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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PO集資金額（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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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今年香港金融市場雖然備受各種不利消息

打擊，但仍然展現出無比韌性，IPO集資額

近4,000億元（港元，下同），排全球第二。

德勤16日預期，香港新股市場明年將更加強

勁，極可能突破2010年約4,500億元的最高

紀錄。該行指，受美國國會通過的《外國公

司問責法》影響，預期更多中概股及新經濟

股到香港上市，明年將有逾10隻巨型中概股

回流，集資至少1,000億元，並另有4至5隻

新經濟股上市，每隻至少集資100億元。

■ 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
人歐振興（左）和德勤中國
全國上市業務組華南區主管
合夥人劉志健16日公布今年
新股統計數字。

港明年新股集資勢創新高
德勤料突破4500億元 10隻巨型中概股排隊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德勤中國全國上市
業務組預測，2020年全年A股有
388隻新股，共集資4,645億元(人
民幣，下同)，發行數量與融資額
分別比2019年增長93%和87%。
其中上海228隻新股集資3,382億
元，深圳160隻新股集資1,263億

元。2021年新股市場預計會進一步擴
容，上交所科創板有望迎來150-180隻新

股，融資2,500-3,000億元；140-170家企業
會於創業板上市，融資1,400-1,700億元；主
板和中小企業板將會錄得120-150隻新股、

融資1,300-1,700億元。德勤認為，隨着科創
板的穩定發行及創業板的註冊制改革，IPO
數量會有較大增長，中小規模的製造和科技
行業會在發行數量上領先。
滬深交易所日前發布徵求意見稿，完善強
制退市指標，已經引起A股市場上相關板塊
巨震。被問及退市新規是否會影響到當前的
IPO節奏，令IPO企業銳減。德勤中國全國
A股市場華東區合夥人趙海舟認為，退市新
規與IPO市場沒有太多直接關聯，畢竟尋求
IPO的企業，更多關注的是IPO事項與安
排，對未上市的企業而言，目前階段不會想
到退市。

資料來源：中證監、上交所、深交所，德勤分析 (截至2020年12月11日)

明年內地新股市場前景展望
已經過會但尚未發行的企業數量

截至2020年12月11日，已經過會但尚未發行的企業共計有
237家（包含85家科創板，97家創業板），其中傳統與高端
製造行業(41%)佔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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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類型更豐富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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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更多海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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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 5個來自新
經濟公司的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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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香港IPO融資額或突破2010年水平
明年新股市場預測：

美國國會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市場預期更多
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

人歐振興16日表示，預計香港明年會有超過10隻新股
來自第二上市項目，並將集資至少1,000億元。這些項
目包括知名的科技和新經濟企業，當中部分企業擁有法
團身份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架構。再者，另有4至5個
來自新經濟公司的巨額新股上市項目預計會完成，每隻
新股至少集資100億港元。

包括京東物流富衛集團
翻查資料，市傳明年有意在香港上市的大型新股，
包括京東物流、富衛集團、物美科技、微醫、嗶哩
嗶哩與汽車之家。
連同包括生物科技業在內的生命科學及醫療企業
的新股上市，內地經濟復甦令到估值的提升，以及
因更多類型更豐富的投資產品而帶來的市場擴容及
更多海外資金為尋求更高回報而整體帶動市場流動
性的影響下，他預料香港於2021年會有大約120至
130隻新股集資逾4,000億元，有望打破2010年高
位。翻查資料，2010年香港的集資額高達4,500億元。
被問及香港明年能否重奪全球IPO集資一哥地位時，
歐振興表示明年全球IPO集資額的競爭主要在美國、內
地與香港，香港能否奪得冠軍地位仍言之尚早，惟相信
香港可取得佳績。

納斯達克今年集資稱冠
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16日發布，對2020年和
202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首次公開招股市場的分析與預
測。其研究結果顯示，根據預計將於2020年12月31日
新股集資所得的金額計算，納斯達克將會成為2020年
領先全球新股市場的交易所，港交所將會取得第二位，
上交所緊隨，預計深交所將會取得第五位。
在新經濟新股上市、美國對海外發行人監管監督改變
所產生的情緒，以及各式各樣改革的推動下，尤其是上
海科創板的穩健發展、為紅籌企業回歸優化上市規則、
將第二上市和同股不同權公司納入恒生指數、推出恒生
科技指數、創業板推行試點註冊制等令到內地和香港新
股市場於2020年邁向高峰。香港市場更特別受惠於來
自不同國家推出疫情相關的金融寬鬆措施所帶來的充裕
流動資金。
基於兩大因素，這些趨勢將於2021年持續。首先，
新股註冊制促進更多新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和創
業板上市，或會伸延至於主板和中小企業板推行。第
二，市場對美國於海外發行人更嚴謹監督所產生的情緒

將會促使更多中概股尋求於
香港作第二上市，或考慮香港及內地為其上市的首選
地。

港新股減12% 集資增26%
截至今年12月31日，香港市場預計會有145隻新股
上市集資大約3,973億元，而2019年則有164隻新股集
資3,142億元。這意味着新股數量下跌12%，而新股集
資額增加26%。九成八的集資額是來自內地企業，當中
包括有16隻新股，每隻集資最少78億元，其中也包括
6隻第二上市新股。
被問及港交所建議提高新股主板上市最低盈利要求對
市場的影響時，歐振興表示香港需要更多元化的資本市
場，認為提高上市要求更有效釐清不同板塊的目標公
司。不過，他提到，港交所可以在提升主板上市要求
後，推出措施幫助未能符合主板新措施要求的企業，可
以在創業板上市。

內地科創板明年料誕逾150隻新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貝恩公司與天貓奢品16日聯合發布的
報告指出，受疫情影響及出境遊限制，
2020年內地奢侈品消費向境內轉移，實現
全年48%的增長，預計達到近3,460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市場規模，其中奢侈
品線上渠道銷售額增長約150%。這種增
長很有可能持續進行，助力內地在2025年
佔據全球奢侈品市場的最大份額。

奢侈品消費增長創新高
對比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場萎縮23%，
內地的市場份額幾乎翻了一番，從去年的
約11%增長到2020年的20%。貝恩公司資

深全球合夥人布魯諾表示，疫情導致全球
奢侈品市場萎縮，然而內地四大引擎支撐
了奢侈品消費市場在後疫情時期的回
暖。
在出境旅遊因疫情受阻和利好新政的推
動下，海南免稅銷售額在2020年前10個月
與去年同期比飆升98%，達到210億元。
2015年以來，隨着進口關稅下調、對灰
色市場加強管控以及境內外價差縮小，越
來越多的內地消費者選擇在境內購買奢侈
品。由於疫情導致出境遊受阻，今年境內
市場在內地消費者全球奢侈品消費中的佔
比更是達到70%至75%，創歷史新高。相
較去年，皮具箱包和珠寶的銷售額增速

70%至 80%，成衣和鞋履增速約40%至
50%，腕錶增長20%。
據調查，在電商領域，內地奢侈品銷售
額的線上滲透率從2019年的約13%增至
2020年的23%，整體線上渠道銷售額增長
約150%。奢侈品時裝和生活方式品類的
線上銷售基數較小，今年前十個月已經增
長了100%以上，料線上滲透率將從2019
年的約5%增至2020年的約7%。
據悉，由於全球旅行往來不太可能在
2022年甚至2023年之前恢復正常，內地消
費者也可能持續對國際旅行保持謹慎，因
此大多數奢侈品品牌認為，2021年國內市
場將繼續以大約30%的水平增長。

出境遊受阻 內地消費續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
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課題組16日發布報告
稱，非現金支付與現金使用之間雖然存在
一定的競爭，但本質上是互補關係，而非
替代關係；而由於「數字鴻溝」的存在，
過度去現金化會引發新的金融排斥，偏離
普惠金融的初衷。
該報告指出，各國實踐證明，「數字
鴻溝」現階段還難以消除，非現金支付
的安全性問題仍然存在，現金作為應對
自然災害等重大突發事件的備用支付工
具更不可或缺。報告認為，保留現金是

應對「數字鴻溝」的現實需要。2019年
央行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顯示，內地消
費者對非現金支付的數字化場景、風險
識別與防範、如何有效維權等方面的認
識和掌握有待進一步提高。
目前60歲及以上的老年群體中僅有

27.3%能夠通過互聯網獲取金融服務和信
息。特別是內地城鄉和地區間差異較大，
農村整體仍有較大現金需求。人民銀行周
二發布公告，對人民幣現金收付行為進行
規範，要求不得採取歧視性或非便利性措
施排斥現金支付，造成「數字鴻溝」。

央行：過度去現金化將偏離普惠金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證
監會16日宣布已向一個在香港的虛擬資產
交易平台發出了首個牌照。在證監會的嚴
密監管下，該平台只為專業投資者提供服
務，並須受與適用於證券經紀商及自動化
交易場所的標準相若的特設規定所約束。
獲得香港首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牌照的
是 BC 科技旗下的 OSL Digital Securi-
ties，可在香港從事受規管的虛擬資產經
紀及自動化交易服務業務。BC科技指
出，OSL Digital Securities作為首家且現
時唯一獲得證監會頒發虛擬資產牌照的交
易平台（ 包括證券型代幣 ），將為香港
和區內的虛擬資產交易和安全保管樹立業
內最佳的合規、安全、財務透明和客戶保
護標準。
BC科技又期望，OSL Digital Securities

將在數字資產領域佔據獨特的市場地位，
在日益增長的機構和專業投資者客戶中獲
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並在證券型代幣的新
興市場中滿足發行人和投資者的需求。
香港證監會是首批就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制訂全面監管框架的主要監管機構之一，
而其所採取的方針與國際標準釐定機關的
建議一致。其他主要市場的監管機構亦已
宣布關於監管虛擬資產交易的計劃，藉以
紓緩外界對於打擊洗錢及消費者保障的憂
慮。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Ashley Al-
der）16日表示，證監會對虛擬資產的規
管方針旨在保障投資者，並同時促進這個
新興行業的穩健和有序發展。當選擇受規
管的交易平台獲發牌後，香港的投資者將
可輕易地區分受到妥善規管與不受規管的
平台。

中芯高層地震 股價曾插9.6%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殷考玲) 中芯國
際近日新聞多多，除被多間指數公司剔出
相關指數成份股之外，執行董事及聯合首
席執行官梁孟松16日突然提出請辭，受到
高層變動消息影響，中芯16日股價波動，
其H股一度插水9.6%。中芯指，公司正積
極核實梁孟松辭任的真實意願。
中芯H股16日開市前停牌，停牌前報
21.25元（港元，下同），其後於午後復牌
股價即挫最多9.6%，曾低見19.2元，收報
20.2元，跌近5%。至於中芯A股16日則如
常交易，早段同樣最多曾下挫逾9%，最低
曾見52.68元人民幣，收跌5.5%，報55.2
元人民幣。
中芯國際16日發通告指，該公司董事會

注意到，有媒體報道其執行董事及聯合首席
執行官梁孟松擬辭任公司職務的消息，而該
公司已知悉梁孟松有條件辭任的意願，目前
正積極與他核實其真實辭任意願。

台積電前高層加盟疑惹不滿
中芯國際周二(15日)才宣布將台積電前
營運長蔣尚義委任為公司第二類執行董
事、董事會副董事長及戰略委員會成員，
於周二起生效。有內媒報道指，周二晚上
中芯國際召開臨時董事會，梁孟松在會中
突然向董事會遞交書面辭呈，中芯國際董
事長周子學並未當場核准。梁孟松辭任疑
與中芯國際臨時董事會中人事任命蔣尚義
有關。

至於港股方面，市場憧憬聯儲局議息結
果會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加上科技股造
好，港股連跌兩日後反彈，16 日收報
26,460點，升253點，大市成交額1,290億
元，科技股16日回勇。

MSCI將被制裁公司剔出指數
另一方面，繼美國總統特朗普禁止美國
投資者持有被認為與內地軍方有關聯的公
司的股份後，16日數據供應商MSCI明晟
表示，會將7間中資企業的股票剔出旗下
指數，其中包括中交建、中國中車、中芯
國際等公司，MSCI將於明年1月5日從部
分指數剔除有關股票，至於該些公司的子
公司或關聯公司則不受影響。

首個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