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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已就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進行香港基金管

理活動調查(基金調查)。調查涵蓋了持牌法團1 和註冊機構2 的基金管理活動，主要結果撮

述如下3，4： 
 
1. 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5 的總值達 45,260 億元，按年計算大幅增長 25%(兩年間增長：

54%)，反映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 
 

 
 
 
 
 
 
 
 
 
 
 
 
 
 
 
 
 
 
 

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的組成部分的明細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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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 
-投資組合經理 
34,570 億港元

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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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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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房地產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持牌法團 

-房地產基金經理

380 億港元 

 
註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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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業務的持續增長，除了鞏固香港世界聞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突顯其具

備吸引國際資金的優質市場外，亦反映出投資者希望將更多的資產分配至區內，以

實踐他們以亞洲為投資據點的策略。此外，上述增長亦可歸因於市場內有類別廣泛

的投資產品可供選擇而導致本地投資者對基金投資的需求和參與程度上升所致。 
 

 
2. 香港仍然是亞洲首要的基金管理中心，而我們的基金管理業具備一個強大的國際性元

素。在所有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44,880 億元)中，超過 60%的資產，即 28,300 億
元，源自海外投資者，按年計算的價值增長為 25%(兩年間増長：52%)。 

 
 
 
 
 
 
 
 
 
 
 
 
 
 
 
 

 
• 香港位於整個亞洲的中心點，充分發揮其策略性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海外資金利

用香港所提供的基金管理平台。在 2005 年，獲證監會授予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
牌照的法團新增了 57 家。 

 
 
3. 在由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管理的所有非房地產基金資產(32,420 億元)中，53%或 17,250

億元是在香港管理的，按年計算的價值增長為 18%(兩年間增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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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的管理資產繼續在香港管理。以價值計算，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金額較 2004 年

上升 18%。這反映香港已孕育出大量人才，他們以此地為基礎，並且在基金管理

方面擁有豐富的知識、經驗和接觸面。 
 
 
4. 在所有於香港管理的非房地產基金資產(17,250 億元)中，79%(13,680 億元)投資於亞

洲，按年計算的價值增長為 28%(兩年間增長：58%)。在該等投資中，有 6,170 億元投
資於香港及中國。這進一步顯示香港已發展出管理亞洲區的投資的專業知識，而這方
面的發展可鞏固香港作為通往內地以及亞洲其餘地區的關口的地位。 

 
 
 
 
 
 
 
 
 
 
 
 
 
 

備註：有關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的地域分布資料於 2002 年首次收集。 
 

• 除了獨特的地理位置外，香港不論在技術、經驗和優質服務方面都可提供良多優

勢。香港擁有大量具備在亞洲區(特別是中國)投資的專業知識的人才。香港肩負著

作為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的橋樑的重要功能。以上種種都有助香港發展成並繼續作

為區內的首要國際資產管理樞紐。 
 
 
5. 基金業近期的發展  
 

• 近年，在香港管理的投資基金的深度及寬度均顯著增長，反映出香港作為亞洲首要

的基金管理中心的地位。已發展及提供的一系列類別廣泛的投資產品包括低風險的

基金(例如債券或貨幣市場基金)以至較深奧和專門的產品(例如房地產基金、交易所

買賣基金及對沖基金)。 
 

• 於 2005 年，證監會認可了 238 項基金及 3 項房地產基金。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

香港共有 1,964 項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不包括房地產基金)，總資產淨值約達

52,100 億元，較 2004 年增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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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05 年最後一季，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飛躍發展。目前已有四項由香港持牌

法團管理的房地產基金成功推出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於 2006 年 6 月底，該

四項房地產基金的總市值約達 490 億元(63 億美元)，在 2006 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

成交額為 3.73 億元(4,780 萬美元)。自首項房地產基金於 2005 年 11 月在香港上市

以來，香港房地產基金市場的發展經歷多個重要的里程碑。首項房地產基金領匯房

地產基金是迄今全球最大宗的房地產基金首次公開招股。市場上亦已推出首項投資

組合全部投資於內地物業的房地產基金。 
 

• 於 2005 年 6 月，證監會認可了在亞洲債券基金 II 項目下的亞洲首兩項跟蹤債券指

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該兩項債券交易所買賣基金於 2005 年的成功推出，不僅提

高了公眾對債券的認識和興趣，亦為他們提供了更多投資選擇。於 2005 年年底，

該兩項基金的資產淨值分別約達 21.45 億元及 85.96 億元。 
 
• 以歐洲為基地的 UCITS I 基金最遲需要在 2007 年 2 月前符合 UCITS III 規定，證監

會已在 2005 年 3 月引進臨時措施，以利便該等在香港獲認可發售的基金作出所需

變動。截至 2005 年年底，證監會在接獲的 1,000 多份 UCITS III 基金申請中認可了

近 90%的申請。 
 

• 香港是自 2002 年以來全球其中一個最先允許向散戶銷售對沖基金的司法管轄區。

於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本港 13 項認可零售對沖基金的資產淨值為 81 億元(10.4 億

美元)，超過 2002 年年底的數字六倍。鑑於香港的對沖基金業不斷增長，證監會已

於 2005 年 9 月修訂《對沖基金指引》，以加強保障投資者利益的措施及提升透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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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 
 
引言  
 
1. 基金管理活動調查是證監會自 1999 年起每年進行的調查，旨在收集有關香港基金

管理業概況的資料和數據，有助證監會計劃其政策及運作。 
 
2. 本調查涵蓋了香港兩類商號的基金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和基金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為“持牌法團”)；
及 

 
(b) 從事資產管理及其他私人銀行活動的銀行(統稱為“註冊機構”)，其基金管理

活動與持牌法團一樣受相同監管制度(即《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 
 
3.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協助下，我們將基金調查問卷寄予註冊機構填寫。該問卷與寄

予持牌法團的問卷大致相同，只作出了輕微的調整以反映註冊機構不同的業務性質

及運作方式。 
 
 
業界回應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 
 
4. 合共有 234 家商號對 2005 年基金調查問卷作出回應，其中持牌法團 186 家，註冊

機構 48 家。 
 
5. 有 217 家商號，包括 182 家持牌法團及 35 家註冊機構報稱他們有從事資產管理業

務、顧問業務及／或其他私人銀行活動。其中，有 34 家持牌法團及 19 家註冊機構

報稱他們在 2005 年有分銷集體投資計劃。 
 
6. 另外，有 4 家持牌法團及 13 家註冊機構報稱他們在年內並沒有從事資產管理業

務、顧問業務或其他私人銀行活動，但他們本身是集體投資計劃的分銷商。 
 
持牌法團 
 
7. 上述 182 家有管理資產及／或曾就基金／投資組合提供意見的持牌法團的活動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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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持有管理資產的回應者 107 
只持有純粹獲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的回應者 41 
同時持有上述兩類資產的回應者 34 
 182 

 
註冊機構 
 
8. 上述 35 家持有管理資產及／或曾從事其他私人銀行活動的註冊機構的活動分析如

下： 
 

只持有管理資產的回應者 12 
只從事其他私人銀行活動的回應者 12 
同時持有管理資產及從事其他私人銀行活動的回應者 11 
 35 
 
 

調查結果  
   
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45,26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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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繼續出現大幅增長。在 2005 年年底，這類業務的總

值上升至 45,260 億元，按年計算增長為 25%。 
 

(以港幣十億元計) 2005
管理資產 

- 持牌法團 3,127
- 註冊機構 115

 3,242
獲提供投資意見的基金／組合 

- 持牌法團 330
 

其他私人銀行服務 
- 註冊機構 916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38
 

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 4,526   
 
有關 2005 年基金調查的主要總體數據，請參閱第 16 頁的附錄。 

 
10. 報稱從事基金管理活動的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亦增長 4%至 217 家，當中 182

家為持牌法團，35 家為註冊機構。 
 
 
管理資產的總值 
 －不包括純粹獲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其他私人銀行活動及房地產基金 (32,420 億元) 
 
11. 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管理資產(不包括純粹獲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其他私人銀

行活動及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總值為 32,420 億元，與 2004 年(27,410 億元)相
比，升幅為 18%。一般來說，回應者認為管理資產的增長可歸因於金融市場表現

向好、投資資金流入市場及新基金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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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產 (32,420 億元)－按基金類別劃分 
   
 
  
 
 
 
  
 
 
 
 
 
 
 
 

 
* 在 2004 年，一名回應者誤將其價值 307.32 億元的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歸類為機構性基金。因此，

現已相應地作出修訂。 
 
12. 機構性基金仍然是主要的基金類別，但與 2004 年相比，其比重已由 37.9%下降至

34.2%；若以資產值計算，增幅只有 7%。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的比重由 14%上升

至 14.5%，資產值按年計算增長了 23%。事實上，證監會認可基金的比重和價值在

過往數年逐漸升高。這顯示散戶投資者在市場的參與程度有所增加。 
 
13.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自 2000 年 12 月推出以來持續增長，現佔管理資產總額的 5%。

隨著現有的強積金計劃成員持續供款、本土經濟進一步好轉及就業情況有所改善而

帶動新成員參與強積金計劃，再加上因供款而帶來的投資回報不斷累積，預期強積

金所佔的比例在來年將會穩定上升。 
 

 
管理資產 (32,420 億元)－按資金來源劃分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以港幣百萬元計) 管理資產 % 管理資產 % 管理資產 %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2,070,792 66.2% 73,309 63.8% 2,144,101 66.1% 
源自香港投資者 1,056,596 33.8% 41,550 36.2% 1,098,146 33.9% 
總計 3,127,388 100.0% 114,859 100.0% 3,242,247 100.0% 

 
 
14. 總括來說，21,440 億元或 66%的管理資產是源自海外投資者，餘下 34%則源自香

港投資者。以價值計算，源自海外投資者的管理資產較 2004 年的 18,020 億元增加

19%，而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則較 2004 年的 9,390 億元增加 17%。 
 
15. 源自海外投資者的管理資產持續增加，反映出海外投資者有見及中國和區內市場的

巨大潛力和強勁增長，有濃厚興趣把其投資分配至亞太地區。 

 
管理資產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按基金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5 – 總計$3,242,247 

機構性基金 
   ($1,108,381) 

34.2% 

私人客戶基金 
($162,116) 

5.0% 

  強積金 
($157,500) 

4.9% 

退休基金 
($413,573)

12.8%

其他基金

($928,881)
28.6% 

證監會認可 

零售基金 
($471,796) 

14.5% 

 管理資產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按基金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4 – 總計$2,741,447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383,460) 

14.0% 
私人客戶基金 

($131,983) 
4.8% 

結構性基金*   
($1,040,278) 

37.9% 
強積金 

($128,161) 
4.7% 

退休基金 
($402,287) 

14.7% 

   其他基金 
($655,278)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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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產 (32,420 億元)－按投資分配情況劃分 
 
16. 與去年的地域分布情況相似，有 22%的管理資產投資於香港(2004 年：23%)，78%

投資於海外市場(2004 年：77%)。以價值計算，在香港的投資與在海外的投資分別

上升 13%和 20%。 
 

管理資產 – 按投資分配情況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投資於香港 713,089 22.8% 8,150 7.1% 721,239 22.2% 
投資於海外 2,414,299 77.2% 106,709 92.9% 2,521,008 77.8% 
總計 3,127,388 100.0% 114,859 100.0% 3,242,247 100.0% 

 
 
投資於香港的資產－按資產類別劃分 
 

投資於香港的管理資產 – 按資產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股票 464,353 65.1% 4,956 60.8% 469,309 65.1% 
債券 181,951 25.5% 1,249 15.3% 183,200 25.4% 
現 金 ﹑ 存 款 或

貨幣巿場工具 46,095 6.5% 1,691 20.8% 47,786 6.6% 

衍 生 產 品 或 結

構性產品 7,405 1.0% 28 0.3% 7,433 1.0% 

其他投資工具 13,285 1.9% 226 2.8% 13,511 1.9% 
總計 713,089 100.0% 8,150 100.0% 721,239 100.0% 

 
17. 在投資於香港的 7,210 億元資產中，65%投資於股票，25%投資於債券，這個比重

與過往數年的比重相若。其餘 10%則投資於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工具、衍生工

具或結構性產品，或其他投資項目。 
 
 

管理資產 (32,420 億元) –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17,250 億元) 
 

管理資產(以港幣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在香港管理 1,639,247 52.4% 85,539 74.5% 1,724,786 53.2% 
在海外管理 1,488,141 47.6% 29,320 25.5% 1,517,461 46.8% 
總計 3,127,388 100.0% 114,859 100.0% 3,242,2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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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總值 32,420 億元的管理資產中，53%(與去年相同)或 17,250 億元是在香港管理

的，其餘的則在海外管理，按年計算的價值增長為 18%。這亦可歸因於香港人才

濟濟，及持牌法團已發展出在投資於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資產和業務方面的專業知

識。 
 
19. 持牌法團在香港管理的管理資產的價值增長了 17%，達 16,390 億元，而在海外管

理的管理資產則錄得 18%的增長，達 14,880 億元。在這 16,390 億元管理資產中，

約 91%由持牌法團直接管理，其餘的則外判或轉授予在香港的其他辦事處或第三

者管理。     
 
20. 在由香港的註冊機構管理的 860 億元中，95%由註冊機構直接管理。與持牌法團的

情況相若，只有小部分(佔在香港管理的管理資產的 5%)是轉授予在香港的其他辦

事處或第三者管理的。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基金類別劃分 
 
21. 在香港管理的 17,250 億元管理資產中，16,390 億元由持牌法團管理，860 億元由註

冊機構管理。機構性基金仍然是主要的基金類別，但其比重在過去數年間不斷下

降。另一方面，分配予證監會認可基金的資產的價值則從 3,120 億元增至 3,660 億

元。 
 
 
 
 
 
 
 
 
 
 
 
 
 
 
 
 

* 在 2004 年，一名回應者誤將其價值 307.32 億元的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歸類為機構性基金。因此，

現已相應地作出修訂。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地域分布劃分 
 
22. 以地域分布來說，亞洲依然是在香港管理的管理資產主要投資的地區。36%的管理

資產投資於香港及內地市場，10%投資於日本，以及 34%投資於亞太其他地區。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按基金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5 – 總計 $1,724,786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366,249) 
21.2% 

私人客戶基金 
($127,308) 

7.4% 

機構性基金 

($530,840) 
30.8% 

強積金 
($113,574) 

6.6% 

退休基金 
($180,528) 

10.5% 

其他基金 
($406,287) 

23.5%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按基金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4 – 總計 $1,466,252 

機構性基金*
($493,167) 

33.6% 

私人客戶基金 
($105,383) 

7.2%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311,951) 

21.3% 

其他基金 
($277,542) 

19.0% 退休基金 
($182,233) 

12.4% 

強積金 
($95,97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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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管理資產集中於亞洲區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資產分布情況，亦顯示本地業界已發

展出在投資於亞洲區方面的專業知識。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資產類別劃分 

 
24. 在香港管理的管理資產大部分(2005 年：69%)投資於股票。以價值計算，獲分配到

股票投資上的資產較去年增加 20%，反映出投資者看好股票市場及市場增長。以

價值計算，衍生工具／結構性產品的投資較去年增加 53%。衍生工具／結構性產

品的大幅增長，顯示投資者對尋求另類投資的興趣不斷增加。  
 

純粹獲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總值 (3,300 億元) 
 
25. 除了資產管理外，部分持牌法團亦從事有關基金或投資組合的顧問業務。獲提供顧

問服務的資產的價值為 3,300 億元，較 2004 年的 2,410 億元有所增加。  

俍完? 可以真係唔點呀！！！XDDDD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按地區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5 – 總計 $1,724,786 

    未能識別 
($15,613) 

1.0% 

   其他地區 
($95,325) 

 5.4% 

  英國及歐洲 
($94,957) 

5.5% 

     北美洲 
($150,745) 

 8.7% 

      其他亞太地區 
($582,845) 

 33.8% 

  日本 
($168,260) 

 9.8% 

   香港及中國內地

($617,041) 
35.8%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按地區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4 – 總計 $1,466,252 
   其他地區

($76,365)
 5.2%

 英國及歐洲
($130,134,)

8.9%

北美洲
($142,949)

9.7%

其他亞太地區
($406,104)

27.7%

日本 
($122,854) 

8.4% 

香港及中國內地

($536,694)
 36.6% 

    未能識別 
($51,152) 

3.5%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按資產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5 – 總計 $1,724,786 

衍生產品或 

結構性產品 

($29,457) 
1.7% 

現金﹑存款或 

貨幣巿場工具 

 ($88,419) 
5.1% 

  債券 

($295,683) 
 17.2% 

  股票 
 ($1,189,020)

 68.9% 

其他投資工具 
($122,207) 

7.1%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按資產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4 - 總計$1,466,252 

現金﹑存款或 

貨幣巿場工具

k($81,748)
 5.6%

其他投資工具 
i ($83,712)

 5.7%

 債券

($286,938)
19.6%

衍生產品或 

結構性產品 

($19,218)
 1.3%

   股票

($994,636)
67.8%



 12

 

 
26. 獲提供顧問服務的強積金資產錄得 18 倍的增長。這可能反映著香港投資者明白到

就其退休計劃尋求良好投資意見的重要性。同時，機構性基金較 2004 年增加

60%，仍然是顧問業務中最大的基金類別。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亦有 46%的增長。 
 
27. 按地區來源劃分，非香港投資者仍然是主要資金來源，佔顧問業務的 85%。   
 
28. 與 2004 年比較，在香港獲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值在 2005 年仍舊佔總顧問業務的

63%，以價值計算，則從 1,510 億元增至 2,070 億元。 
 
29. 在香港獲提供投資意見的 2,070 億元資產中，有 97%(2,010 億元)直接由回應者在香

港提供顧問服務，其餘的則外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 
 
 
其他私人銀行活動 (9,160 億元) 
 
30. 註冊機構除了提供資產管理外，亦在完全因為代客戶進行證券或期貨交易的情況下

附帶提供管理客戶的證券及／或期貨合約投資組合的服務。該等其他私人銀行活動

從 2004 年的 6,360 億元增長至 2005 年的 9,160 億元。 
 
31. 當中，56%的資金源自香港投資者，其餘來自非香港投資者。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380 億元) 
 
32. 一種新的另類投資管理，即房地產投資管理，已經冒起(截至 2005 年年底，共有 3

項總市值達 380 億元的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長遠來說，隨著區內(特別是内地)
的物業資產被包裝成為房地產基金，預期房地產基金市場將會成為基金管理業務的

強勁增長來源。 

 
2005 年的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總計 - $330,280 

其他基金 
($73,780) 

22.3% 

證監會認可 
零售基金 

( $93,394) 
 28.3% 

私人客戶基金

( $16,044) 
 4.9% 

機構性基金

( $131,877) 
 39.9% 

強積金 
($4,728) 
 1.4% 

退休基金 
($10,457) 

 3.2% 

 
2004 年的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總計 $240,942 

其他基金
($73,215)

30.4%

退休基金 
($8,499) 

3.5% 
  強積金 

($258) 
0.1% 

機構性基金
    ($82,466)

 34.2%

私人客戶基金

($12,460)
5.2%

證監會認可 
零售基金 

 ($64,04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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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概況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 

 
 
33. 根據回應者的報告，共有 16,084 名職員從事基金管理業務，較 2004 減少 6%，究

其主要原因，是由於一家註冊機構重新釐淸角色及重行調配顧員，令超過 1,000 名

職員因獲指派進行各種不同職務而不再專責從事基金管理業務所致。  
 
34. 以所有回應者的職員總數計，大部分(2005 年：79%)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 
 
 

 
         2005 年從事基金管理業務的職員總數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按職能劃分 

總計 - 16,084 

  其他 
(759) 
 4.7% 

買賣及 / 或交易 
 (281) 
 1.8%    基金管理 

(1,132) 
7.0% 

企業策劃及 
商業管理 
(219) 
1.4% 

研究/ 分析 

(353) 
 2.2% 

資產管理 
(644) 
 4.0% 

銷售及 
巿場推廣 

  (12,696)
   78.9%

 
       2004 年從事基金管理業務的職員總數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 按職能劃分 

總計 - 17,039 

銷售及 
巿場推廣 
(13,958) 
 81.9% 

   基金管理 
(1,055)
6.2%

研究/ 分析 
(290)
1.7%

企業策劃及 
商業管理 

(172) 
 1.0% 

  買賣及 / 

或交易 

(251)
 1.5% 其他 

(689) 
 4.0% 

資產管理 
(62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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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業近期的發展  
 

• 近年，在香港管理的投資基金的深度及寬度均顯著增長，反映出香港作為亞洲首要

的基金管理中心的地位。已發展及提供的一系列類別廣泛的投資產品包括低風險的

基金(例如債券或貨幣市場基金)以至較深奧和專門的產品(例如房地產基金、交易所

買賣基金及對沖基金)。  
 
• 於 2005 年，證監會認可了 238 項基金及 3 項房地產基金。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

香港共有 1,964 項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不包括房地產基金)，總資產淨值約達

52,100 億元，較 2004 年增加 21%。自證監會於 1989 年成立以來，香港的零售基金

數目已從 781 項增逾兩倍至 2005 年年底的 1,964 項，價值更從 2,830 億元跳升 18
倍至 52,100 億元。  

 
• 於 2005 年最後一季，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飛躍發展。目前已有四項由香港持牌

法團管理的房地產基金成功推出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於 2006 年 6 月底，該

四項房地產基金的總市值約達 490 億元(63 億美元)，在 2006 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

成交額為 3.73 億元(4,780 萬美元)。自首項房地產基金於 2005 年 11 月在香港上市

以來，香港房地產基金市場的發展經歷多個重要的里程碑。首項房地產基金領匯房

地產基金標誌著迄今全球最大宗的房地產基金首次公開招股。市場上亦已推出首項

投資組合全部投資於內地物業的房地產基金。目前，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為投資

者提供廣泛的房地產項目選擇，當中有零售物業、分散於香港不同地區的商業物

業、香港的甲級寫字樓，以至內地的房地產等。  
 

• 於 2005 年 6 月，證監會認可了在亞洲債券基金 II 項目下的亞洲首兩項跟蹤債券指

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該兩項債券交易所買賣基金於 2005 年的成功推出，不僅提

高了公眾對債券的認識程度和興趣，亦為他們提供了更多投資選擇。於 2005 年年

底，該兩項基金的資產淨值分別約達 21.45 億元及 85.96 億元。 
 

• 以歐洲為基地的 UCITS I 基金最遲需要在 2007 年 2 月前符合 UCITS III 規定，證監

會已在 2005 年 3 月引進臨時措施，以利便該等在香港獲認可發售的基金作出所需

變動。截至 2005 年年底，證監會在接獲的 1,000 多份 UCITS III 基金申請中認可了

近 90%的申請。證監會繼續就處理 UCITS III 基金(尤其是涉及創新產品特點的基

金)與業界保持密切對話，並注視歐洲市場的發展。 
 

• 香港是自 2002 年以來全球其中一個最先允許向散戶銷售對沖基金的司法管轄區。

於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本港 13 項認可零售對沖基金的資產淨值為 81 億元(10.4 億

美元)，超過 2002 年年底的數字六倍。鑑於香港的對沖基金業不斷增長，證監會已

於 2005 年 9 月修訂《對沖基金指引》，以加強保障投資者利益的措施及提升透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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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牌法團” 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20 或 121 條獲批給牌照可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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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例第 155 章)第 2(1)條所定義的認可機構。    
3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4  從 2003 年起，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亦包括在調查的範圍內。 
5  “基金管理業務合併資產” 包括基金管理業務及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鑑於房地產基金採用另類投資的模式，該類基金並不包括在本報告的詳細分析之內。 
“基金管理業務” 包括資產管理、顧問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活動。 
“資產管理” 指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 所定義的由持牌法團和註

冊機構進行的第 9 類受規管活動，但不包括房地產基金的管理，而 “管理資產” 或 “管理的資產” 亦須以相

同方式予以解釋。 
 “顧問業務” 指純粹就基金／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

所定義並由持牌法團進行的第 4 類及／或第 5 類受規管活動。 
 “其他私人銀行活動” 指註冊機構以並非屬於第 9 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財務服務，

當中包括完全因為進行第 1 類及／或第 2 類受規管活動而附帶提供的代客戶管理證券及／或期貨合約投

資組合的服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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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扼要地列出主要的總體數據： 

 
2005 年基金調查的主要總體數據 

(以港幣百萬元計)                                (於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總值 

管理基金或投資組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持牌法團 

+ 
註冊機構 

有關公司管理資產的總值 (A) = (B) + (C) 3,127,388 114,859 3,242,247
有關公司在香港直接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B) 1,488,993 81,563 1,570,556
外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 / 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C) = (D) + (E) 1,638,395 33,296 1,671,691

外判或轉授予位於香港的其他辦事處 / 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的

總值 (D)  150,254 3,976 154,230

外判或轉授予位於海外的其他辦事處 / 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的

總值 (E) 1,488,141 29,320 1,517,461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F) = (B) + (D) 1,639,247 85,539 1,724,786
 
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意見 6 

獲有關公司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H) = (I) + (J) 330,280     

獲有關公司在香港直接提供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I) 200,721     

外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 / 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的資產的總

值 (J) = (K) + (L) 129,559     

外判或轉授予位於香港的其他辦事處 / 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

的資產的總值 (K) 6,376     

外判或轉授予位於海外的其他辦事處 / 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

的資產的總值 (L) 123,183     

在香港獲提供投資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M) = (I) + (K) 207,097     

 
其他私人銀行服務 
其他私人銀行服務所涉資產的總值 
   916,196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總市值  
  37,935   

 
 

 
                                                 
6  僅持牌法團從事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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