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2023年8月



2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目錄

摘要 3

I. 調查結果 5

A.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5

概覽 6

按投資者根據地分析 8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概況 9

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11

概覽 12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按客戶及產品類別分析 14

資產管理業務

－按管理地區分析 16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按投資地域分析 17

－按資產類別分析 19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20

C.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21

概覽 22

按投資者根據地分析 23

按客戶類別分析 24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分析 25

按投資地域分析 26

D. 信託持有資產 27

E. 內地相關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30

II.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34

III. 近期發展及前景 39

附錄

I－調查範圍及方法 51

II－回應者的詳細資料 52

III－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53

釋義 54



3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摘要

環球挑戰：在全球加息、宏觀因素欠佳及地緣政局緊張的環境下，香港以至環球的資產及財富管
理業均於2022年面對嚴峻挑戰。

表現堅韌：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於2022年底的管理資產總值為305,410億元，另亦錄得880億
元的淨資金流入。在眾多其他主要基金市場錄得淨資金流出的情況下，本港管理資產規模的14%
按年跌幅與全球受規管基金的管理資產的15%跌幅相若，表現略勝於主要市場指數1。長期而言，
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規模一直穩健增長，並在過去十年錄得143%的升幅。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反彈：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的管理資產於2022年第三季後開始反彈，其
管理資產由2022年第三季的水平反彈15%至2023年6月底的13,350億元。這些基金亦於2022年第
四季至2023年上半年錄得690億元的淨資金流入，較2022年首三個季度錄得的170億元淨資金流入
增長逾300%。

內地相關機構的數目及管理資產雙雙上升：2022年內地相關機構的數目上升17%，而這些機構的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亦按年有所增長，錄得1,320億元的淨資金流入，表現優於行業平
均水平。

ESG基金漸受青睞：雖然市況嚴峻，但可持續投資繼續受到追捧。證監會認可的環境、社會及管
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基金的管理資產及數目分別按年增加8%及
86%。

資產管理公司數目增加，行內從業員人數保持穩定：雖然2022年市況嚴峻，但在香港獲發牌進行
資產管理的持牌法團數目按年上升5%，且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依然保持穩定。

1 2022年主要市場指數的按年變動：MSCI世界指數（美元）(-18%)；MSCI亞洲指數（美元）(-19%)；富時發達市場亞太總回報指數（美
元）(-14 %)；恒生指數(-15%)；上證綜合指數(-15%)；深圳綜合指數(-22%)；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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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410 億元 (A)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23,880 億元 (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89,650 億元 (C)

私人銀行及私人
財富管理業務

50,060 億元 (D)

信託持有資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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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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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的資產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  
註冊機構的淨資金流入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的從業員

獲註冊的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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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頁的附錄III。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的淨資金流入 2

證監會認可 
ESG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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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133%

1,320億元 54,322880億元

   8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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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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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的主要調查結果詳述如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
產按年下跌14%至305,410億元4（39,120億美元）5。這與全
球受規管基金的管理資產變動一致，表現略較主要市場指
數優勝6。長期而言，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規模一直穩健增長，並在過去十年錄得143%的升幅。

4 請參閱第53頁附錄III所載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5 2022年，全球受規管基金的管理資產下跌15%（資料來源：投資公司協會╱國際投資基金公會（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Funds 

Association））；美國基金業務的管理資產下跌16%（資料來源：Refinitiv Lipper （Lipper））；歐洲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及另類
投資基金的管理資產下跌12%（資料來源：歐洲基金及資產管理協會（European Fund and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簡稱
EFAMA）；英國管理基金的管理資產下跌14%（資料來源：投資協會（The Investment Association））。

6 2022年主要市場指數的按年變動：MSCI世界指數（美元）(-18%)；MSCI亞洲指數（美元）(-19%)；富時發達市場亞太總回報指數
（美元）(-14 %)；恒生指數(-15%)；上證綜合指數(-15%)；深圳綜合指數(-22%)；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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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基金管理業務或受規管基金均於2022年錄得淨資金流出。舉例來說，美國基金業務錄得39,040億元（5,000億
美元）的淨資金流出（資料來源：Lipper）；歐洲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及另類投資基金錄得23,320億元（2,990億美元）的淨資金
流出（資料來源：EFAMA）；新加坡的獲授權及認可基金錄得8.73億元（1.12億美元）的淨資金流出（資料來源：新加坡投資管理協
會）。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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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資產達223,880億元4（28,670億美元）。

私人銀行及私人 
財富管理業務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達89,650億元4

（11,480億美元）。

信託持有資產

淨資金流入

信託持有資產達50,060億元4（6,410億美元）。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7在2022年錄得880億元（110億美元）
的淨資金流入8。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 
註冊機構的資產及 
財富管理業務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
理資產按年增長1%至25,620億元（3,280億美元），並錄得
1,320億元（170億美元）的淨資金流入。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非香港投資者仍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7的主要資金來源，
佔所管理資產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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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及房地產基金。
10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有911隻，當中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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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0億元（550億美元）。

11 包括94家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證監會認可基金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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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911隻。這些基金的資產淨值雖然按年
下跌14%至12,880億元（1,650億美元）10，但由2022年第三
季的水平反彈15%至2023年6月底的13,350億元（1,710億
美元）。2022年第四季及2023年上半年期間錄得的淨資金
流入為690億元（89億美元），較2022年首三季錄得的170
億元（22億美元）淨資金流入增長逾300%。

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

證監會認可ESG基金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數目
按年上升133%至112家11，當中附設208隻子基金，包
括市值合共達79億元（10億美元）的31隻交易所買賣基金
（exchange-traded fund，簡稱ETF）。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共有177隻證監會認可ESG基金，
按年增加86%，而這些ESG基金的管理資產總值上升8%至
11,090億元（1,420億美元）。

持牌法團－第9類受規管
活動

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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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家增加5%至2,069家。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
保持穩定，達54,322人，當中直接執行資產管理及輔助職
能的從業員比例有所上升。從業員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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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的57%，當中有50%投資於股票。

其他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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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者根據地分析

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達190,110億元，
佔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12的64%。

過去五年，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的資產比例

超過 

60%

香港
(36%)

中國內地
(9%)

其他
(7%)

北美洲
(23%)

歐洲
（包括英國）

(11%)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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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97,910億元） 
　　　－按投資者根據地劃分

表1A：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12（297,910億元）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62% 64% 64%

2018 2019 2020 202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5%6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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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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3%

37%

60%

40%

60%

40%

62%

38%

57%

2018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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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2

43%

2022

銷售及市場推廣

從業員總數

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

註：自2019年起，調查範圍擴大至涵蓋受託人。

2. 2022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的從業員總數為54,322人。進行
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的從業員比例由38%增至43%，而這類從
業員的人數增加12%至23,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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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與2021年比較）

銷售及市場推廣
(57%)

風險管理╱
法律及合規

(6%)

基金行政
(7%)

輔助單位
(10%)

資產管理
(8%)

研究╱分析
(5%)

買賣╱交易
(3%)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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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022年

1,0000 2,000 3,000 4,000 5,000

3,611

3,267

4,334

3,999

2,788

1,913
1,690

2,358

2,990

1,951

5,520

1,547

2,846

+8%

+11%

+5%

+18%

+13%

4,865

+26%

+13%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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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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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概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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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向海外機構提供的基金
顧問服務。

4.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年收縮14%至
223,880億元，且於2022年錄得330億元14的淨資金流出。管理資產
下跌，主要歸因於客戶持有的相關投資的價值變動。

表3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22,388
(-14%)

16,447

20,040

24,038

25,888

2018 2019 2020 2021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十億元）

2022

1,081
1,311

827
1,094

1,110
1,300

1,171
1,543

1,307
1,536

19,996

17,630
14,526

21,324

2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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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有關“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定義，請參閱第54頁。
14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 
顧問業務的資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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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223,880億元）－按市場參與者劃分

5 持牌法團進行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於2022年按年
下跌13%至199,960億元。

6.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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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家上升5%至2,069家。在2022
年，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個人數目亦由13,786人按年上升2%
至14,119人。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
10,810億元
(5%)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175,940億元
(78%)

持牌法團－房地產基金
1,910億元

(1%)

持牌法團－基金顧問
22,110億元

(10%)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3,110億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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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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專業投資者15的投資在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
顧問業務16中佔72%。源自專業投資者的管理資產達159,730億元，
主要來自法團、金融機構及基金。

表4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6（221,9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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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15 有關“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請參閱第54頁。
16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表4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6（221,970億元）
　　　－按客戶類別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專業投資者 (72%)

法團╱金融機構╱
基金

政府╱主權財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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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2%

2%

1%

7%

3%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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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慈善機構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政府╱主權財富基金╱中央銀行

2022年

2,0000 4,000 6,000 8,000 12,00010,000

（十億元）

6,224
7,953

1,584

1,539

2,762

10,303
11,545

3,079

499

151

674

770

257

513

-11%

2021年

-10%

-12%

-3%

-41%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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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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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佔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7的36%，其次是管理賬
戶(29%)及私募基金(20%)。對沖基金(7%)和私募股本及創業基金18 

(7%)已包括在私募基金內。

17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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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達2,120億美元（2021年：1,82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

表5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7（221,970億元）  
－按產品類別劃分（2022年與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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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賬戶

公募基金

2022年

2,0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十億元）

2,143
1,787

7,954

9,337
7,984

6,373

1,779

4,443
4,495

1,558

+1%

-12%

-17%

2021年

-14%

-20%

表5A：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7（221,970億元） 
－按產品類別劃分

其他
(8%)

管理賬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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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私募基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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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19 －按管理地區分析

9. 一如以往，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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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57%。

19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表6： 資產管理業務19（2022年：199,860億元） 
－按管理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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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比例

5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5%

45%

56%

44%

58%

42%

56% 57%

44% 43%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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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0 －按投資地域分析

11.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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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63%。

20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表7A：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0（2022年：114,36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10.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0由2021年的130,850億
元按年下跌13%至114,360億元。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3% 34% 36%

63%63%

37%3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67% 66% 64%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投資於亞太區

投資於亞太區的資產比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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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1（114,36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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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4,36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12. 基金經理仍然傾向投資於香港市場，2022年的投資額達26,310億
元，佔本地管理資產21的23%。中國內地的投資比例保持穩定，佔在
香港管理的資產的22%。

香港
(23%)

中國內地
(22%)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4%)

歐洲（包括英國） 
(14%)

北美洲 
(16%)

日本
(4%)

其他
(7%)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資產比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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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022年

1,0000 2,000 3,000

（十億元）

480

754
1,066

2,499

2,631
2,987

2,793

1,622

1,872

1,578

2,074

1,918

1,684

563

-12%

-11%

-10%

-18%

-4%

-1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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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A：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2（114,360億元） 
－按資產類別劃分

表8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2（114,360億元） 
－按資產類別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13.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2中大部分投資於股票，
佔50%，其次是債券，佔27%。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22－按資產類別分析

22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投資於股票的資產比例

50%

-11%

其他

現金及貨幣市場

集體投資計劃

債券

股票

2021年2022年

1,0000 2,000 3,000 5,0004,000 6,000 7,000

（十億元）

539
521

3,130

5,723
6,414

3,715

1,220

824
1,080

1,355

-16%

-10%

-24%

+3%

其他
5%

債券
27%

股票
50%

集體投資計劃
11%

現金及貨幣市場
7%



20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14.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總市值於2022年有所下跌，但年內，這些
基金在進行收購方面依然活躍，當中涉及的代價合共超過220億元。
於2022年及2023年第一季，上市房地產基金透過二級發售籌集了逾
320億元。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21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第 I C部

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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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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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89,650億元24。2022年的淨資金流入為1,210億元。
管理資產下跌，主要歸因於客戶持有的相關投資的價值變動。

16. 有57家持牌法團及43家註冊機構表示，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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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50億元） 
－按市場參與者劃分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1,370億元(13%)

註冊機構－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66,620億元(74%)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2,340億元(3%)

持牌法團－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9,320億元(10%)

17.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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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至10,365人，當中有3,492人是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 
業員25。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23－概覽

23 有關“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定義，請參閱第54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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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負責的客戶賬戶內的資產總值。

25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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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3人，當中有2,997人是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

私人銀行及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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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投資者根據地分析

18.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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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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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50億元） 
－按投資者根據地劃分

中國內地 (16%)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8%)

其他 (9%)北美洲 (5%)

歐洲（包括英國） (5%)

香港 (47%)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
資產比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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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A：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89,650億元） 
－按客戶類別劃分

表11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89,650億元） 
－按客戶類別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按客戶類別分析

26 有關“專業投資者”的定義，請參閱第54頁。

19.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源自機構、法團及個人專業投資者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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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17%

1%

28%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4%)

4%

1,0000 2,000 3,000 4,000 5,000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機構及法團－其他

慈善機構

個人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十億元）

387

428

2,567

4,084

4,764

2,900

31

376

1,520

1,784

672

35

2022年 2021年

-15%

-14%

-11%

-11%

-44%

-10%

專業投資者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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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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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佔管理資產總值的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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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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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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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50億元）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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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達2,120億美元（2021年：1,82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

債券 (7%)

管理賬戶 (4%)

私募基金 (14%)

公募基金 (7%)

其他 (9%)
現金及存款

(17%)

上市股票 (42%)

公募基金

管理賬戶

私募基金

上市股票

債券

現金及存款

其他

2022年 2021年

1,0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十億元）

664
863

321

364

1,554

811
812

1,551

624

1,255

3,736
4,953

1,346

694

-25%

+0%

-7%

-10%

-23%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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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2年，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中有54%投資於
亞太區。當中，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的資產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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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5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表13B：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89,65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0%) 日本
(2%)

其他
(9%)

北美洲
(22%)

歐洲 
（包括英國） 
(15%)

香港
(34%)

中國內地
(8%)

投資於中國內地及 
香港的資產比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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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十億元）

712
991

3,051
3,620

1,961

838
1,005

2,458

880

154

1,369

1,497

168

844

-16%

-20%

-9%

-28%

+4%

-8%

-17%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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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D部

信託持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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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在香港的信託持有資產28達50,060億元，較
去年上升6%，當中89%（即44,470億元）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所管
理。

23.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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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表14A：信託持有資產（50,06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表14B： 信託持有資產（50,06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信託持有資產

其他 (3%)日本
(1%)

香港
(37%)

北美洲
(11%)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23%)

歐洲（包括英國） 
(13%)

中國內地
(12%)

28 信託持有資產指受託人就其香港信託相關業務持有的資產（不論資產所處的地域），當中包括在香港管理的離岸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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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8004002000 1,200 1,400 1,8001,000 1,600 2,000

（十億元）

30

171
228

549

1,879
1,649

1,003

1,153

597

627

781

679

277

102

2022年 2021年

+14%

-45%

-24%

-8%

+316%

-7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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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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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6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表15B： 信託持有資產（50,060億元） 
－按客戶類別劃分（2022年與2021年比較）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 
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36%)

其他（包括政府╱主權財 
富基金╱中央銀行、家 
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及其他法團）
(30%)

公募基金
(34%)

其他（包括政府╱主權財富基金╱
中央銀行、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及其他法團）

公募基金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計劃
及職業退休計劃）

5000 1,000 1,500 2,000

（十億元）

1,697

1,502

1,789

1,794

1,428

1,515

2022年 2021年

+13%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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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E部

內地相關機構的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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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
理資產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5. 在全球市場波動的環境下，雖然本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
產於2022年按年下跌14%，但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
及財富管理業務按年增長1%，並錄得1,320億元的淨資金流入。

表16：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
資產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十億元）

1,588
1,782

2,461 2,526

2,562
(+1%)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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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6.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數目和其
從業員人數分別按年增加17%及12%。

表17：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數
目和其從業員人數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 
的從業員人數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
數目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764 2,820

3,233
3,401

(+12%)
3,825113 112

131 134

(+17%)
15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從業員人數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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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客戶及產品類別分析

表18：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20,590億元）－按客戶類別劃分

專業投資者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85%)

非專業投資者 
（包括散戶投資者）

(5%)

政府╱主權財富基金╱ 
中央銀行
(4%)

個人
(3%)

慈善機構
(1%)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1%)

機構及法團 
－其他
(1%)

表19：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20,590億元）－按產品類別劃分

公募基金
(13%)

其他
(1%)

管理賬戶
(64%)

私募基金
(16%)

退休基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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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仍然是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提供廣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及流動性充裕的人民幣生態系統。

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人民幣存款資金池，約佔所有離岸人民幣存款的60%。該資金池於2023年5月底達
到人民幣8,917億元，較2022年12月底增加7%。香港亦一直是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結算樞紐，處理全
球逾70%的人民幣付款。充足的流動性為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亦稱點心債券）的發展提供所需支持。
2022年，在香港發行的離岸人民幣債券達人民幣3,300億元，按年升幅超過100%。2023年3月底，債
券市場上的未償還點心債券超過人民幣5,400億元，另有人民幣800億元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未償還票
據。

內地與香港多項市場互聯互通機制不斷優化和擴張，拓闊了人民幣產品和資產配置工具的類別，促進離
岸和跨境人民幣流通。

近期推出的新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內地與香港的聯繫。隨著互換通的北向交易於2023年5月開通，香港具
備新的風險管理工具，以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求。

表20：人民幣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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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人民幣雙櫃台股票買賣

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在香港股市引入，使投資者得以將其人民幣投資於香港本地股市，並為上市公
司另闢蹊徑，助其吸納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截至2023年6月30日，有24家香港上市公司（佔香港
股市市值約40%）的股票以雙櫃台證券的形式買賣。

此外，證監會一直與中國證監會和其他主要持份者合作，以推動將人民幣計價證券納入滬深港通的南向
交易。事成後，這將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表21：香港的人民幣融資活動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2023年的數據截至3月31日；2022年、2021年及2020年的數據截至12月31日）

未償還的人民幣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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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截至2023年3月31日，在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下，有47隻參與基金互認安排的內地基金得到證監
會認可，另有37隻參與基金互認安排的香港基金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批准。截
至2023年3月31日，在基金互認安排下，香港基金當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增加16%至人民幣
137.86億元，而內地基金當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則下跌9%至人民幣11.3億元。

表22：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 表23：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

（2022年及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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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數據截至 
3月31日）

（2022年及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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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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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及規模

29 包括：
(a) 以下各項的資產淨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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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計價ET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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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計價非上市基金；(iii)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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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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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所作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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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這是指上文註釋29(a)至(d)所述的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
31 這是指上文註釋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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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人民幣股份類別的ETF（並非以人民幣
計價）的數目。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規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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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
人民幣股份類別的ETF（並非以人民幣計價）的數目31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數目30

（截至各年3月31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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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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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近期發展及前景

促進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發展

家族辦公室業務對資產及財富管理業而言日益重要。政府
致力締造具競爭力且有利的環境，讓全球家族辦公室在香
港蓬勃發展，而為了配合這方面的舉措，政府就2022年4
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課稅年度，為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
管理的合資格家族投資控權工具提供利得稅寬減。此外，
為了幫助業界和公眾更深入了解本會的發牌制度，我們發
布了簡易參考指南，提供更多監管指引以支援有意落戶香
港的家族辦公室。

政府檢視現時有關基金和附帶權益的稅務優惠措施以回應
業界意見，而證監會亦積極參與有關工作。這些措施可望
加強香港的競爭優勢，以及提升本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的
稅制的競爭力。

家族辦公室及
其他稅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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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ETF通，內地及香港投資者可經由各自的本地券商，
買賣彼此市場上的合資格上市ETF。該計劃於2022年7月
4日啟動，首度將基金產品納入滬深港通的交易範圍之
內，為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奠下一個重要里程碑。

ETF通於2022年7月啟動時有著不俗回響，及後繼續維持
強勁的增長。隨著計劃推出已經一年，南向ETF交易的平
均每日成交額於2023年6月達46.4億元，對比2022年7月
增加了21倍，佔當月合資格香港ETF成交額的18.4%。這
項聯通機制在推動資金流入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
自納入該計劃後，合資格ETF合共錄得425億元的資金流
入，佔其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管理資產總值的22%。目
前有六隻香港ETF合資格作南向交易，同時有131隻內地
ETF（包括76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買賣的ETF，以及55隻在
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的ETF）合資格作北向交易。

透過吸納更多資金和流動性，ETF通不僅有利於香港發展
成為亞太區ETF樞紐，亦有助鞏固香港作為連繫內地市場
與國際投資者的獨有平台的角色。

ETF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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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跨境
理財通

大灣區跨境理財通計劃可讓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內地投資者
投資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合資格證監會認可基金，有助本港
資產管理公司擴闊它們的投資者基礎。

自計劃推出以來，北向和南向投資均呈穩定增長，參與計
劃的投資者數目及跨境匯款總額分別增加55,500名及達
至約人民幣47億元。

為進一步提升該計劃，證監會正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及內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探討擴大合資格投資產品
的範圍，允許更多機構參與計劃，以及完善產品銷售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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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市場波動調節機制設有短暫的冷靜期：當證券或期貨合約的價格出現劇烈波動時，系統便會設定一個價格限制，以確保交易只
可在指明的價格範圍內進行。

截至2023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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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隻，當中包括25隻槓桿
及反向產品，總市值為3,620億元（2022年6月：4,140億
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年度，這些ETF和槓桿及反向
產品錄得379億元的淨資金流入，而平均每日成交額則按
年增加31%至130億元。

證監會於2022年7月認可了首隻追蹤彭博MSCI亞洲（日本
除外）美元綠色債券指數的綠色債券ETF。

證監會亦與聯交所合作優化ETF市場基建措施，由2022年
5月開始將交投活躍的ETF和槓桿及反向產品納入市場波動
調節機制32。

ETF和槓桿及
反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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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資產期貨ETF

證監會於2022年10月發出通函，列明其對於認可透過期
貨來投資虛擬資產的ETF的規定，且及後於年內認可了首
批虛擬資產期貨ETF。這些ETF主要投資於在芝加哥商品交
易所買賣的虛擬資產期貨，當中包括全球首隻以太幣期貨
ETF及亞洲首隻比特幣期貨ETF。證監會與投資者及理財教
育委員會（投委會）合作編製投資者教育材料，藉以向公眾
解釋這類創新ETF的主要特點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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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透過基金互認安排，推廣合資格的香港公募基金在
內地及其他海外市場作跨境發售。這擴大了香港公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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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拓展公募基金的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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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3年3月31日，在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下，獲
本會認可的內地基金有47隻，而獲中國證監會批准的香
港基金則有37隻。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及香港基金的
累計淨認購額合共約為人民幣157億元。截至2023年3月
31日止年度，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的淨贖回額約
為人民幣2,060萬元，而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的淨
認購額約為人民幣25億元。

2022年底，中國證監會同意，獲證監會認可在香港公開
發售的零售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如能符合基金互認安排的資
格規定，便可透過該安排向中國證監會進行註冊，以在內
地作公開發售。證監會已於2022年11月發布最新版本的
常見問題，以便更清楚地闡明，獲證監會認可在香港公開
發售的匯集投資基金在基金互認安排下向中國證監會申請
註冊的規定。

基金互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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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證監會為69家開放式基金
型公司（連同126隻子基金）進行註冊，包括37隻證監會認
可基金，其中包括十隻ETF，總市值超過2.5億元。證監會
亦於2022年4月至2023年6月期間註冊了四隻轉移註冊地
的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證監會管理政府所設立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資助計劃。該
計劃廣受資產管理業歡迎；自資助計劃於2021年5月推出
以來，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數目增加了超過八倍。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現時是獲納入跨境理財通計劃、內地與
香港ETF互掛計劃及ETF通下的合資格產品，有助推動相關
市場的持續增長。證監會正與政府緊密合作，專注從清盤
程序、查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範疇著手完
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為了提升香港房地產基金市場的競爭力，證監會正擬備法
例修訂，為房地產基金引入強制收購制度及協議安排機
制。有關制度及機制將有助促進房地產基金的併購活動，
並使這些基金能夠與其他香港上市公司在公平的環境下競
爭。

隨著內地房地產基金市場急速發展，證監會預期長遠來看
會有更多機會和更緊密的聯繫。證監會將繼續與內地監管
機構攜手探討香港與內地房地產基金之間潛在的監管合作
及聯繫的機會。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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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管制度以提供更佳的投資者保障

由2023年4月30日起，除非獲證監會批准延期，否則所有
向香港公眾發售的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投資相連
壽險計劃）產品均須遵守加強的規定33。為了能夠順利過
渡，證監會與業界人士保持溝通，並發布了更多常見問
題，為他們提供額外指引。截至2023年6月30日，證監會
根據加強的規定認可了16項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證監會於2021年11月推行更完善的投資相連壽險計劃認
可程序，有助顯著縮短審批時間。截至2023年6月30日，
在這個更完善的程序下，新的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申請的平
均處理時間由4.8個月縮短58%至兩個月。證監會亦與投
委會合作加深公眾對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了解。

與投資有關的 
人壽保險計劃

33 根據這些加强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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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所提供的保險保障相符，且業界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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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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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退休基金

集資退休基金及其相關投資組合和主要經營者在遵守經
修訂《集資退休基金守則》方面享有的12個月過渡期，已
於2022年11月30日結束。有關修訂旨在加強投資者的保
障，並確保適用於這些基金的規例能夠與時並進，切合本
身的監管目的。

證監會認可基金 
的存管人的 
發牌╱註冊制度

證監會與業界保持溝通，並與金管局緊密合作，就引入新
的第13類受規管活動作好準備。在新制度下，證監會認
可基金的存管人將會直接受到證監會監督。2023年3月，
證監會就為落實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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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諮詢總結。隨著立法程序
完成，第13類受規管活動的制度將於2024年10月2日生
效。證監會已於2023年6月透過一場工作坊為存管業提供
指引，並將發布常見問題，以便業界過渡至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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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

資產管理公司

經修訂的證監會《基金經理操守準則》已於2022年11月20
日生效，當中要求基金經理有系統地評估它們的投資策略
和組合所涉及的氣候相關風險，並向投資者作出適當披
露。證監會現正密切監察新規定的實施情況。

ESG基金

截至2023年3月31日，證監會認可ESG基金有188隻，
管理資產達1,517億美元，分別按年增長55%及6%。年
內，證監會舉辦多個工作坊以為業界提供指引，並與投委
會合作提升投資者對ESG基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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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市場有序運作

非認可投資 
計劃警示

證監會對廣告作出監督，並會處理公眾就疑似屬於集體投資
計劃且不得在香港公開發售的房地產相關或其他可疑安排
而作出的投訴。證監會亦在其網站上的〈非認可投資計劃警
示〉列出這些安排，藉以提醒公眾。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
年度，有15項安排被列入該警示之內，當中大多涉及海外
房地產和另類投資項目（例如加密資產質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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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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持牌法團所適用的同一套監管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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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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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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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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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金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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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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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家（2021年：1,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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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家（2021年：906家）持牌法團、47家（2021年：
45家）註冊機構、38家（2021年：40家）保險公司及28名（2021年：28名）受託人。是次調查的回應
率較去年有所上升。請參閱附錄II以了解有關回應者的詳細資料。

調查範圍及方法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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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

1. 參與是次調查的1,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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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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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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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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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49 

註冊機構

2. 至於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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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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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保險公司

3. 是次調查共有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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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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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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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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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銀行及 932 6,662 – – 7,594 – 7,594 –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以下的項目1）

提供予私人銀行及 234 1,137 – – 1,371 1,371 1,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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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0 174 1,081 – 18,615 18,615 – –
的資產管理業務

基金顧問業務 2,211 – – – 2,211 2,211 – –

證監會認可 191 –  – – 191 191 – –
房地產基金

信託持有資產

– 由持牌法團╱ – – – – – – – 4,447
 註冊機構管理

– 歸屬於非持牌 – – – 559 559 – – 559
 法團╱註冊機構

總計 20,928 7,973 1,081 559 30,541 22,388 8,965 5,006

在本報告中的相關部分      第I A部 第I B部 第I C部 第I D部



542022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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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或負責的客戶賬戶內的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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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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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