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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460 億元 (A)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58,880 億元 (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105,830 億元 (C)

私人銀行及私人 
財富管理業務

47,190 億元 (D)

信託持有資產

摘要

1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不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65%1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的資產

8%
資產管理及基金
顧問業務的管理

資產

2%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的管理資產

12%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的從業員

    3%
內地相關的持牌
法團及註冊機構

    5%
持牌法團－第9類
受規管活動

在香港註冊成立
的證監會認可基金

的規模

獲註冊的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

   5% 500%

上述項目指有關業務的管理資產。項目C及項目D下匯報的某些資產是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因此
亦在項目B下予以匯報。所以，項目A並非項目B、C及D加總後的數額。詳情請參閱第49頁的附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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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每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資產及財
富管理業的資料和數據。這些資料和數據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行工作規劃。

2. 一如往年，是次調查集中在以下各類香港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和基金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

(b) 從事資產管理、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銀行（統稱“註冊機構”），其資產管理活動須
與持牌法團受相同的監管制度（即《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

(c) 根據《保險業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這些公司提供構成《保險業條例》附
表1第2部所界定長期業務的服務，並從財富管理產品賺取總營運收入；及

(d) 提供信託服務的機構（受託人）。

3. 是次調查從機構（即持牌法團、註冊機構、保險公司和受託人）的角度以及從客戶（即持牌法團和註
冊機構從香港管理的資產或客戶關係所產生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的角度，分析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概況。

4. 一如往年，本會向持牌法團發出調查問卷，並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保險業監管局及香港信託人公會
的協助下，將問卷分別發給註冊機構、保險公司和受託人，查詢它們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資產
及財富管理活動。

5.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報告內的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6. 有1,019家（2020年：942家）機構表示，它們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或信託服務，當中包括906家（2020年：830家）持牌法團、45家（2020年：47家）
註冊機構、40家（2020年：39家）保險公司及28名（2020年：26名）受託人。是次調查的回應率較去
年有所上升。請參閱第48頁的附錄I以了解有關回應者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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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A部

資產及財富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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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概覽

2021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的主要結果詳述如下：

在瞬息萬變的嚴峻市況下，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
務依然保持穩健，管理資產按年上升2%至355,460億
元2（45,580億美元）。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經營的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上升8%至
258,880億元2（33,200億美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
業務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的管理資產按年下跌6%至105,830億元2（13,570億美
元）。回應者表示，當中跌幅主要歸因於客戶持有的相關
投資的價值變動。

信託持有資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信託持有資產按年上升5%至
47,190億元2（6,050億美元）。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淨資金流入

非香港投資者持續成為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3的主要資
金來源，佔所管理資產的65%。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3在2021年錄得21,520億元（2,770
億美元）的淨資金流入（2020年：20,350億元（2,620億
美元）），按年增長6%。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產管理
業務所管理資產4的56%，當中有49%投資於股票。

2 請參閱第49頁附錄II所載2021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3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4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及房地產基金。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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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
總數按年上升12%至54,003人。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
認可基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
基金數目按年上升7%至865隻，而資產淨值則按年上
升5%至14,970億元（1,920億美元）5；2021年的整體淨
資金流入達到1,210億元（156億美元）。

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數
目按年上升500%至48家6，當中附設95隻子基金，包
括市值合共達167億元（20億美元）的21隻交易所買賣基
金（exchange-traded fund，簡稱ETF）。

從業員

5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有865隻，當中110隻屬於強制性公積金可投資且亦可向香港公眾發售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零售核准匯集投資基金），而這些基金的資產淨值為5,150億元（660億美元）。

6 包括41家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持牌法團－第9類受規管
活動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香港獲發牌進行資產管理（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數目由2020年12月31日的
1,878家，增加5%至1,979家。

內地相關的持牌法團及註冊
機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持
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由去年的397家，增加3%至40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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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分析

7.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達224,060億元，
佔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7的65%。

過去五年，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比例

超過
60%

香港
(35%)

中國內地
(9%)

其他
(10%)

北美洲
(23%)

歐洲
（包括英國）

(10%)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3%)

7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表1B：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7（347,110億元）－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劃分

表1A：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7（347,110億元）－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66%
62% 64% 64% 6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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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

表2A：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按職能劃分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37,062

42,821
45,132 48,006 54,00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8%

32%

63%

37%

60%

40%

60%

40%

62%

3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從業員總數

銷售及市場推廣

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

註：2019年至2021年期間，調查範圍擴大至涵蓋受託人。

8. 2021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的從業員總數上升12%至54,003
人，當中升幅主要源自保險公司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從業員的人數增
長。此外，年內進行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的各類從業員人數由
19,230人增加7%至20,5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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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B：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按職能劃分

表2C：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直接進行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的從
業員人數（2021年與2020年比較）

銷售及市場推廣
(62%)

風險管理╱
法律及合規

(5%)

基金行政
(6%)

輔助單位
(9%)

資產管理
(8%)

研究╱分析
(4%)

買賣╱交易
(3%)

企業策劃
及商業管理
(3%)

基金行政

資產管理

研究╱分析

風險管理╱
法律及合規

買賣╱交易

企業策劃及
商業管理

輔助單位

2020年 2021年

1,000 1,500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3,267

3,230

3,999

3,588

2,358

1,690
1,578

2,101

2,846

1,547

4,865

1,444

2,591

+11%

+1%

+10%

+12%

+7%

+7%

+4%
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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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B部

資產管理及
基金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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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8－概覽

9. 本部分涵蓋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所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
金顧問業務。基金顧問業務主要包括香港基金經理向海外機構提供
的基金顧問服務。

10.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是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主要組成部
分，截至2021年12月31日按年上升8%至258,880億元。

11.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於2021年錄得15,140億元9的淨資金流入
（2020年：13,790億元），按年增長10%。

表3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25,888
(+8%)

17,511
16,447

20,040

24,03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1,307
1,536

1,171
1,543

23,045

21,324

1,110
1,300

17,630

827
1,094

14,526

638
1,242

15,631

（十億元）

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包括房地產基金）

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

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

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
顧問業務的資產

 8%

8 有關“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定義，請參閱第50頁。
9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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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258,880億元）－按市場參與者劃分

12. 持牌法團進行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於2021年按年
上升8%至230,450億元。

13.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即第9類受規管活
動）的持牌法團數目，由去年的1,878家上升5%至1,979家。在2021
年，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個人數目亦由13,074人按年上升5%
至13,786人。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
13,070億元
(5%)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206,010億元
(79%)

持牌法團－基金顧問
22,120億元

(9%)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5,360億元

(6%)

持牌法團－房地產基金
2,320億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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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客戶及產品類別分析

14.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專業投資者10的投資在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
顧問業務11中佔69%。源自於專業投資者的管理資產由171,360億元
按年上升3%至177,030億元，當中增長主要是由法團、金融機構及
基金帶動。在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中，源自於非專業投資者的
管理資產的比例由去年的28%上升至31%。

表4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1（256,56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源自專業投資者的資產管理
及基金顧問業務比例

69%

10 有關“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請參閱第51頁。
11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表4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1（256,56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2021年與2020年比較）

專業投資者(69%)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政府╱主權財富╱中央銀行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

機構及法團－其他

45%

12%

3%

2%

1%

6%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31%)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機構及法團
－其他

專業投資者

慈善機構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政府╱主權財富╱中央銀行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2020年 2021年

2,000 4,000 6,000 8,000 12,00010,000

（十億元）

+3%

+8%

-35%

+8%

+8%

+29%

+19%
7,953

6,664

1,539

1,190

3,079

11,545
11,186

2,856

513

257

770

1,190

238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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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2（256,560億元）－按產品類別劃分

15. 公募基金（包括證監會認可基金及來自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公募基金）
於2021年佔香港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2的37%，其次是管理
帳戶(31%)及私募基金(17%)。對沖基金(6%)和私募股本及創業基金13 

(5%)已包括在私募基金內。歸屬於管理帳戶的管理資產由73,780億
元按年上升8%至79,540億元。

12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3 部份在香港的私募股本公司並非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AVCJ Research，香港的私募股本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不包括房
地產基金）於2021年達1,820億美元（2020年：1,64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

其他
(8%)

管理帳戶
(31%)

退休基金（包括強制性
公積金（強積金）計劃
及職業退休計劃）

(7%)

公募基金
(37%)

私募基金
(17%)

表5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2（256,560億元）－按產品類別劃分
（2021年與2020年比較）

其他

私募基金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管理帳戶

公募基金

2020年 2021年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十億元）

1,904
2,143

7,378

9,044
9,337

7,954

1,666

3,808
4,443

1,779

+3%

+8%

+17%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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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14－按管理地區分析

16. 一如以往，截至2021年12月31日，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務中超過一半
的資產是在香港管理，佔整體14的56%。

14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表6：資產管理業務14（2021年：234,440億元）－按管理地區劃分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比例

56%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5%

45%

55%

45%

56%

44%

58%

42%

56%

4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在香港管理而沒有進一步委託的資產管理業務

分判或委託予海外其他辦事處或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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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5－按投資地域分析

18. 2021年，香港基金經理主要投資於亞太區，而區內投資佔在香港管
理的資產15的63%。

15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投資於亞太區的資產比例

63% 表7A：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5（2021年：130,850億元）－按投資地域
劃分

17.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5由2020年的124,190億
元按年上升5%至130,850億元。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8%

32%

67%

33%

66%

34%

64%

36%

63%

37%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投資於亞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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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6（130,85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16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表7C：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6（130,85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2021年與2020年比較）

19. 基金經理仍然傾向投資於香港市場，2021年的投資額達29,870億
元，佔本地管理資產16的23%。中國內地的投資比例保持穩定，佔在
香港管理資產的21%。

香港
(23%)

中國內地
(21%)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5%)

歐洲（包括英國）
(13%)

北美洲 
(16%)

日本
(4%)

其他
(8%)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資產比例

44%

日本

其他

歐洲（包括英國）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北美洲

香港

中國內地

2020年 2021年

1,000 2,000 3,000 4,000

（十億元）

563

1,066
722

2,793

2,987
3,159

2,626

1,684

2,074

1,918

2,101

1,634

1,590

587

-5%

+6%

-1%

+17%

+6%

-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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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7（130,850億元）－按資產類別劃分

表8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7（130,850億元）－按資產類別劃分 
（2021年與2020年比較）

2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7中大部分投資於股票，
佔49%，其次是債券，佔29%。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17－按資產類別分析

債券
(29%)股票

(49%)

集體投資計劃
(10%)

現金及貨幣市場
(8%)

其他
(4%)

投資於股票的資產比例

49%

17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其他

現金及貨幣市場

集體投資計劃

債券

股票

2020年 2021年

1,000 2,000 3,000 5,0004,000 6,000 7,000

（十億元）

521
492

3,715

6,414
6,677

3,664

1,355

1,080
541

1,045

-4%

+1%

+30%

+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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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1年，所有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總市值大致受到市場狀況的
影響，因而輕微下跌約2.5%。儘管如此，恒生房地產基金股息累計
指數錄得約3.5%升幅，表現較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優勝；後者
在2021年錄得近11.8%跌幅。

22. 首隻以物流為重點的房地產基金於2021年上市，而年內，上市房地
產基金進行了多項收購，涉及的總代價約為260億元。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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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C部

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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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8 – 概覽

23.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由持牌
法團及註冊機構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的資產總值
較去年下跌6%至105,830億元19。回應者表示，當中跌幅主要歸因
於客戶持有的上市股票及債券的價值變動。2021年的淨資金流入為
6,380億元（2020年：6,560億元）。

24. 有50家持牌法團及42家註冊機構表示，他們曾在調查期內從事私人
銀行或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表9：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市場參與者劃分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2,930億元(12%)

註冊機構－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80,660億元(76%)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2,350億元(2%)

持牌法團－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9,890億元(10%)

25.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
增加4%至8,406人，當中有2,909人是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20。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18 有關“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定義，請參閱第51頁。
19 該數額指由隸屬較大型銀行集團的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香港客戶經理，所建立、管理、服務
或負責的客戶帳戶內的資產總值。

20 2021年，註冊機構匯報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人數為7,592人，當中有2,641人是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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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分析

26.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所管理的資產
總值當中，有52%源自非香港投資者，其中大部分來自亞太區。

表10：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投資者資產根據地劃分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比例

52%

中國內地 (16%)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5%)

其他 (11%)北美洲 (5%)

歐洲（包括英國） (5%)

香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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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表11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客戶類別劃分（2021年與2020年比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客戶類別分析

21 有關“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請參閱第51頁。

27.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源自機構、法團及個人專業投資者21的資產
佔管理資產總值的96%。

專業投資者 (96%)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
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

機構及法團－其他

45%

27%

17%

1%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4%)

6%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機構及法團－其他

專業投資者

慈善機構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十億元）

428

478

2,900

4,764

5,010

2,866

35

672

1,784

2,037

813

112

2020年 2021年

-5%

+1%

-12%

-69%

-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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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中，上市股票仍佔所投資資產的最
大比重，於2021年12月31日佔管理資產總值的47%。其餘資產則分
散至其他產品，例如私募基金（包括對沖基金、私募股本及創業基 
金22）、公募基金、債券、現金及存款。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分析

表12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劃分

表12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劃分（2021年與2020年比較）

22 部份在香港的私募股本公司並非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AVCJ Research，香港的私募股本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不包括房
地產基金）於2021年達1,820億美元（2020年：1,64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

上市股票 (47%)

管理帳戶 (3%)

私募基金 (13%)

公募基金 (8%)

其他 (8%)

現金及存款
(15%)

債券 (6%)

公募基金

管理帳戶

私募基金

上市股票

債券

現金及存款

其他

2020年 2021年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十億元）

863
763

364

375

1,551

812
853

1,503

694

1,346

4,953
5,570

1,245

1,007

-11%

+3%

+8%

-31%

+1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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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21年，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中有53%投資於
亞太區。當中，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資產佔43%。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地域分析

表13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表13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105,83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2021年與2020年比較）

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資產比例

43%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8%) 日本
(2%)

其他
(10%)

北美洲
(23%)

歐洲
（包括英國） 

(14%)

香港
(34%)

中國內地
(9%)

中國內地

香港

日本

歐洲（包括英國）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北美洲

其他

2020年 2021年

1,0005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十億元）

991
1,175

3,620
3,817

2,458

1,005
1,104

2,798

844

168

1,497

1,456

169

797

-5%

-12%

-16%

+3%

+6%

-1%

-9%



272021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第 II D部

信託持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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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香港的信託持有資產總值達到47,190億元，較
去年上升5%，當中87%（即41,160億元）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所管理。

3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位處中國內地及香港的資產佔信託持有資產總值
的52%。

表14A：信託持有資產（47,19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表14B： 信託持有資產（47,19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2021年與2020年比較）

信託持有資產

其他 (5%)

中國內地
(17%)

香港
(35%)

日本 (2%)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
及新西蘭）

(6%)

歐洲（包括英國）
(14%)

北美洲
(21%)

日本

其他

歐洲（包括英國）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中國內地

香港

北美洲

2020年 2021年

600 800400200 1,200 1,400 1,8001,000 1,600 2,000

（十億元）

102

228
254

1,003

1,649
1,528

1,295

277

781

679

754

309

255

85

+8%

-23%

+4%

+120%

+9%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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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募基金及退休基金（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強
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佔信託持有資產的70%。

表15A：信託持有資產（47,19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表15B： 信託持有資產（47,19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2021年與2020年比較）

其他（包括家族辦公室
及私人信託、慈善機構
及其他法團）
(24%)

政府╱主權財富╱
中央銀行
(6%)

公募基金
(32%)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38%)

公募基金

退休基金
（包括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政府╱主權財富╱
中央銀行

其他（包括家族辦公室
及私人信託、慈善機構

及其他法團）

2020年 2021年

600200 4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十億元）

1,323
1,502

1,247
1,152

261
276

1,649
1,789

+14%

+8%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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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香港作為
卓越的人民幣
離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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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繼續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提供廣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截至2022年3月31日，根據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當中47隻在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得到證監會認
可，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則批准了38隻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截至2022年3
月31日，在基金互認安排下，內地基金當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上升42%至人民幣12.4億元，而
香港基金當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則下跌30%至人民幣118.86億元。

2018

11

19

32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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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6,000

8,000

10,000

14,000

16,000

12,000

18,0003816,959

11,886

14,361

10,647
12,170

（基金數目） （人民幣百萬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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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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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 表17：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

（2022年的數據截至3月31日；2021年的數據截至3月26日；
2020年的數據截至3月27日；2018年至2019年的數據截至 
3月31日）

（2022年的數據截至3月31日；2021年的數據截至3月26日；
2020年的數據截至3月27日；2018年至2019年的數據截至 
3月31日）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獲批的香港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獲認可的內地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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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計價及相關的零售產品

表18：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及規模

23 包括：
(a) (i)主要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於在岸內地

證券市場或主要投資於離岸人民幣債券、固定收益工具或其他證券的ETF（以人民幣計價）；(ii)主要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制
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於在岸內地證券市場或主要投資於離岸人
民幣債券、固定收益工具或其他證券的非上市基金（以人民幣計價）；(iii)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下獲認可的內地基金當中
源自香港投資者的資產；(iv)人民幣黃金ETF；及(v)人民幣槓桿及反向產品的資產淨值；

(b) 以人民幣發行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未償還金額；
(c) 具人民幣特色的紙黃金計劃以人民幣計價帳戶所作的投資；
(d) 人民幣房地產基金的市值；及
(e) 向香港投資者發售的非上市基金（並非以人民幣計價）的人民幣計價股份類別的總資產淨值。
2019年至2022年，調查範圍已擴大至涵蓋上文(e)所指的產品的價值，但不包括具有人民幣交易櫃檯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
價）。

24 這是指上文註釋23(a)至(d)所述的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
25 這是指上文註釋23(e)所述的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及具有人民幣交易櫃檯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價）數目。調查範
圍在2019年至2022年已擴大至涵蓋這些產品。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規模23

具有人民幣股份類別的非上市基金（並非以人民幣計價）及具有人民幣交易櫃檯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
價）數目25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數目24

（截至各年3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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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6%

22%

17%

2019 2020 2021 2022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5%

10%

15%

20%

25%

17% 17%

8,325
9,280

5,845

9,786

7,246

（百萬美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945

757

658658
618

（人民幣十億元）

表19： 主要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內地 
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 
於在岸內地證券市場的證監會認可ETF 
（以人民幣計價）

表20： 未償還的人民幣客戶存款及存款證
總額

主要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於
在岸內地證券市場的證監會認可ETF（以人民幣計價）的市
值在所有香港ETF中所佔的百份比

主要透過合格境外投資者制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債券通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於在岸
內地證券市場的證監會認可ETF（以人民幣計價）總市值（百
萬美元）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年報

（截至各年3月31日的數據）

（截至各年12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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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公司積極在香港市場開拓業務

表21：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和資產淨值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資產淨值

（截至各年12月31日的數據）

表22： 由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持牌法
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的分項數據（按年
增長3%）

表23： 源自內地投資者（包括合資格境內機
構投資者）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

香港 
6,680億元 

(23%)

亞太區
其他地方 
7,460億元
(26%)

北美洲、歐洲
及其他地區 
14,630億元

(5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總計：28,770億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總計：407家）

內地證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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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部

近期發展
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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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近期發展及前景

促進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發展

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澳門金融管理
局在2021年9月公布推出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有關試點計
劃在2021年10月展開，香港有19家銀行初步合資格提供相
關服務。合資格香港銀行的數目其後增加至24家。

證監會就該試點計劃與中國人民銀行、金管局及其他機關
緊密合作，為該計劃的設計和運作提供意見，包括產品的
涵蓋範圍和操守相關事宜。證監會在2021年12月對金管局
就優化該計劃而設的常見問題提供了意見，以釐清可應投
資者要求提供合資格產品名單，及說明獲准進行的推廣活
動。

跨境理財通的推出鞏固了香港在促進國際資金於中國內地
與全球其他地方之間流通這一方面的獨特角色。該計劃為
跨境零售投資帶來新的機遇，並應對粵港澳大灣區廣大投
資者對香港財富管理方案的需求。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最
富裕的地區之一，人口超過7,000萬，本地生產總值為1.6
萬億美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內地投資者可透過參與計劃的香港
銀行，投資於由超過30家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100多隻在
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南北向的參與率均穩步
上升。

證監會與內地相關部門、金管局及其他持份者緊密合作，
聯手檢討這項計劃並考慮作出優化，例如增加額度，擴大
合資格投資產品的涵蓋範圍，邀請更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參
與，及改善分銷安排。

大灣區
跨境理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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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通

內地及香港的交易所和結算所在2021年12月發出聯合公
布，表示已就合資格ETF納入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的
安排達成共識，藉以為本地及海外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機
會。中國證監會與本會在2022年5月27日就落實ETF通發布
聯合公告，而香港交易所、中國證監會與內地交易所亦於同
日發布規則修訂，並就2022年7月4日推出ETF通一事公布相
關實施細節（包括產品資格準則）。在ETF通推出後的首兩個
星期（2022年7月4日至15日），南向及北向ETF總成交額（包
括買賣成交）分別為26億元及人民幣2.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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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3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的證監會認可ETF有160隻，當中包括28隻槓桿
及反向產品，總市值為4,298.9億元（按年上升9%；2021
年：3,944.1億元）。這些ETF在之前12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
額為80億元（按年上升14%；2021年：70億元）。

隨著首批為數四隻的ETF於2020年10月在聯交所和深圳證
券交易所實現互掛，本會與中國證監會合作將互掛計劃擴
展至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首批為數兩隻的ETF已於
2021年6月在香港及上海互掛。截至2022年3月31日，六
隻互掛ETF的總市值為65.5億元。

年內，證監會認可了首三隻追蹤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
數（即首批在香港買賣的A股期貨合約的相關指數）的ETF，
亦認可了首批追蹤台灣股票指數的槓桿及反向產品、首隻
原油期貨反向產品及首隻黃金期貨反向產品。

此外，證監會認可了香港首隻碳排放配額期貨26ETF。這隻
在2022年3月上市的ETF追蹤ICE EUA碳期貨指數，讓零售
投資者得以涉足碳市場。

證監會與聯交所合作提升ETF在二手市場的效率及流動性。
自2021年5月起，固定收益和貨幣市場ETF的交易系統使用
費及最低股份交收費用均獲寬免。此外，證券莊家交易現
改為按相關ETF和槓桿及反向產品的流動性及投資範疇而獲
得不同的交易費用豁免。作為優化ETF市場基建措施的其中
一部分，交投活躍的ETF和槓桿及反向產品由2022年5月開
始被納入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證監會在2022年2月就適用於採用聯接基金結構的合資格
ETF的簡化規定發出一份經修訂的通函，以放寬適用於海外
上市主ETF有關基金規模及往績紀錄的規定，目的是為投資
者提供更多投資選擇，及促進香港ETF市場的增長。

ETF和槓桿及
反向產品

26 通常稱為碳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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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互認安排

證監會透過基金互認安排，向內地及其他海外市場推廣合資
格的香港公眾基金作跨境發售。這擴大了香港公眾基金的投
資者基礎，加強香港作為具競爭力的環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
心的地位，以及支持本地投資專才的發展。

為拓展香港公眾基金的市場，本會與中國證監會持續進行討
論，以便優化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包括放寬銷售限額
和海外轉授職能的限制，並為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在
港管理基金。

年內，共有六隻香港基金在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制度下獲中
國證監會批准，使基金總數達至85隻。截至2022年3月31日
止年度，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的淨認購額約為人民幣
4.214億元，而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的淨贖回額約為
人民幣2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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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在2021年5月落實政府的三年資助計劃，為在香港
設立合資格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房地產基金提供資助，
從而鼓勵擴闊投資工具的種類。該計劃涵蓋支付予香港服
務提供者的合資格費用的70%，上限為每家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100萬元及每隻房地產基金800萬元。證監會已發出新
聞稿，當中載列了有關詳情（包括資格準則及申請程序），
並刊發了一系列常見問題，以向業界提供指引。截至2022
年3月31日，在資助計劃下撥出的資助金額超逾2,000萬
元。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及房地產基金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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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政府推出適用於在港成立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資助
計劃，及考慮到此類公司屬跨境理財通及ETF互掛計劃下的
合資格產品，業界對這種香港的公司型基金結構的興趣大
增。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證監會為49家新的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進行註冊，及批准了87隻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子基
金，包括15隻ETF。自政府推出資助計劃後，獲註冊的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總數已增加了超過四倍。截至2022年3
月31日，共有62家開放式基金型公司連同118隻開放式基
金型公司子基金（包括總市值達130億元的23隻ETF）已告成
立。

新的遷冊制度在2021年11月1日推出，有利海外公司型基
金落戶香港，並能提高它們在法律和稅務方面的保障，繼
而支持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進一步增長。新制度有助為以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結構轉移至香港的海外公司型基金，
提供法律及稅務方面的保障。2022年4月，證監會為首隻
將註冊地轉移至香港成為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開曼群
島私人公司型基金進行註冊。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為提升香港作為家族辦公室樞紐的吸引力，證監會積極參
與政府專責小組的工作，為單一家族辦公室所管理的合資
格家族投資控權工具提供稅務寬免。視乎相關立法程序，
稅務寬免安排擬適用於2022年4月1日或之後起計的任何課
稅年度。

單一家族
辦公室的稅務寬免



422021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加強監管制度以提供更大的投資者保障

與投資有關的
人壽保險計劃

證監會定期檢視其規則及規例，使之緊貼市場發展。證監
會就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投資相連壽險計劃）制訂
產品設計的補充指引，有助更妥善地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此外，為完善投資相連壽險計劃認可流程而設的利便措
施，使證監會能夠維持有效的監管制度。證監會正與業界
及其他持份者緊密合作，以實施有關新指引。

經與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合作對投資相連壽險計劃進行
全面檢視，並在諮詢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後，證監會於2021
年11月發出通函，就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產品設計提供經
加強的指引。這些加強措施規定，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費
用及收費須與可資比較的替代性產品相稱，及與所提供的
保險保障相符，同時亦規定須降低產品的複雜程度及加強
有關費用的披露，從而讓投資者得到更完善的保障。現有
產品有18個月的過渡期。此外，證監會優化了認可投資相
連壽險計劃的程序，以減省較簡單和標準的申請的審批時
間。另一方面，保監局在2021年12月就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發出進一步的指引，以加強對投資相連壽險計劃在產品設
計及銷售時資料披露方面的規定。金管局亦於2022年7月
就新一類高保障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產品（歸類為“保障型投
資相連壽險”）的銷售，加強銀行業的操守規定。

2022年5月，證監會根據新指引認可了首項保障型投資相
連壽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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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認可基金
的存管人

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存管人（即頂層受託人及保管人）負有保障
計劃資產和進行獨立監察的重要責任。為加強對香港公眾基
金的規管，證監會建議增設第13類受規管活動，以將存管
人納入《證券及期貨條例》的發牌、監督及執法制度之內。

證監會在2022年2月就第13類受規管活動的建議框架發表諮
詢總結，同時亦就界定第13類受規管活動的建議方針，及
為落實這項新制度而對附屬法例以及證監會的守則和指引
作出的建議修訂，展開進一步諮詢。是次進一步諮詢已於
2022年4月30日結束。證監會將與金管局合作，並與業界進
行溝通，以便敲定有關建議。

證監會在2021年10月就建議修訂《集資退休基金守則》27的
公眾諮詢作出總結。主要修訂包括加強有關集資退休基金
運作的規定，以及釐清主要經營者的責任，以加強投資者
的保障，及確保這些規例能夠與時並進，並切合本身的監
管目的。有關修訂已於2021年12月生效。現有集資退休基
金有12個月的過渡期以遵守經修訂的守則。

集資退休基金

27 集資退休基金僅可發售予《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所界定的香港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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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證監會於2021年8月就修訂《基金經理操守準則》發表諮詢
總結。該等修訂要求基金經理在投資及風險管理流程中考
慮氣候相關風險，並作出適當的披露，以滿足投資者對於
氣候相關風險資訊的需求，以及打擊漂綠（greenwashing）
行為。有關新規定將由2022年8月20日起實施。

為協助基金經理遵從新規定，證監會亦發出了通函，列明
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方面應達到的標準，並列舉了一些業
界實務運作的例子。證監會亦於年內在證監會Facebook專
頁舉辦了兩場網上研討會，並在本地業界組織的活動上闡
釋新的規定。

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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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基金

鑑於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基金增長迅速，並因應國際的監管發
展，證監會於2021年6月發出通函28，當中載列有關ESG基
金（特別是以氣候相關因素為重點的基金）的披露和定期評估
的加強規定。證監會亦舉辦了多場簡報會，向業界解釋有關
規定。

證監會的網站就所有證監會認可ESG基金設有一個中央資料
庫。為加強透明度，該資料庫亦加入了有關基金的主要特
點。截至2022年3月31日，共有121隻證監會認可的ESG基
金，管理資產總值達到1,427億美元，即基金數目按年增加
2.7倍，管理資產總值則按年增長1.9倍。截至2022年6月30
日，證監會認可的ESG基金數目達到135隻。

投資者教育仍是證監會的首要重點工作。我們與投資者及
理財教育委員會合作，由該委員會透過網上和社交媒體平
台、宣傳活動、講座及與持份者互相協作，提高公眾對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的認識及了解。年內，本會高層人員亦向
本地和國際人士講述有關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28 該通函取代先前於2019年4月發布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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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瞬息萬變的市況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監督及監察

為了監察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的風險承擔水
平，證監會要求資產管理公司定期匯報重要數據，包括認購
和贖回量、流動性狀況、資產配置及證券融資和借貸交易。
年內，證監會擴大了所收集的基金數據的範圍，當中納入槓
桿的使用情況、信貸質素及貨幣風險，從而讓其可加強監察
基金活動，及更為了解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

證監會緊貼市場發展，並因應不同的市場情況和壓力事件
（例如內地地產發展商的信貸事件及俄烏衝突）而度身制訂監
察計劃。證監會透過資產管理公司就不尋常或異動情況（包
括重大贖回、暫停買賣及流動性問題）所作出的匯報，對證
監會認可基金的流動性進行密切監察。

證監會積極地與資產管理公司聯繫，以監察它們的風險承擔
及評估對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影響。證監會亦提醒資產管理公
司特別在處理資產處置、估值及贖回時應公平行事及維護投
資者的最佳利益。

證監會亦對廣告進行例行監督，以及處理就疑屬集體投資計
劃並不得在香港向公眾發售的房地產相關、虛擬資產相關或
其他可疑安排而接獲的投訴，並會採取監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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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證監會於2021年8月在其網站上
增設一項警示，提醒公眾注意疑屬集體投資計劃的非認
可投資安排。證監會聯絡了消費者委員會和地產代理監管
局，並與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合作，以提高公眾對非
認可集體投資計劃所涉及的投資風險的認知。

截至2022年6月底，共有九項安排被列入警示之內，當中
大多涉及海外物業，另有數碼代幣和外匯交易。

新推出的非認可
投資計劃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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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

1. 參與是次調查的906家持牌法團曾從事(i)資產管理業務、(ii)基金顧問業務或(iii)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599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63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15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194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8
同時從事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
同時從事上述三種業務的回應者 24 

906 

註冊機構

2. 至於45家曾從事資產管理業務或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
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4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8 

45 

保險公司

3. 是次調查共有40家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作出回應，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及
退休計劃產品等長期業務。

受託人

4. 28名在香港提供信託服務的受託人回應了是次調查。

回應者的詳細資料
附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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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下表以數字的形式說明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組成部分，分別以業務類別和資產相關實體的性質劃分。

附錄II

     資產及 資產管理 私人銀行
 持牌 註冊 保險  財富管理 及基金顧問 及私人財富 信託
（十億元） 法團 機構 公司 受託人 業務 業務 管理業務 持有資產

私人銀行及私人 989 8,066 – – 9,055 – 9,055 –
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以下的
項目1）

提供予私人銀行及 235 1,293 – – 1,528 1,528 1,528 –
私人財富管理客戶
的資產管理業務
（項目1）

提供予其他客戶 20,366 243 1,307 – 21,916 21,916 – –
的資產管理業務

基金顧問業務 2,212 – – – 2,212 2,212 – –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 232 –  – – 232 232 – –
基金

信託持有資產

－由持牌法團╱ – – – – – – – 4,116
 註冊機構管理

－歸屬於非持牌 – – – 603 603 – – 603
 法團╱註冊機構

總計 24,034 9,602 1,307 603 35,546 25,888 10,583 4,719

在本報告中的相關部分                     第II A部 第II B部 第II C部 第II D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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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包括香港的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證監會認可房

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信託服務及管理。
–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
冊機構進行第9類受規管活動（不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構成《保險業條例》（第41章）附表1第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服務而進行的財
務資產管理（不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

但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管理資產”或“管理的資產”須以相
同方式解釋。

–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及可為服務提供者賺取總營運
收入。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第4類及第5類受規管活動。
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表就有關全球
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一詞泛指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銀行或其他財務服務。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總資產指由香港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經理
所建立、管理、服務或負責的客戶的帳戶內的資產，以及香港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管理的資
產，即包括i）在管理資產及提供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受規管活動的情況
下，所管理的資產及提供的服務；及ii）在《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規範的受規管活動範圍以外所
管理的資產及所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及存款、現貨外匯、貨幣掛鈎存款╱票據╱
工具及實物商品。

•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業條例》（第41章）註冊及所提供的服務構成《保險業條例》附表1第2部所界
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保險公司，而它們並非由證監會發牌。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它
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歸類為持牌法團的管理資產。

•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6或117條獲批給牌照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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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題為“更新適用於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的優
化專業能力架構”（“優化架構”）的通告，以及隨該通告附上日期為2021年7月14日的優化架構文件
第2至5頁所載的“相關從業員”。

• “專業投資者”包括機構專業投資者、法團專業投資者及個人專業投資者。
– “機構專業投資者”屬於《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第1部第1條“專業投資者”的定義第(a)至(i)段所

指的人士；
– “法團專業投資者”屬於《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第571D章）（《專業投資者規則》）第

3(a)、(c)及(d)條所指的信託法團、法團或合夥；及
– “個人專業投資者”屬於《專業投資者規則》第3(b)條所指的個人。

•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9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例》
（第155章）第2(1)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 “房地產基金”指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