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財政預算案 2020中推動香港金融發展的措施，本人有五點看法： 
 

1. 同意鼓勵 ETF措施，冀增加產品透明度。 
 

政府提出減免 ETF發行人印花稅，降低在港上市莊家的交易成本，有助鼓勵

更多國際大型機構來港開拓 ETF產品，擴闊 ETF產品的深度和廣度，豐富本

地投資産品種類，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和資産配置的選擇。此舉有助增加

ETF交投量，也為本地爭取年內啟動 ETF通注入新動力。因此，雖然今次的

寛免似是削弱政府稅收，但從擴大市場份額的角度而言，⾧遠來說反而能增

加整體收益。 
 

我認為 ETF在本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ETF自 1997年推出以來交易量持續

上升，2020年 1月，ETF和槓桿及反向產品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為 63億元，

較 2019年 12月上升 54%，發展潛力巨大。 
 

同時，政府也須加強投資者教育，增加產品透明度，令 ETF的投資文化更加

普及。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區內建設 ETF互通機制，並將香港發展成 ETF

國際專才匯集中心及培養本地人才，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集資中心的地位。 
 

2. 贊成發行 iBond及銀色債券，但建議擴大認購資格。 
 

預算案提及發行 iBond及銀色債券，總額不少於 130億元。政府在 2016年

及之前共發行了六次 iBond，總額為 600億元，息率由六厘至二厘不等。今

次重新啟動 iBond，相信對擴大零售債券市場有推動作用。在目前銀行儲蓄

存款低至 0.01%的低息環境，iBond對保守型投資者而言，將會是另㇐更佳

的選擇。 
 

銀色債券針對 65歲或以上的⾧者，保證最低息率二厘，過去 4年共發行了

120億元。若能擴大認購資格至 60歲居民，相信能吸引更多合資格市民認

購。 
 

3. 未來 5年發行 660億元綠色債券的計劃對鞏固香港作為區內綠色金融樞紐具

有重大作用。 
 

去年首批總值 10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反應熱烈，認購額超過 40億美元。隨著

氣候問題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不斷得到各國的重視，綠色債券是大勢所趨，對

促進金融體系在環保領域的發展和創新有很大的幫助。 



 

4. 贊成為本地私募基金提供税務優惠。 
 

為本地私募基金提供税務優惠的建議，料能吸引更多海內外私募基金在港經

營。另外，也可就公司稅率方面著手，以減低相關基金管理公司在港經營成

本。 
 

作為靈活高效的理財中心，以上建議將可鞏固香港環球市場集資中心的地

位。 
 

5. 預算案對證券從業員及券商所面臨的困境未有著墨。 
 

近兩年來，中小型券商申請暫時停業及自願停業數目颷升，不少券商出現收

入不穩及人才流失的情況，令人憂慮。希望政府可以審視有關行業的營運環

境，適度作出具針對性的支援措施，例如減免交易所前台及交易系統、資

訊、數據網絡、CCASS等費用。 
 

同時，在可控範圍內，希望政府可考慮將券商納入跨境理財通的機制，㇐起

參與大灣區的資產管理、產品開發、分銷及風險管理等業務，帶動理財產業

鏈及相關專業服務的發展。 
 

整體而言，政府鋭意優化金融政策、推動不同的措施和靈活性，有助強化自身

優勢、創造更有利條件、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令證券行業有

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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