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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本會負責監督及監察香港的交易所和結算所，以確保

市場有序運作。我們亦致力改善市場基礎設施，並鞏

固香港作為優越的內地風險管理中心及亞洲區衍生工

具記帳樞紐的地位。

對香港交易所的監督
實地視察
本會定期對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

非上市相關的運作進行現場視察。我們在 2018年完成

視察香港交易所的現貨市場結算的運作，並提出改善

建議，亦在 2019年開始對它的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和結

算運作進行視察。

認可結算所
本會與香港交易所共同實施風險管理措施，以改善香

港認可結算所的抵禦能力，及讓其更能符合國際標

準。我們批准了多項建議，以提高合資格成為結算參

與者的條件，改善管理結算參與者失責的程序，及完

善為應對極端市況而制訂的恢復計劃。

香港交易所在獲得本會批准後，引入有關加強結算保

證基金的措施，包括由結算所提供的以風險為本的供

款。

新產品
我們批准了五項由香港交易所建議的衍生產品，以配

合市場參與者的交易及對沖需要。

市場互聯互通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證監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於

2018年 4月聯合宣布，將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下的每日額度增加四倍，即滬股通及深股

通的每日額度增至人民幣 520億元，而滬港通及深港

通下的港股通的每日額度則增至人民幣 420億元。新

的額度已於 2018年 5月 1日生效。

截至 2019年 3月底，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涵蓋 1,321隻內地股票（當中 580家和 741家公

司分別在上海和深圳上市）及 479隻香港股票，分別佔

香港、上海及深圳市值的 88%、84%及 73%。

截至 2019年 3月底，港股通的累計淨流入金額為人民

幣 7,005億元，而國際投資者透過滬股通及深股通買

入價值達人民幣 7,671億元的A股。

年內，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在香港

市場成交額的比重保持穩定。港股通的平均每日成交

額佔香港總成交額約 6%，與 2017年的比重相若。

滬股通及深股通在內地市場總成交額的比重亦增加至

3%，而 2017 年則為 1%。

我們與中國證監會合作，於2018年9月26日對滬股通

及深股通實施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以利便內地交易所

及監管機構對滬股通及深股通的交易進行市場監察。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9年中為港股通引入類似的模式。

獲批准的新衍生產品

開始交易日期

MSCI亞洲除日本指數期貨 2018年 6月 11日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2018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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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通
經諮詢證監會的意見後，債券通有限公司 1在 2019 

年 2月 推 出 一 級 市 場 信 息 平 台（Pr imary Market 

Information Platform）。這是首個以英語發布有關內地 

一級債券市場的信息的平台，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有關

新債券發行的適時和可靠信息。

債券通在年內大幅增長。透過債券通流入內地銀行間

債券市場的資金總額，由 2017年的人民幣 1,320億元

攀升至 2018年的人民幣 2,220億元。平均每日成交額

由2017年的人民幣22億元增至2018年的人民幣36億

元。

場外衍生工具
為配合二十國集團對改革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承諾，

香港現正分階段實施場外衍生工具制度。本會在 2018

年6月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匯報責任強制使用法律實體

識別編碼 2和擴大結算責任，發表聯合諮詢總結。我們

亦採納建議的程序，以確定適合就哪些產品引入平台

交易責任。

我們使用向香港交易資料儲存庫匯報的數據，以監察

香港上市證券的場外股本衍生工具。這有助我們更有

效地評估場內及場外衍生工具市場對香港證券市場所

產生的系統性風險。截至 2019年 3月底，就香港上市

證券的股本衍生工具而言，場外交易市場的估計名義

數值與場內交易市場相若，這與主要海外市場的情況

一致。

無紙化證券市場
本會在 2019年 1月聯同香港交易所與證券登記公司總

會有限公司，就在香港實施無紙化證券市場而建議的

經修改運作模式，展開諮詢（見以下的相關資料）。

邁向無紙化
證監會正著手在香港引入無紙化證券市場。

我們與香港交易所及證券登記公司總會有限公司於

2019年 1月共同發表了諮詢文件，就建議制訂一套

可讓投資者在無需股份證明書或其他紙張文件的情

況下以自身名義持有和轉讓證券的運作模式，徵詢

公眾意見。

投資者將可與上市公司建立直接關係，並享有更佳

的法律保障。上市公司股份的真正擁有人身分亦將

更具透明度。

現時在交收及結算基礎設施中的代理人架構將予保

留 a。換言之，投資者如有意透過經紀行及銀行持有

證券的實益權益，仍可繼續沿用這安排。

將持有的證券數碼化後，便無須再倚靠紙張文件及

人手處理程序，這將有助提高交易後的交收和相關

服務的效率，從而為本地市場注入更多活力，繼而

加強其在全球的競爭力。

在相關法例制定後，有關措施預計會由 2022年起分

階段實施。

a 透過香港交易所系統持有的證劵將登記於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名下。

1 債券通有限公司是一家利便債券通運作的認可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
2 一組由 20個字母及數字組成的獨有編碼，用來識別某金融交易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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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交易服務
《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監管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的制

度有兩種。提供與傳統交易所或結算所相類似的設施

的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通常根據該條例第 I I I部獲

認可。提供傳統交易服務及以附加設施形式提供自動

化交易服務（例如營運黑池或首次公開招股前的交易平

台）的中介機構，則應該根據該條例第 V部獲發牌。

過去一年，我們批准了八宗由在海外受規管的交易所

及債券交易平台所提交的申請。在認可交易場所進行

的交易主要是涉及由海外交易所提供的基準指數期貨

和期權、商品期貨、債券、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 12個月，源自香港的期貨合

約的平均每日交易量有大約 348,000張。

根據第 III部獲認可的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

按司法管轄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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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迪拜
法國

德國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英國
美國

按類別劃分

債券交易平台
中央對手方
商品期貨交易所
股票交易平台

金融期貨交易所
其他
證券交易所

7

5

11

10
3

6

9

註：某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同時為金融期貨交易所及中央對手方。

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

截至
31.3.2019

截至
31.3.2018

截至
31.3.2017

第 I I I部 50 57 49

第 V部 24 24 24

淡倉申報

截至
31.3.2019

截至
31.3.2018

截至
31.3.2017

淡倉市值佔已申報證券市值的百分比 1.5% 1.5%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