1%的基金投資者同時從基金公司及分銷商購買基金。0.9%的基金投

資者透過保險公司進行基金投資。8.2%記不起自己從何處購買基金。相對持有

其他類型基金的人士，保證基金的投資者(63.9%)傾向透過分銷商購買基金。(股
票基金：57.3%；均衡基金：55.1%；債券基金：52.9%) 
 
36.3%的基金投資者表示在作出基金投資決定時，“在某程度上”會倚賴分銷商，

例如銀行職員及投資顧問的意見。(非常倚賴：29.3%；少許倚賴： 23.9%：完

全不倚賴：10.6%)  
 
與其他基金類別相比，保證基金的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定時，倚賴分銷商意見

的程度最高。其中 32.2%承認“非常倚賴”代理人的意見。(股票基金：23.6%；

均衡基金：21.7%；債券基金：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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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數的基金投資者(57.8%)期望分銷商會向他們講解基金近期的表現。

44.3%希望從分銷商獲悉有關基金公司的背景及過往的表現。約四分之一的基金

投資者則預期分銷商會向他們提供有關風險(24.7%)、市場前景(23.6%)及收費

(22.3%) 等資料。(見圖 15) 
 

圖 15   基金投資者預期可從分銷商獲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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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近期的表現 

倚賴分銷商提供資料的基金投資者的百分比 

 及過往表現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倚賴分銷商提供資料的基金投資者 ) 
 

監察基金的表現 
 
基金投資者一般會每月查核基金表現1-3次(38.4%)或少於1次(33.2%)。13.6%的

基金投資者從不查核基金的表現。(見圖16)  
 

圖16   查核基金表現的頻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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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所有基金投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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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部分基金投資者會參考報章或市場資訊網站(48.3%)，或以銷售有關基

金的基金公司或中介人發出的戶口結單(45.5%)來查核基金的表現。28.3%會利

用基金公司編制的資料，例如通訊或年報，而1.7%則透過家人或朋友翻查基金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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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網上交易 
 

在過去兩年，16.3%的散戶投資者曾經在網上買賣投資產品。   
 

接受或抗拒網上交易的原因 
 
在過去兩年曾經進行網上交易 10 的散戶投資者中(“網上投資者”)，幾乎全部 
(92.1%)都表示網上交易比較方便。20.6%在網上進行投資因為佣金較低，15.2%
則認為透過互聯網較易取得市場訊息。只有 3.6%藉上網來翻查戶口資料。 

 
相反，在過去兩年沒有進行網上交易的散戶投資者中(“非網上投資者”)，約半數

(46%) 認為網上交易有欠安全。23.4%不懂得使用電腦或上網，11.1%認為上網

並不方便或太慢。10.1%較喜歡經紀的個人服務，而少於 10%的非網上投資者

提出其他理由，例如網上交易的收費與個人服務相同、自己的中介人沒有提供

網上服務、較喜歡透過電話進行買賣等。(見圖 17)  
 

圖 17   不使用網上交易的原因 
 

0.6% 

1.8% 

3.0% 

3.5% 

5.0% 

9.1%

10.1%

11.1%

23.4%

46.0%

9.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與個人服務的收費 
沒有提供網上服務 

不懂得操作程序 

沒有時間 

沒有興趣/沒有需要/ 
其他 

較喜歡透過電話 

較喜歡經紀的 
上網不方便或太慢 

不懂得使用電腦 
網上交易有欠安全   

非網上投資者的百分比

或上網 

個人服務 

進行買賣 

相同 

沒有途徑使用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非網上投資者 ) 

 
網上投資者的特性 
 
超過三分二的網上投資者為男性(69.7%)。接近七成(68.1%)具專上教育程度。此

外，網上投資者一般都較為年輕，其中23.4%介乎18-29歲 (非網上投資者：

13%)。 

                                                 
10 網上交易並不包括使用網上銀行服務，例如繳交帳單、設立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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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非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的憂慮 
 
除財政方面的制肘外，缺乏投資知識(37.0%)、沒有興趣(17.9%)及不願意冒險 
(13.5%)是受訪者在過去兩年沒有買賣任何投資產品的三個主要原因。(見圖 18) 
 

圖 18   非投資者未有買賣投資產品的原因 
 

0.7% 

1.4% 

1.4% 

1.7% 

1.8% 

2.6% 

4.6% 

5.9%

7.1%

13.5%

17.9%

24.8%

37.0%

2.7%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市場上金融產品資料不足

金融投資複雜

失業

對投資缺乏信心

曾經投資失利

沒有投資需要

年紀太大或太輕

市場情緒欠佳

太忙或沒有時間

其他

不願意冒險

沒有興趣

沒有錢可作投資 (見註)

沒有投資知識

非投資者的百分比

 
註：雖然有關問題是 “如果錢不是問題，為甚麼你在過去兩年沒有進行投資?”，但有 24.8%的非投資者在
回答時仍以“沒有錢可作投資”作為不投資的理由。 
(基數：所有非投資者 ) 
 
只有 3%的非投資者有計劃在未來 6 個月買賣投資產品。在這些被界定為“有意

投資的人士”的受訪者中，大部分(86.1%)計劃投資香港股票，其次最受歡迎的

投資產品依次是基金(不包括強積金)(24.8%)及在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

票(10.9%)。(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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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有意投資的人士計劃在未來 6 個月買賣的投資產品 

1.0% 

1.0% 

4.0% 

5.0% 

7.9% 

10.9%

86.1% 

24.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非上市股票掛鉤投資工具

在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

槓桿式外匯合約

在聯交所或期交所

債券

在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

基金(不包括強積金)

在聯交所買賣的股票

有意投資人的士的百分比 

買賣的股票

買賣的衍生工具

買賣的衍生工具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有意投資的人士 ) 
 

計劃購買香港股票的有意投資的人士多數為: 
• 男性(63.2%) (女性：36.8%)； 
• 年齡介乎 30 至 49 歲(44.6%) (18-29 歲：22.8%、50 歲或以上：32.7%)； 
• 教育程度為中學或以下 (59.7%)(專上程度：40.3%)。 

 
表示有興趣投資基金(不包括強積金)的人士: 

• 60%為女性(男性：40%)； 
• 40%年齡介乎 18-29 歲(30-49 歲：33.3%、50 歲或以上：26.7%)； 
• 52%學歷達專上教育程度(中學或以下程度：48%)。 

  
 這些人士有意在未來 6 個月涉足投資，基本上是由於市場情緒有所改善及自己

的投資需要。接近半數(48.5%)的有意投資的人士，被市場因素推動，例如市場

氣氛轉好、金融投資的回報看來吸引。43.6%則因為個人因素所致，例如加薪以

致有較多款項可作投資、為結婚、即將為人父母、退休等情況儲蓄以作不時之

需。9.9%由於目前的低存款利率而萌起投資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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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對證監會投資者教育工作的意見 
 
證監會投資者教育工作的認知程度和成效 
 
在證監會於過去兩年推出的各種投資者教育活動中，電台節目、在巴士上播放

的教育短片及報章專欄是受訪者最有印象的首 3 類教育活動。約 42%的散戶投

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能夠記起這 3 類活動，其次是在電視播放的雜誌式短片

(39.2%)、投資者小冊子(24.3%)及證監會的網站 11(22.8%)。(見圖 20) 
 

圖 20   對證監會投資者教育工作的認知程度 
 

22.8% 

24.3% 

39.2% 

41.9% 

41.9% 

42.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證監會的網站  

投資者小冊子  

電視播放的雜誌式短片  

報章專欄  

巴士上播放的教育短片

電台節目  

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的百分比  
(基數：所有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 ) 
 
 
就成效而言，受訪者認為電台節目(75.6%)及在電視播放的雜誌式短片(74.2%) 
的成效最大。雖然相對於其他類型的教育活動，投資者對證監會的網站的認知

程度相對較低，但以傳達投資者教育訊息的成效來說，卻排行第三(73.6%)，其

次為報章專欄 (67.1%)、在巴士上播放的教育短片 (63.9%)及投資者小冊子

(63%)。(見圖 21) 
 
 

                                                 
11 包括證監會本身的網站及網上投資者資源中心。 



23 

圖 21   證監會投資者教育工作的成效 
 

63.0% 

63.9% 

67.1% 

73.6% 

74.2% 

75.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投資者小冊子 

巴士上播放的教育短片

報章專欄 

證監會的網站 

電視播放的雜誌式短片 

電台節目 

認為有幫助的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的百分比 

(基數：所有曾接觸有關活動的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 ) 
 

 
發放投資者教育訊息的最佳渠道 

 
整體而言，68.9%的受訪者(包括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認為電視是發放

投資者教育訊息的最佳渠道，其次是報章(47.1%)及電台(37.4%)。(見圖 22) 
 

圖 22   發放投資者教育訊息的最佳渠道 
 

4.6% 

15.8% 

15.8% 

15.9% 

18.3% 

19.9% 

37.4% 

47.1% 

68.9%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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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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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的百分比  

註：可以選擇多個答案。 
 (基數：所有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 ) 
  



24 

 
開始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最佳時間 
 
所有受訪者(包括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認為“中四至中七”(34.3%)是
開始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最佳時間，其次是“當成人開始投資時”(23.3%)及“中

一至中三” (15.3%)。(見圖 23) 

 

 

圖 23   開始接受投資者教育的最佳時間 

0.5% 

0.5% 

0.7% 

4.4% 

7.3% 

13.7%

34.3% 

23.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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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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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沒有意見 

大學 

中一至中三 

當成人開始投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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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所有散戶投資者及有意投資的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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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調查設計 
 
受訪對象 
 
在本調查中，受訪對象的定義如下： 
  

• 受訪者：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成年人。 
 
• 散戶投資者：在過去兩年曾經買賣投資產品的受訪者。投資產品包括在

香港、內地或其他海外市場買賣的股票和衍生工具(例如認股證、期

貨)、基金(不包括強積金)、債券、槓桿式外匯合約及非上市股票掛鉤投

資工具。  
 

• 非投資者： 在過去兩年沒有買賣投資產品的受訪者。 
 

• 有意投資的人士：在非投資者中表示會在未來 6 個月買賣投資產品的人

士。 
 
 
資料收集方法 
 
在2003年10月15日至11月17日期間，研究中心透過電話訪問形式，以預先設定

的問卷向受訪者收集資料。 
 
 
抽樣方式 
 
研究中心首先以隨機方式抽樣選出 28,026 個住宅電話號碼，向全部 3 類受訪者

進行訪問。在第二階段，研究中心抽出 2,650 個住宅電話號碼，以達到 1,000 名

散戶投資者的目標受訪人數。 
 
在調查過程中，5,168 名 18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曾回應有關投資經驗的甄別問

題，當中 1,541 名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兩年曾經買賣一種或以上的投資產品，而

其中的 1,010 名受訪者回答其後所有問題及被界定為散戶投資者。 

 

除 1,010 名散戶投資者外，這次調查亦成功訪問了 3,354 名非投資者，當中 101
名表示會在未來 6 個月買賣投資產品而被界定為有意投資的人士。  

 
 


	目錄
	調查結果摘要
	主要調查結果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