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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金融市場穩健 下半年新股增兩倍
新經濟行業佔比逾七成 首十月衍生產品成交額全球稱冠

◆ Roger McAvoy將出任港交所北
美業務發展主管。

2022年儘管面對宏觀經濟及地緣政治的重重挑戰，港交所的最新數據顯示，香港

金融市場仍保持韌性和穩健，下半年IPO數目是上半年的兩倍。今年共有51隻來自

新經濟行業的新股，佔期內集資額的72.7%；衍生產品市場表現強勁，推出多項產品及成

交活躍，並創造了多項新紀錄，1月至10月證券化衍生產品(包括權證、牛熊證)總成交金額

4,279億美元世界居首。港交所期望，2023年將為市場帶來更多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業俊） 大市臨
近年底「收爐」，加上市場憂慮美聯儲緊縮
政策或令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港股連跌兩
日，20日曾一度失守19,000點關口，跌幅
最大達467點，低見18,885點；其後收市前
跌幅縮窄，最終收報19,094點，跌258點或
1.33%，主板成交962.58億元（港元，下
同）。科指收報 3,996 點，跌 128 點或
3.12%。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指出，年底大市
牛皮，主要由於基金經理已開始放假，散戶
投資者亦大多外出旅遊，市場參與者大減，
成交金額亦明顯大縮水至少於千億，形成
「交投不足、升幅有限」的牛皮市，相信要
捱過聖誕，等基金經理放完大假，市場才有
機會扭轉頹勢。他估計，恒指暫時徘徊於
19,400水平，上落幅度約300至400點。

內房股捱沽 雅居樂挫逾17%
內房股「抽水潮」持續，繼碧桂園兩個月
內連續兩次配股「抽血」，合景泰富、雅居
樂及旭輝都相繼配股，明顯動搖投資者信心
及板塊氣氛，拖累內房及物管股捱沽。20日
宣布配股集資的雅居樂大跌17.44%，收報

2.32元；另一隻配股集資的旭輝控股大跌
16.54%，收報1.11元。碧桂園跌8.81%，收
報2.69元；龍湖跌6.64%，收報23.9元；碧
桂園服務跌7.83%，收報18.48元；華潤萬象
生活跌 4.48%，收報 37.3 元；中海外跌
3.11%，收報20.25元；潤地收跌5.17%，報
33.95元。
此外，由萬科分拆上市的萬物雲遭大摩減

持，據港交所資料顯示，萬物雲於本月14日
遭摩根士丹利以每股均價52.0818港元減持
好倉44.29萬股，涉資約2,306.93萬港元。減

持後，摩根士丹利最新持好倉數目為
1,134.19萬股，持好倉比例由9.2%下降至
8.85%。萬物雲20日早一度急瀉，惟午後直
線攀升，收報51.95元，升4.84%。

科技股龍頭齊跌 阿里跌逾3.4%
內地12月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維持
不變，減息預期落空。科技股顯著受壓，阿
里巴巴跌3.45%，收報84.05元，成交金額
48.17億元；騰訊跌3.43%，收報309.4元；
美團跌1.85%，收報175.5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港交所20日宣布開設紐約辦事處，
將集團的國際布局擴展至北美，以
服務集團不斷增長的國際客戶群。
Roger McAvoy將出任董事總經理兼
北美業務發展主管，他將帶領紐約
辦事處團隊為港交所在北美的客戶
群提供服務，吸引更多企業和投資
者來香港。

Roger McAvoy過去五年擔任新加
坡辦事處的主管，他將繼續向港交
所市場拓展聯席主管董凱文（Kev-
in Rideout） 匯報。

推廣新股市場及互聯互通
該辦事處也會推廣港交所旗下的

新股市場及二級市場、連接內地與
香港市場之間的互聯互通機制，以
及多元化的衍生品產品，這些產品
與服務共同構成了亞太地區最豐富
的金融市場生態圈。
港交所的紐約辦事處將以HKEX
(U.S.) LLC 的名義運營，並會在未
來幾個月內組建團隊，讓港交所與
該時區的投資者、市場參與者及不
同的中介機構建立更好的聯繫，幫
助集團加強與區內客戶之間的關

係。

擬推進歐洲設辦事處計劃
紐約辦事處將與香港交易所設立

在上海、北京和新加坡的現有辦事
處互補，拓展集團的國際網絡。港
交所現時還正繼續推進在歐洲開設
辦事處的計劃。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港

交所一直致力於支持全球客戶的業
務增長，非常高興宣布開設紐約辦
事處，期待繼續加深與當地投資
者、企業、風險管理人的關係，連
接資本與機會，連接東西方市場。
他稱，港交所將不斷提升市場的活
力和吸引力、拓展互聯互通機制，
他相信紐約辦事處未來在這些方面
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外圍市場走
弱，且12月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調降落空，20日A
股維持弱勢震盪，滬深三大指數跌超過1%，滬綜指跌穿
3,100點。教育、房地產板塊大幅殺跌，醫藥板塊持續「退
燒」。
20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新版LPR報價，其中1
年期品種報3.65%，5年期以上品種報4.30%，均與上次相
同，至此LPR已連續4個月保持不變。滬深兩市低開低走，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73點，跌33點或1.07%；深成指報
10,949點，跌175點或1.58%；創業板指報2,310點，跌35
點或1.53%。兩市共成交6,398億元（人民幣，下同），北
向資金淨流入逾11億元。

LPR調降落空 房地產股挫逾3%
近期板塊波動顯著，19日飆升的教育板塊20日重挫6%，
個股盡墨，全通教育跌超過7%，昂立教育、中公教育、豆
神教育約低收6%。因5年期LPR關乎房貸利率，房地產板
塊挫逾3%，粵泰股份、天保基建、深振業A、沙河股份、
陸家嘴、中交地產、信達地產、深物業A、三湘印象、南國
置業、中國武夷跌停。
醫藥商業、化學製藥、中藥板塊均位列跌幅榜前列，生產
布洛芬原料藥的兩大公司亨迪藥業、新華製藥終於大幅回
調，前者挫13%，後者跌近10%；出售2元一板退燒藥的
「良心藥企」東北製藥一枝獨秀，再度封漲停；連花清瘟生
產商以嶺藥業續跌近3%。
市場資金回流至新能源板塊，風電設備逆市升2%，光伏
設備漲1%。概念板塊中，供銷社概念領漲，天禾股份漲
停，中農聯合、天鵝股份等漲5%。

根據港交所統計，宏觀經濟及地
緣政治因素令全球首次公開招

股市場活動減少，但香港市場較其
他境外市場仍展現韌力，上市集資
活動於下半年呈現反彈趨勢。

本月至今再迎9新股上市
截至11月30日，港交所共有69隻新股
上市，集資額達 878億元（港元，下
同），按年下跌73.5%，其中42隻新股
於下半年上市，數目幾乎是上半年的兩
倍。今年共有51隻來自新經濟行業的新
股，佔期內集資額的72.7%。單在12月
（截至12月20日），港交所又迎來了9
隻新股上市。
年內，港交所衍生產品市場日益
壯大，交投活躍，今年首10月證券
化衍生產品(包括權證、牛熊證)總成
交金額4,279億美元世界居首。港交
所的期貨期權合約產品（Options
on Futures, OOFs）— 恒生指數期
貨期權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
權，合併未平倉合約在11月的名義
金額逾520億美元。
截至今年11月30日，市場創造多
項新紀錄，其中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達21,818億元，比對上一
次2015年的最高紀錄21,710 億元高
0.5%；槓桿及反向產品達4,804億
元，比對上一次2020年的最高紀錄

3,735億元高28.6%；債務證券成交
金額達1,275億元，比對上一次2021
年的最高紀錄1,042億元高22.4%。
衍生產品市場方面，期內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共錄得40,869,411張
合約，比對上一次2018年的最高紀
錄37,451,281張合約高9.1%。

市場今年創造多項新紀錄
香港還是全球最廣泛且最具活力

的離岸A股衍生產品生態圈，於
2022年，港交所MSCI中國A50互
聯互通指數期貨合約成交量持續高
企，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成
交量更於11月創出新高。首隻MS-
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期貨衍生
權證亦於8月上市。
港交所又指，2022年迎來了共26
隻 新 上 市 的 交 易 所 買 賣 產 品
（ETP）。截至11月，香港上市的
ETP總數共有168隻，平均每日成交
金額達到118億元，較2021年同期
上升50%。2022年亦是數碼資產投
資選項發展蓬勃的一年 ，亞洲首批
兩隻加密資產ETF於12月上市。年
內交易所亦推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上市機制，首家SPAC於
今年3月上市。
今年10月推出了全新的香港國際

碳市場Core Climate， 推出短短一

個月內，已有約400,000噸的中國及
全球碳信用產品於平台上買賣，成
為了亞洲最活躍的自願碳市場之
一。港交所現時共展示112隻以可持
續發展為重點的產品（例如債券及
ETF）的資訊，一年前為86隻。
港交所還指出，今年還是港交所

的互聯互通機制大發展的一年，包
括ETF首次獲納入滬深港通；將會
推出「互換通」開展香港與內地利
率互換市場的互聯互通；及港交所
迎來多項即將實施的新舉措，包括
首次將國際公司納入港股通、滬深
港通增設人民幣櫃台以及於香港推
出中國國債期貨等。

冀明年帶來更多互聯互通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今

年互聯互通機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升級擴容，這些令人鼓舞的新進展
將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內地與全球
市場的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今年推
出的有關特專科技公司上市新規的
諮詢以及Core Climate國際碳市場
亦是重要的里程碑，將大大提升香
港市場的吸引力和競爭力，為繼續
塑造亞洲以至全球資本市場的未來
奠定堅實基礎。他表示對未來充滿
信心，並期待在2023年為市場帶來
更多機會及互聯互通。

港交所紐約開辦事處吸國際客戶

首十月證券化衍生產品總成交金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數字包括衍生權證、股本權證、牛熊證及股票掛鈎票
據等結構性產品的成交金額。
因各交易所的匯報規則及計算方法有別，成交金額未
必能完全對比。
資料來源：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每月數據 (不包括沒有
提供數據的交易所)。

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斯圖加特證券交易所
泰國證券交易所
泛歐交易所
韓國交易所
台灣證券交易所
德意志證券交易所集團
納斯達克北歐及波羅的海交易所
瑞士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交易所

成交金額
(百萬美元)

427,921.8

46,271.6
36,249.2
24,130.8
20,669.8
14,989.8
13,690.9
12,830.0
11,249.0
5,163.5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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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述為暫計數字及不計算SPAC上市、介
紹形式上市及GEM轉板。
資料來源：港交所及Dealogic，截至2022
年11月30日。

製表：記者 梁悅琴

上市地點

上海

深圳

韓國

香港

德國

迪拜

印度

沙特阿拉伯

納斯達克

阿布扎比

集資額
(百萬美元)

50,359

29,787

12,855

10,683

8,742

8,476

7,212

6,818

5,860

3,565

港股市場今年重要發展（部分）
◆香港繼續成為全球最活躍的新股集資市場之一，年內新股集資額878億港元

◆刊發有關特專科技公司新上市規則的諮詢文件

◆推出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上市機制，首家SPAC於3月上市

◆ETF於7月起納入互聯互通標的

◆共有26隻新的ETP上市，包括首隻綠色債券ETF及首批虛擬資產ETF

◆香港首隻A股結構性產品MSCI A 50互聯互通指數衍生權證上市

◆12月宣布推出雙櫃台模式及莊家機制

◆宣布優化滬深港通交易日曆，在香港及內地市場均開市的所有交易日同時開放滬深港通交易服
務

◆市場波動調節機制擴大至涵蓋ETP

◆於證券市場推出全新交易後服務VaR平台

◆歐冠昇（小圖）稱，今年互聯互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級擴容，進
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內地與全球市場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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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指數
20 日 收 報
19,094.8點。
跌 258 點 或
1.33%，主板
成 交 962.58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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