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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 
 
撮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就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香港基金管理活動

情況進行調查。該項調查的主要結果包括： 
 
z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仍然為區內吸引海外基金前來進行基金管理活動的主要中

心。截至 2001 年年底時，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為 14,841 億元，其中 10,296 億

元(69%)來自香港以外地方的投資者。 

z   在所管理的 14,841 億元資產中，由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的回應者所申報的

資產的價值為 14,686 億元，比對上一年減少 1%；而有 155 億元的資產則由營

運總收入有來自基金管理的回應者所申報。 

z   機構性基金及退休基金(包括強制性公積金)為主要的管理基金種類，分別佔所

管理的資產的 61%及 25%。 

z   在所有管理的資產中，有 6,676 億元(佔全部 14,841 億元的約 45%)是在香港進

行管理的，其中 6,544 億元由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的回應者申報，比 2000
年上升 4%。 

z   截至年底，共有 172 家公司提供基金管理或基金投資顧問服務，或其營運總收

入有來自該等活動的。 

z   曾接受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總值為 1,405 億元，主要源自非香港的基金及機構

性基金。然而，在這些基金中，約有 50%曾在香港接受投資顧問意見，而其餘

的則轉到海外尋求投資顧問意見。 

 
引言 
 
1. 證監會就 1999 年首次進行每年一度的基金管理活動調查。該項調查旨在就香

港的基金管理活動收集資料，以便證監會更深入地瞭解基金管理活動情況，以

及識別出潛在的發展趨勢。這兩者對於制訂有關基金管理業的監管政策及促進

香港的長遠發展都十分重要。 
 
2. 跟以往的調查不同的是，上兩次調查只集中於已申報以基金管理為主要業務的

中介人或獲豁免人士，而 2001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則同時邀請以就基金提供

投資顧問意見作為主要業務，或營運總收入有來自基金管理或就基金提供投資

顧問意見的註冊人作出回應。將這些註冊人包括在調查之內，可以讓我們更全

面地瞭解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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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將基金管理業務與基金投資顧問業務區分，有關的問卷調查的問題分為兩部

分。第一部分集中於回應者所管理的資產的數目，而第二部分則集中於由回應

者提供基金投資顧問服務的資產的數目。 
 
4. 2001 年度基金活動調查亦同時收集有關基金管理活動的額外資料(即有關基金

是投資於香港還是投資於海外)，以便更深入瞭解基金投資多元化的情況。 
 
業界反應 
 
5. 跟以往的調查一樣，今次的基金管理活動調查與發牌科的年度調查一併進行。

合共有 159 名註冊人或獲豁免人士就 2001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作出回覆。有

關回應者的分析如下： 
     
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的註冊人 
以就基金提供投資顧問意見作為主要業務的註冊人 
營運總收入有來自基金管理或就基金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註冊人 

 125 名 
22 名 
12 名 

  159 名 
 
 
 
 
 
 
 
 
  
 
6. 2000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包括來自 160 名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的註冊人

所提供的數據，但 2001 年的調查則只包括 125 名這類註冊人所提供的數據，

這意味著回應調查的註冊人數目淨額減少了 35 名。有關他們的分析如下： 
 

首次參與調查的註冊人 14 名 
已被撤銷證監會牌照的註冊人1 (14 名) 
不再以基金管理為主要業務但有收入源自基金管理或就基金提供投

資顧問意見的註冊人 
(15 名) 

                                                 
1  這些註冊人在 2000 年管理的資產合計達 54 億元，佔 2000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的回應者所管理的資產的

0.4%。這些註冊人的牌照被撤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其管理資產的數目細小，因此作出關閉業務的決定。 

回應者在2001年的業務性質

並不認為基金管理或就基金提

供投資顧問意見為其主要業務

但有收入來自該兩項活動的公

司(12)
7.6%

認為基金管理為其主要業務的

公司 (125)
78.6%

認為就基金提供投資顧問意見

為其主要業務的公司 (22)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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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停止基金管理運作的註冊人 (4 名) 
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沒有管理任何資產的註冊人 (16 名) 
 (35 名) 

  
7. 除 159 名作出回應的註冊人外(見第 5 段)，有 7 名註冊人仍未交回問卷，另有

6 名註冊人雖然繼續經營基金管理業務，但在 2001 年年底時，它們卻沒有管理

任何資產。因此，在 2001 年年底時，基金管理公司的總數為 172 家。 
 
8.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中，在截至 2000 年年底時，基金

管理公司的總數為 203 家。2000 年與 2001 年的數字(203 家對比 172 家)不能直

接相提並論，是因為部分接受問卷調查的公司未能及時作出回覆，以及若干公

司由於企業重組而在年內交回牌照。 
 
調查結果2 

 
9. 下表撮述主要的總體數據。 
 
 
 
 
 
 
 
 
 
 
 
 
 
 
 
 
 

                                                 
2  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所有數字以港幣計算。 

 2001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的主要總體數據
(截止2001年12月31日)

所管理的資產

(以百萬港元計)
管理基金或投資組合

有關公司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 (A)
而 A = B+C

1,468,597 15,470 1,484,067

有關公司在香港直接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 (B) 651,375 11,682 663,057
外判或委託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 
(C) 而 C = D+E

817,222 3,788 821,009

外判或委託予位於香港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

產的總值 = (D)
2,979 1,542 4,522

外判或委託予位於海外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

產的總值 = (E)
814,242 2,245 816,488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 (F)
而 F = B+D

654,354 13,225 667,579

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意見

140,480

70,505

69,975

2,019

67,957

72,524在香港獲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M) 而 M = I+K

以基金管理為主要業務的
回應者呈報的數字

營運總收入有來自基金管
理的回應者呈報的數字 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獲有關公司在香港直接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 (I)

獲外判或委託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 (J) 而 J = K+L

獲外判或委託予位於香港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 (K)

獲外判或委託予位於海外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 (L)

獲有關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 = (H) 而 H =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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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14,841 億元) 
 
10. 一如在撮要中所述，回應者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為 14,841 億港元，其中 14,686

億元的資產由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的公司所申報，其餘 155 億元的資產則

由總營運收入有來自基金管理的公司所申報。 
 
11. 鑑於 2000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所收集的只是 160 名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

的回應者所提供的數據，所以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本報告所作出的分析及比

較，均建基於在 2001 年以基金管理為主要業務的 125 名回應者所申報的 14,686
億元資產(以下稱為“所管理的資產”)。 

 
所管理的資產(14,686 億元) – 與往年比較 
 
12. 截至 2001 年年底時，所管理的資產的數目與上年的大致相若。由 14 名首次參

予調查的回應者所管理的資產，佔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的 374 億，而另外 45
名回應者所申報的所管理的資產則合共增加 9%，達 7,586 億元。這兩個數字相

加起來，差不多抵銷了其餘 66 名回應者所申報錄得的 12%跌幅。 
 
13. 申報所管理的資產出現增長的回應者，一般將有關增幅歸因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計劃的供款、保證基金的推出3及客戶分配予有關公司作管理的資產

有所增加等因素。 
 
14. 另一方面，股票市場下跌4、投資者贖回基金及基金清盤，都是所管理的資產有

所減少的回應者引述的主要因素。 
 
所管理的資產(14,686 億元) – 以基金種類劃分 
 
15. 跟以往所錄得的數據一樣，機構性基金佔所管理的資產的最大份額，其次是退

休基金(包括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

基金及私人客戶基金，最後是其他基金(即政府基金及慈善基金)。下圖列出有

關分布情況。該分布情況與 2000 年所錄得的大致相近。 
 
 
 

                                                 
3  作為參考資料，在 2001 年，證監會合共向 316 種基金發出認可。在截至 2001 年年底時，有關基金的總資

產淨值達 2,178 億元。在該等基金中，37 種為保證基金，合共持有的總資產淨值為 398 億元。 
4 在 2001 年，除台灣(上升 12.5%)、韓國(上升 33.2%)及馬來西亞(上升 4.4%)外，全球大部分主要股票市場

均錄得虧損。 



 5

退 休 基金  ($290,077)
19.5%

其 他  ($3,860)
0.3%

機構 性 基 金  
($962,565)

64.8%

獲 證 監 會認 可 以 公
眾 為 銷 售對 象 的 基

金  ($198,969)
13.4%

私 人 客 戶基 金  
($29,710)

2.0%

機 構性 基 金
($2,688,377)

77.0%

獲證 監 會認 可 以
公眾 為 銷售 對 象
的 基 金  ($238,607)

6.8%
私 人 客戶 基 金

($42,345)
1.2%

其 他  ($70)
0.0%

退 休 基金  
($523,042)

15.0%

所管理的資產- 以基金種類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機構性基金 ($903,369)
61.5%

退休基金

($329,203)
22.4%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

象的基金 ($155,776)
10.6%

其他 ($12,781)
0.9%

私人客戶基金 ($31,702)
2.2% 強積金 ($35,767)

2.4%

2001 - 總額 $1,468,597

1999 - 總額 $3,492,441

2000 - 總額 $1,485,180

 
 
 
 
 
 
 
 
 
 
 
 
 
 
 
16. 在增長方面，其他基金(即政府基金及慈善基金)錄得最大的增幅，達 231%。儘

管有關基金在 2000 年時的基數細小，只有約 39 億元，但到了 2001 年，有關

基金已增加至接近 128 億元。退休基金亦錄得強勁的按年增長，增幅達 13%。

強積金計劃資產的增長首次反映出自強積金制度在 2000 年 12 月實施以來的全

年供款效應。相反，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基金的資產值，則主要

由於客戶贖回及資產貶值而在年內下跌 22%5。 
 
在香港所管理的資產(6,544 億元) 
 
17. 在所管理的資產中，有 45%或 6,544 億元是在香港管理的，比 2000 年增長 4%。

其餘的 8,142 億元則外判或委託予在海外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5  由於很多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基金都由海外基金經理所管理，而這些基金經理都並非證監會

註冊人或獲豁免人士，因此，有關調查並不包括所有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基金。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該等基金的資產總值為 22,250 億元，而對上一年的有關總值則為 24,290 億元。截至

2001 年年底時，認可基金的數目為 1,893 種，比 2000 年的 1,776 種有所增加。 

0,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所管理的資產
(以港幣百萬元計)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外判或委託予海外的其他辦事處／第三
者管理的資產

21.9%

78.1%

42.2%

57.8%

44.6%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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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跟前兩年的數據一樣，幾乎所有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都由回應者直接管理，只有

0.5%外判或委託予在香港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19.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兩個因素所致，包括其他基金(主要是

政府基金)的增長及強積金制度的發展。鑑於後者規定有關基金的投資經理必須

在香港註冊成立，因此該制度對於促進香港的投資管理業務，發揮著重要的作

用。 
 
20. 下圖按基金種類分析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2001 2000 1999
(以港幣百萬元計)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在香港直接管理的資產 651,375 99.5% 622,920 99.4% 752,468 98.2%

外判或委託予香港的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
產 2,979 0.5% 3,536 0.6% 13,710 1.8%

總計 654,354 100.0% 626,456 100.0% 766,178 100.0%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以基金種類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強積金 ($32,445)
5.0%

機構性基金 ($329,502)
50.3%

退休基金

($140,653)
21.5%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

象的基金($116,527)
17.8% 其他 ($9,215)

1.4%
私人客戶基金 ($26,012)

4.0%

2001 - 總計 $654,354

2001 - Total $666,553

2000 - 總計 $626,456

1999 - 總計$766,178

私 人 客 戶 基 金  
($24,497)

3.9%

其 他  ($3,380)
0.5%

機 構 性 基 金
($322,688)

51.5%

獲 證 監 會 認 可 以
公 眾 為 銷 售 對 象
的 基 金  ($139,711)

22.3%
退 休 基 金
($136,181)

21.8%

退 休 基 金
($175,183)

22.9%

機 構 性 基 金  
($357,479)

46.7%

私 人 客 戶 基 金 ($3
8,375)
5.0%

獲 證 監 會 認 可 以
公 眾 為 投 資 對 象
的 基 金  ($195,070)

25.4%

其 他  ($7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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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源自香港投資者 
($1,018,019)

69.3%

源自香港投資者 ($450,577)
30.7% 源自香港投資

者 ($405,149)
27.3%

非源自香港投

資者 
($1,080,031) 

72.7%

所管理的資產－以資產來源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2001 - 總計 $1,468,597

2001 - Total $1,485,180

2000 - 總計 $1,485,180

21. 下表按基金種類說明過去 3 年在香港管理的基金所佔比例的變化。 
 
 
 
 
 
 
 
 
 
 
 
 
所管理的資產(14,686 億元) – 資金來源 
 
22. 非香港投資者在香港基金管理業的發展中擔當主導角色，來自他們的資產佔所

管理資產的 69%。同時，源自香港投資者的資產增加 454 億元或 11%。 
 
23. 下圖說明在過去兩年來，回應者所管理的資產在來源方面的轉變。 
 
 
 
 
 
 
 
 
 
 
 
 
24. 回應者首次被問及在其管理的資產當中，有多少是投資於香港的6。回應者報稱

在其管理的 14,686 億元資產當中，有 3,000 億元或 20%的資產是投資於香港的。 
 
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14,841 億元) 
 
25. 一如上文進行的分析，下圖按照：(a)基金種類、(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數目相對

                                                 
6 回應者被要求提供其投資於香港及海外的資產的細目分類。 

所管理的資產（以港幣10億元計）－以基金種類劃分

2001 2000 1999
% 總計 % 總計 % 總計

退休基金 在香港管理 140.7 (42.7%) 136.2 (46.9%) 175.2 (33.5%)
在海外管理 188.5 (57.3%) 329.2 153.9 (53.1%) 290.1 347.9 (66.5%) 523.0

強積金 在香港管理 32.4 (90.7%) NA NA NA NA
在海外管理 3.3 (9.3%) 35.8 NA NA NA NA NA NA

機構性基金 在香港管理 329.5 (36.5%) 322.7 (33.5%) 357.5 (13.3%)
在海外管理 573.9 (63.5%) 903.4 639.9 (66.5%) 962.6 2330.9 (86.7%) 2688.4

私人客戶基金 在香港管理 26.0 (82.1%) 24.5 (82.5%) 38.4 (90.6%)
在海外管理 5.7 (17.9%) 31.7 5.2 (17.5%) 29.7 4.0 (9.4%) 42.3

在香港管理 116.5 (74.8%) 139.7 (70.2%) 195.1 (81.8%)
在海外管理 39.2 (25.2%) 155.8 59.3 (29.8%) 199.0 43.5 (18.2%) 238.6

其他 在香港管理 9.2 (72.1%) 3.4 (87.6%) 70.4 百萬 (100.0%)
在海外管理 3.6 (27.9%) 12.8 0.5 (12.4%) 3.9 0.0 (0.0%) 70.4 百萬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
對象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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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以資產來源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非源自香港投資者 
($1,029,617)

69.4%

源自香港投資者 ($454,449)
30.6%

總計 $1,484,067

於在海外管理的資產數目，及(c)基金來源，以分析及說明回應者所管理的資產

的總值。 
 

(a) 以基金種類劃分： 
 
 
 
 
 
 
 
 
 
 
 
 

(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數目相對於在海外管理的資產數目： 
 
 
 
 
 
 
 
 
 
 
 
 

(c) 基金來源 
 
 
 
 
 
 
 
 

2001年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以基金種類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

對象的基金 ($157,593)
10.6%

強積金 ($35,767)
2.4%

退休基金 ($329,238)
22.2%

機構性基金 ($906,498)
61.1%

私人客戶基金

($42,189) 2.8%

其他 ($12,781)
0.9%

總計 $1,484,067

2001年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
(以港幣百萬元計)

在香港直接管理的資產 
($663,057)

44.7%

外判或委託予海外的其他辦

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8
16,488)
55.0%

外判或委託予香港的其他辦

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 
($4,522)

0.3%

總計 $1,48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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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的總值－以基金種類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機構性基金 
($332,631)

49.8%

私人客戶基金 ($35,796)
5.3%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

對象的基金 ($116,803)
17.5%

其他 ($9,215)
1.4%

退休基金 ($140,688)
21.1%

強積金 ($32,445)
4.9%

總計 $667,579

26. 下圖列出在香港管理的基金的種類： 
 
 
 
 
 
 
 
 
 
 
 
 
27. 在投資方面，有 3,010 億元或 20%的資產是投資於香港的，而其餘的資產則投

資於其他地方。 
 
 
 
 
 
 
 
 
 
 
 
28. 一如以上所顯示，從全部 159 名回應者(即以基金管理作為主要業務加上營運總

收入有來自基金管理的回應者)收集到的數據所反映出的趨勢，與從純粹以基金

管理作為主要業務的回應者所收集到的數據所反映出的趨勢相若。 
 
獲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資產的總值(1,405 億元) 
 
29. 本調查亦首次邀請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註冊人作出回應。該

等註冊人報稱，涉及其所提供的投資顧問服務的資產總值為 1,405 億元。當中

約有半數(725 億元)的資產涉及在香港提供的顧問服務。下圖顯示提供有關顧

問服務的地點及所涉及的服務委託。 
 
 

 2001年所管理的資產的總值－以投資的目的地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投資於香港的資產

($300,985)
20.3%

投資於香港以外的

資產($1,183,081)
79.7%

總計$1,48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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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顧問服務
(以港幣百萬元)

在香港獲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

資產($72,524)
51.6%

在海外獲提供投資顧問意見的

資產 ($67,957)
48.4%

直接在香港獲提供

投資顧問意見的資

產 ($70,505)
97.2%

轉授予香港的第三

者的資產 ($2,019)
2.8%

總計 $140,480

2001年的顧問服務的分布情況－以基金種類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源自香港的資產 ($30,021)
21.4%

非源自香港的資產 
($110,460)

78.6%

總計 $140,480

 
 
 
 
 
 
 
 
 
 
 
 
 
30. 以基金種類劃分，在該等價值 1,405 億元的資產當中，71%屬於機構性基金。

以基金來源劃分，在該等價值的資產當中，79%來自非香港投資者。下圖分別

以基金種類及來源來說明顧問業務的分布情況。 
 
 
 
 
 
 
 
 
 
 
 
 
 
 
 
 
 
 
 
 
 
 

2001年的顧問服務的分布情況－以基金種類劃分
(以港幣百萬元計)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

對象的基金

($11,177)
8.0%

私人客戶基金 ($7,772)
5.5%

退休基金 ($1,124)
0.8%

強積金 ($1,963)
1.4%

其他

($18,605)
13.2%

機構性基金 ($99,841)
71.1%

總計 $14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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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活動 
 
31. 回應者在問卷中曾被問及有否透過互聯網或其他電子途徑進行業務活動。21

名回應者報稱曾在互聯網上進行廣告或銷售活動，包括 18 家認為基金管理是

其主要業務的公司。在這些公司當中，有 11 家是管理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

銷售對象的基金。 
 
32. 2 名回應者(其中 1 家管理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基金)表示有在互

聯網上提供買賣(即認購、贖回及轉換) 獲證監會認可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基金

的服務。 
 
33. 該兩項結果與上年的結果基本上沒有分別。 
 
34. 3 名回應者表示有在網站為投資者提供投資組合規劃服務。這數字比 2000 年的

1 名回應者為高。 
 
其他調查結果 
 
35. 在 159 名回應者中，有 34 名報稱其在香港的業務運作是其地區性總部。這些

機構一般來說是替例如澳洲、韓國、中國內地、新加坡及台灣等鄰近國家提供

服務的。在這些回應者當中，有 25 家表示基金管理是其主要業務。 
 
總結 
 
36. 年內，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所佔的龐大份額，意味著香港在吸引區內資金

前來作投資管理方面，繼續擔當著主要角色。可是，有關方面必須致力確保資

金不單止持續地流入香港，而且更會留在香港進行管理。 
 
37. 就此而言，證監會必須通過利便基金經理向客戶提供不同類型的投資產品來落

實促進市場發展的方針。證監會必須繼續定期檢討其政策，以確保有關的政策

緊貼投資行業的變化和切合投資者的需要。不同類型的投資管理產品在香港並

存，除可培育對於香港發展成為主要基金管理中心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的本

地專門人材，亦可提供各類具有不同特色的投資產品，以迎合各類型投資者的

需要。 
 
38. 證監會在監管基金管理業時，亦應維持積極前瞻及公開透明的方針，以便更多

外國基金管理公司會選擇香港作為其亞洲基地。就此而言，證監會必須確保其

監管標準達到國際認可水平，並且會充分諮詢業界人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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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在問卷調查中使用的若干詞彙的定義如下： 
 

1. “管理基金或投資

組合”  
指透過作出委託投資決定來管理客戶的資金或投資組合，或如有關管

理服務並非委託管理服務，則指透過其他服務，例如執行客戶指示或

其他管理服務(即並非純粹提供顧問服務)來管理客戶的資金或投資組

合。 
 

2. “就基金或投資組

合提供投資顧問意

見” 
 

純粹向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3. “公司管理的資產

的總值”  
指由回應調查的公司與其“客戶” 簽署的合約中所涉及的需要由該公

司或其代表管理的資產，即包括所有外判或委託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

作為投資顧問或管理人所管理的資產。為防止重複點算，倘若有關“客
戶”亦為證監會的註冊人或獲豁免人士，則有關資產不會計算在內。 
 

4. “在香港管理的資

產的總值” 
指在香港進行有關管理活動所涉及的資產，包括有關公司與客戶直接

簽署合約並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以及委託予在香港的其他辦事處/第三

者管理的資產。 
 

5. “退休基金” 
 

指列明為退休基金的客戶基金，強制性公積會計劃不會計算在內。 

6.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被界定為集成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的

組成基金。為免除疑感，相關的認可匯集投資基金不應包括在內。 
 

7. “機構性基金” 
 
 

指性質並非為退休金或並非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客戶基金，例如是以

股東、關連公司、基金公司(包括與回應調查的公司簽訂資產管理合約

的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離岸基金的投資管理公司)、保險公司、大型企

業客戶為對象的客戶基金。倘若個別獲證監會認可的基金只打算銷售

予機構性客戶，則有關基金應歸類為 “機構性基金”。  
 

8. “私人客戶基金” 
 
 

指性質並非為機構性基金、退休基金或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客戶基

金，例如以個人帳戶或集合形式管理的高資產淨值客戶(年內其平均個

人資產淨值超過 100 萬美元)的個人帳戶或投資組合。 
 
 

9. “獲證監會認可以

公眾為銷售對象的

基金” 
 
 

指獲證監會認可，並以公眾為銷售對象的客戶基金。倘若獲證監會認

可的基金純粹以機構性客戶為銷售對象，則有關基金應歸類為 “機構

性基金”。倘若有關基金同時以散戶投資者及機構性投資者為對象，則

應分別加以指明和區分。 
 

10. “其他基金” 其他種類的基金，例如政府基金(來自政府或國家的基金)、慈善基金(來
自慈善組織的基金)。 
 

11. “源自香港投資者

的資產” 
可歸屬於香港投資者的資產。回應者應已盡力根據所得資料將相關投

資者分類。回應者如知悉某些並非以香港地址作為註冊地址的投資者

的資產其實源自香港，亦可將該等投資者歸納為香港投資者。同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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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名人帳戶而言，假如有關管理公司如對相關投資者或有關來源有

所認識，亦應按此作出識別及加以分類。 
 

12. “非源自香港投資

者的資產” 
 

不可歸屬於香港投資者的資產。 

13. “投資於香港的資

產” 
有關資產所投資的工具(例如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工具)
由在香港註冊成立或在海外註冊成立但在香港運作的實體發行、屬於

在香港上市的發行、或是存放於根據《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香港認

可機構的存款。就其他投資而言，回應者應盡力識別出有關投資是否

源自香港。 
 

14. “投資於香港以外

地方的資產” 
 

有關資產所投資的投資工具並非源自香港。 

15. “獲提供投資顧問

意見的資產的總

值” 

指由回應調查的公司與其“客戶” 簽署的合約中所涉及的純粹需要由

該公司或其代表提供投資顧問服務的資產，即包括所有外判或委託予

其他辦事處/第三者作為投資顧問或管理人所管理的資產。為防止重複

點算，倘若有關 “客戶” 亦為證監會的註冊人或獲豁免人士，則有關

資產不會計算在內。 
 

16. “投資組合規劃” 指根據客戶有關投資方面的特點(願意承受風險的程度、年齡、預計現

金流量)及其投資目標，為客戶設計投資組合或就此提供意見，當中可

以包括或不包括就特定基金作出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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