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睇商報       有着數

2024年

5月 6 星
期
一

今天出版1疊共8版
1952年創刊 第25658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責編 曉辰 李家華 美編 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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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黃金周旺丁旺財
商戶冀撐小店谷平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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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拍桌讓我買比亞迪！」
巴菲特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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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近年逐漸成為香港金融業的新亮點，陳
浩濂指出，現時香港已經成為亞洲領先的綠色金融
中心，期望未來能夠通過結合綠色金融及金融科
技，成為香港綠色金融的突破點。

綠色金融資助有效期延至2027年
「香港所發行的綠色債券，有不同幣種、不同

年期，並且提供代幣化的綠色債券供不同投資者選
擇。」陳浩濂稱，期望透過發行綠色債券，在香港可
以建立標杆價格（Benchmark Pricing）。他又引述數
據稱，由2021年至2024年，港府已為390筆的綠色及
可持續債務工具提供資助，目前已將 「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資助計劃」的有效期，再延長至2027年。

去年2月，香港成功發行總值8億元、為全球首批
由政府發行的代幣化綠色債券。陳浩濂表示，除了
傳統的綠色金融，港府會繼續結合金融科技及綠色

金融，繼今年3月推出 「綠色金融科技地圖」，未來
將繼續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並於今年上半年，推
行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科技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
劃」。

市場一直關注 「漂綠」問題，陳浩濂回應指，現
時市場上已有國際間較為認可及信賴的標準，評核
單一項目是否 「漂綠」，相信港府在關注 「漂綠」
的問題上能夠起帶頭作用；目前監管機構已就此對
接國際，相信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亦可助力防止 「漂綠」的標準落地香港。

陳浩濂談到，國際間在制定綠色標準時，香港亦
有參與其中；香港作為聯通內地及全球的國際性城
市，能夠協助提供相關認證及第三方認證的服務。
一旦行業有新的標準出台，港府亦會就此協助內地
對接世界標準，恰如其分地在綠色金融層面做好
「超級聯繫人」角色。

香港積極推進家族辦公室業務，在拓建亞洲第一
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方面有很多優勢。陳浩濂表示，
香港不僅為單一家族辦公室提供稅務寬免，更提供
一系列專業服務，包括銀行、會計、法律及信託
等，期望家族辦公室能夠在港繼續發展壯大。

去年11月，金融發展局旗下的香港財富傳承
學院成立，透過深入探討財富管理、家族治理及
跨代融合、影響力投資及慈善影響力、藝術發展
等議題，提供相關培訓及交流活動，壯大家族辦
公室人才庫。對此，陳浩濂期望，各家族之間可
透過香港財富傳承學院，相互交流，形成網絡，
從而進行家族傳承及資產分配。

陳浩濂稱，香港擁有的高淨值人士達 1.2 萬
名，較其他金融中心如紐約的1.1萬名及倫敦的
6000 名為多。另據投資推廣署數字顯示，自
2021年6月至今年3月底止，投資推廣署的家族
辦公室團隊共接獲超過650個在香港成立家族辦
公室的查詢，主要來自內地、東盟、中東、歐洲
及美洲等地。

陳浩濂談到，部分家族辦公室可能不熟悉在香
港取得相關牌照的要求，強調香港沒有要求單一

家族辦公室（SFO）須申請牌照，才可在港營運，而
SFO亦不會獲得港府資助。他續稱，不會評論個別人
士或公司的業務營運手法，強調港府歡迎任何 「合
規、合法、有正當需要的企業」落戶香港。

本港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CIES）今年3月初開
始接受申請，陳浩濂透露，至4月底，投資推廣署已
接獲逾 2500 宗查詢，提交申請逾百宗並已批出 25
宗， 「計劃反應正面」。據投推署最新數字，該計劃
已錄得131宗申請，並已通過33宗淨資產審批，主要
來自亞洲不同的國家，部分來自歐洲。

要求投資創科非港獨有
「自CIES推出以來，不論銀行、中介機構以及律

師事務所的反應都好正面。」陳浩濂強調，將會繼續
向商會及業界組織宣傳。對於現時的CIES，加入要
求申請者須投資支持創科的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
資組合」，陳浩濂指，申請者須投資的創科項目，屬
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創科項目， 「上述
安排並非香港獨有，不少國家都有類似計劃，亦有作
出類近要求。」

資料顯示，最初香港的投資移民計劃於2003年開
始實施，當時投資門檻為650萬元，及至2010年提高
至1000萬元，有關計劃於2015年停辦。

去年10月，港府宣布重啟 「投資移民」（即現時
的CIES），申請門檻大幅提高至3000萬元，並規定
當中至少 300 萬元須投資於支持創科的 「資本投資
者入境計劃投資組合」，餘下2700萬元可投資的資
產包括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及非住宅房地產
等。

新計劃下，投推署負責審查申請，審核是否符合有
關財務規定；入境事務處則負責審批簽證、進入許可
和延長逗留期限等申請。獲批申請人可攜同其受養人
（包括其配偶及其18歲以下未婚及受養的子女）來
港，一般可獲准在港逗留兩年，期滿後可申請延長逗
留期限三年，其後可在每個三年期屆滿時再申請延長
逗留期限三年。

放寬放寬ETFETF範圍籌備工作料範圍籌備工作料33個月完成個月完成
陳浩濂：挺港五新措增動力

結合金融科技 拓展綠色金融
投推署協助家辦落戶香港概況

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

港拓家辦業務大有可為

CIES接2500宗查詢錄131宗申請

中證監日前宣布5項新措施，支
持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加強
合作，由此港股近期表

現搶眼，連升9日創下6年多來最長升浪。日
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接受
本報記者專訪時認為，新措施有助提升
港股以至整個香港資本市場
的動力， 「現時港府要做
的工作包括，籌備放寬
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範圍的相關技
術工作，工作需時約3
個月完成」 。他期望，
未來兩地資本市場互聯
互通能夠繼續加強深度
與闊度。
香港商報記

者 鄺偉軒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資格

中證監 5 項新措施包括：一、放寬 「滬港通」及
「深港通」旗下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合資

格產品範圍；二、將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s）納入
「滬港通」及 「深港通」；三、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

櫃台納入 「港股通」；四、優化基金互認安排；五、
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來港上市。

這是繼今年1月人民銀行與金管局共同推出 「三聯
通、三便利」合共 6 項深化措施後，兩地資本市場
「互聯互通」的重要里程碑。對於在 「互聯互通」機

制下，放寬股票 ETF 投資標的範圍方面，陳浩濂認
為，措施有助提供給投資者更多選擇，現時港府要做
的就是做好相關技術對接工作，預期需時約3個月。

促進人民幣在港流動性
陳浩濂引述數據稱，2023 年香港 ETF 日均成交達

140億元，金額較2021年升約80%，相信是因為2022
年開通 「ETF通」後擴闊產品種類，帶動了市場流動
性。他相信，隨參與 「互聯互通」ETF產品範圍的

擴闊，有望為港股帶來更多資金。
關於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納入 「港股通」，陳

浩濂補充稱，香港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目前
內地交易所及香港結算公司已經有初步共識，現正處
於落實技術安排階段，相信措施出台後，內地投資者
能夠節省成本及時間之餘，開設人民幣櫃台的股票能
夠得到更多關注，從而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以及
人民幣在香港的流動性。

陳浩濂續稱，日後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納入 「港股
通」後，能為港股帶來多少額外成交須視乎市場利
率、股份板塊表現及經濟因素而定。去年港府成立
「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小組已向港府提

交報告，除了一些短期建議，未來還將研究中長期如
何提高港股流動性，其中在收窄股票買賣差價方面，
將於本季開展諮詢，希望措施能夠促進港股成交量。

全套對接內企龍頭來港上市
新股市場方面，陳浩濂談到，港府致力吸引內地行

業龍頭企業來港上市，同時歡迎這些企業的業務落地
香港，港府不同部門之間會做好協調工作，包括港交
所、引進辦、科學園與數碼港等，提供全套對接服
務。 「香港既是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亞洲的國
際金融中心，我們也會繼續吸引包括東盟、中東在內
的全球好企業來港上市。」

今年為 「滬港通」開通10周年，陳浩濂展望稱，未
來將會繼續加大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 「深度」和
「闊度」， 「在深度方面，將會加大額度；闊度方

面，則聚焦增加產品種類。」他強調，港府一直致力
為互聯互通擴容，會因應業界訴求，與內地相關部委
溝通，務求 「成熟一項推一項」。

對於市場有聲音期望港府下調股票印花稅，陳浩濂回
應稱，現階段沒有此計劃。他解釋道，香港沒有收取股
息稅及資產增值稅，相比其他股票市場，擁有一定競爭
力。 「股票印花稅稅率的高低，並非唯一提升競爭力的
手段，而股票印花稅又是港府的重要收入之一，我們必
須在市場發展及財政收入之間取得平衡。」

年齡

適用人士範圍

淨資產

獲准投資資產

獲准投資的資產

申請時須年滿18歲或以上

外國國民#、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
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士、澳門居民
及台灣華籍居民

提出申請前兩年內，絕對實益擁有
不少於3000萬元（或等值外幣）

須不少於3000萬元（或等值外幣）

股票、債務證券、存款證、後償債
項、合資格集體投資計劃、有限合
夥人的擁有權權益

註：#阿富汗、古巴及朝鮮的國民不包括在內

資料來源：入境處網站

中證監中證監55項對港合作新措施項對港合作新措施
1.放寬 「滬港通」 及 「深港通」 旗下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合資格產品範圍

2.將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s)納入 「滬港通」 及 「深港通」
3.支持人民幣股票交易櫃台納入 「港股通」
4.優化基金互認安排

5.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香港上市

掃碼睇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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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副局長 陳浩濂陳浩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