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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市近年一直
致力改進上市機制，
以增加香港市場的吸

引力。2018年4月所實施的上市改革，更讓香
港發展成國際的新經濟市場。不過，相對海外
主要證券交易所，香港的上市要求相對嚴格，
導致一些發行人在權衡輕重後，選擇在海外採
WVR架構上市。因此，本人認為，香港在目
前最新的政經發展需要及形勢下，應在平衡風
險管理和投資者保障基礎上 「拆牆鬆綁」，令
更多的海外發行人有誘因回港，讓香港成為優
質海外企業的首選目的地。

進一步優化《上市規則》
事實上，在此背景下，證監會和港交所目

前亦正推進全面的上市制度檢討。
據此，本人早前與民建聯立法會李慧琼議

員以及立法會陳振英議員合作，進行了業界
相關意見諮詢及資料研究工作，發表 「進一
步優化《上市規則》促進海外優質企業來港
上市」建議書，合共提出十項建議，期望當
局積極考慮，以促進更多海外優質企業來港
上市。

鑒於現今包括美國中概股和其他新經濟企
業多設立同股不同權(WVR)機制，因此，我
們建議香港應檢討現行對WVR公司上市的

市值及收入要求，提供更多彈性，例如把
400 億元的市值要求，改為讓市值高於 200
億元的港交所海外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
可以在港掛牌上市，或者引入過去三年最高
市值或平均市值等靈活的計算方式，而非依
賴上市時市值數據；同時，建議調整WVR
的時間界限機制，並以審慎方式進行，以中
概股先行，倘若中概股公司在需要披露的過
去三年業績紀錄前已採用WVR架構的，便
可容許在港掛牌上市；待機制運作順暢後，
再開放至其他海外優質公司。

同時，我們建議設立寬限期，為一些已在
海外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開放更寬鬆
標準，允許其在達到香港上市相關條例標準
前，繼續保留其WVR架構；同時，在寬限
期內，這些上市公司調整其WVR架構，例
如修改投票權比例至符合不多於一股為十票
的要求。

提高市場靈活性和效率
我們亦建議港交所放寬對 WVR 公司的

「創新產業公司」定義和要求，只要公司具
有獨特科技創新元素，並是該行業的前列企
業便可，而不限於行業中首二名。

今年第一季港交所提出改革新股市場定價
機制及公開市場規定諮詢。當中就放寬公眾

持股量規定方面，本人認為，當局應研究允
許超大市值公司，特別是在新股上市後的公
眾持股量毋須維持最少百分之二十五門檻，
或者引入以公眾持股量的市場價值為基礎的
替代門檻，從而讓發行人在上市後有更大靈
活度維持較低公眾持股量，以及研究應否改
變現行如一旦公眾持股量低於百分之十五的
上市公司被停牌的做法。

另外，為進一步提高上市審批流程效率，
建議參考現時為便利特專科技公司及生物科
技公司申請上市而設的 「科企專線」做法，
為海外優質企業設立上市前的指引服務專
線，以進一步加快未來新股來港上市審批的
全過程速度。

我們亦建議，對於在海外認可證券交易所
上市已有一定歷史，例如上市已達五年或以
上，且在股份成交量及公司營業額表現穩定
的公司，證監會及港交所可審視並簡化現有
的盡職調查和相關披露要求。

其他建議還包括允許來港雙重主要上市的
海外企業在符合相關規定下，能同樣與二次
上市一樣獲得秘密遞交招股書安排；容許具
規模海外回流二次上市的企業納入 「港股
通」名單中，從而吸引他們來港上市；以及
持續檢討及擴大《上市規則》第十八A或十
八C章涵蓋的行業類別。

近日，香港特區政
府宣布了一項引人矚
目的政策動向——爭

取 「粵車南下」在今年 11 月正式實施，並
預計在今年內會有粵牌車輛進入香港市區，
每日限額設定為100個。這一重大喜訊，無
疑為粵港融合發展注入了新的動能，標誌着
跨境交通管理的一次重要突破，同時也預示
着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的戰略定位將迎來重
大調整。

從經濟數據來看，香港機場作為國際航空
樞紐，年客流量高達 5300 萬人次，其中五
分之一的客流來自大灣區內地的城市，而在
這龐大的客流中，包括了 600 萬轉機客。
「粵車南下」政策的實施，將使得大灣區的

駕駛者能夠通過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 「泊
車轉機」服務，直接進入香港市區。初期每

日100個名額的安排，既保證了政策實施的
有序性，又為後續的擴容預留了充足的空
間。

政策設計背後凸顯了三重經濟考量。
首先，提升區域競爭力。深圳寶安機場與

廣州白雲機場的快速發展對香港國際機場形
成競爭壓力。允許粵牌車輛進入香港市區，
將增強香港國際機場對珠三角客流的吸引
力，鞏固其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其次，培育
新興消費場景。轉機旅客的停留範圍將從機
場擴展至市區，帶動酒店、餐飲、零售等行
業發展，為香港經濟注入新活力。最後，完
善跨境服務體系。實施香港標準驗車、路況
導航等配套措施，既保障交通安全，又為跨
境車輛管理積累經驗。

從區域協同的視角觀察， 「粵車南下」實
質上是構建 「一小時生活圈」的關鍵拚圖。

當整個大灣區的居民均可駕車往來於深港之
間，兩地之間的人才、資本、技術的流動將
突破物理邊界，實現更加緊密的融合。這種
深度融合不僅利好香港的商貿、金融等專業
服務業，更能推動創新科技產業在區域內的
優化布局，形成更加完善的產業鏈和價值
鏈。

「粵車南下」政策將促進粵港文化交流、
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並提升香港在大灣區
建設中的重要性，助力大灣區協同發展。
「粵車南下」政策的實施是大灣區融合發展

的重要一步，它不僅將促進粵港兩地的經濟
交流與合作，更將推動整個大灣區的協同發
展邁向新的高度。

我們期待着這一政策能夠順利實施並取得
豐碩成果，為大灣區的繁榮發展貢獻新的力
量。

「粵車南下」 打開大灣區融合新通道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主席 林曉輝

熱門話題

歐洲亦然，疫前的2019年，全歐票房收才剛創

新高，升至近13.5億歐元，但翌年卻急降至4.3億

歐元；最新2023年統計顯示，票房已重新攀到

9.8億歐元，但較前仍是少了27%。

究竟戲院票房能否「復常」，亦即恢復疫前光

景？這似乎是全球業界的共同問題以至共同挑

戰。

香港戲院出現結業潮，情況令人唏噓。在美國

和歐洲，戲院票房收入同樣不復當年，遠未恢復

疫前。

疫情之前，美國每年戲院票房收入動輒高逾

110億美元，及至疫情襲來，2020年票房一度重

挫到僅20億美元；隨後雖然逐步恢復，譬如

2023年反彈至近90億美元，2024年亦有86億美

元，但仍較前少了兩成左右。截至6月20日，

2025年已過一半，迄今總票房仍不足40億美元；

考慮到暑假檔期因素，總結全年仍有望攀至80億

美元以上，但疫前光景恐怕一去不返。

美歐戲院票房 遠未恢復疫前美歐戲院票房 遠未恢復疫前美歐戲院票房 遠未恢復疫前圖說圖說圖說圖說圖說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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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海外優質企業來港上市
立法會議員 陳仲尼

完善選舉制度後誕生的第七屆立法會，已運
作逾三年，在 「愛國者治港」原則引領下，展
現出 「理性務實、專業高效」的新氣象，議會

已通過 90 多項法例，較上屆同期增加
超過 50%，並批出超過 210 項撥款建
議，涉及金額亦比上屆多出約25%，涵
蓋維護國安、土地房屋、創科發展等多
個範疇，為由治及興奠下關鍵制度基
礎。隨着議會功能日趨多元，社會對議
員的操守、公信與問責要求亦水漲船
高。若要在更高標準下回應民意、深化
改革，議會制度本身亦需不斷完善。在
此背景下，立法會推出全新的《議員守
則》，配合《議事規則》《內務守
則》，形成三位一體的履職監察架構，
可謂正當其時、順勢而為，既是對過往
立法亂象的總結與修正，也為未來議政
發展提供穩固制度根基。

防止議會失序與泛政治化
《議員守則》最重要的意義，乃透過

「強制度」為議員行為設定清晰底線，
防止議會再度滑入失序與泛政治化的泥
沼。回顧過去一段時期，立法會曾因無
底線拉布、擲物抗議、惡意攪局等行徑
飽受詬病，議會長期 「躺平」，經濟民
生政策陷入停滯，嚴重削弱市民信任。
新守則正是針對這些歷史教訓，逐條補
洞堵漏。當中，對議員的出席率、列席
會議、請假申報、工作報告提交等均作
出具體規定，並列明違規後果，包括罰
款與紀律處分。更重要的是，透過清晰
透明的制度規範，為議員設定行為準
繩，也為社會提供可依循的監察依據，
重塑議會秩序與形象。

與制度建設並行的，是 「促問責」機

制的深化。《議員守則》引入五級懲戒機制，涵蓋書面警告、譴責
議案，甚至酌情暫停酬金與津貼，並由升格後的 「立法會監察委員
會」統一處理違規調查與處分建議，代替過去個別委員會只限利益
申報監察的狹隘功能。這種結構性的制度升級，有助提高問責效
率，杜絕 「人情式處理」或處分曖昧不清的情況。值得留意的是，
守則並非旨在懲罰，而在於透過具威嚇力的清晰後果，讓議員在履
職過程中自覺守紀、主動自律。例如，議員若長期缺席而致會議流
會，將不再容忍，而須面對實質處分。這種 「有規必依、有責必
問」的設計，正正是社會期望議會應有的專業標準與制度表現。

須提高治理效率與公信力
制度與問責機制落實後，更須不斷優化配套運作以致 「強效

能」。過去議會制度冗贅、程序繁瑣，無形中浪費大量時間與行政
成本。新一輪制度改革將同步優化委員會運作，包括簡化委員提名
與考察程序、統一申報格式、提升紀律處分執行效率等。此外，議
員離港逾兩日需書面備案的要求，亦堵住了部分議員 「曠職旅遊」
的空間，令公帑使用與議會責任之間更為對等。在提升效率的同
時，守則亦保障討論質素。未來在北部都會區、再工業化、基建融
資等政策推進過程中，這種 「快而穩」的議會運作模式，將發揮更
大治理支撐作用。

議會既是治港的重要支柱，也是 「聚民心」的守護者。透過公
開、透明、自律的制度安排，將議員的問政行為置於陽光之下，不
僅可增強社會對議會的信任，亦有助吸引更多具專業背景的有志之
士投身議政。《議員守則》要求議員定期提交工作報告、公開列席
紀錄及持續申報財務利益，讓選民可根據實績問責；懲處機制則展
現議會面對違規 「敢說不」的決心。這些安排不僅提升香港整體治
理透明度，也向國際展示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的制度進步。當前
環球政局動蕩，部分西方議會甚至深陷民粹與極端對抗，香港若能
憑專業、理性、負責的議會文化脫穎而出，將有助爭取國際商界對
香港製度與營商環境的認可。

新一輪制度改革，既是糾偏，更是對未來的鋪路。建制度，是為
立法會立本；促問責，是讓議會自我反思；強效能，是提高施政配
合；聚民心，則是構建社會共識的關鍵橋樑。只要議員能在新框架
下秉持 「敢為改革者」的精神，不斷精進履職專業與服務質素，定
能把 「高效率、高透明、高問責」三者融為一體，推動良政善治走
得更穩更遠，為香港踏上高質量發展之路奠下堅實根基。

建制度促問責 強效能聚民心

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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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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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8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25046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14 －

2025/7/15
2025/7/15

Ｂ股 2025/7/17 2025/7/14 2025/7/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122,831,280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82,109,630.4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14 －

2025/7/15
2025/7/15

Ｂ股 2025/7/17 2025/7/14 2025/7/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B8*****989 和 B8*****170）
3. 扣税说明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於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按照该通知规定，公
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 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相关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50% 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2 元。 

（3）对於持有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RQFII，按国家税务
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162 元。公司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 

（4）对於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
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
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於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62 元。 

（5) 对於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
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 元。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持有 B 股的股东，按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5

年 6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人民币中间价（1：7.1869）计算。持有 B
股的股东，公司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 

（1）对於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即账户号码介於 C990000000-C999999999
之间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

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放 
2024 年年度现金红利时，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按税后金
额发放现金红利 0.022541 美元。 

（2）对於 B 股居民个人股东（即账户号码介於 C100000000-C199999999 
之间的股东），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额。按
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25046 美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於 B 股非居民个人股东（即账户号码介於 C900000000-C909999999
之间的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 号）有关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按税前金额发放现金红利 0.025046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繫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繫电话：021-23530152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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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于文

債券通啟動8周年之際，人民銀行
昨公布三項南向通優化措施，包括擴
大境內投資者範圍至券商、基金、保
險、理財等四類非銀行機構，優化債

券通離岸回購業務機制安排，優化 「互
換通」運行機制以進一步滿足利率風險管理

需求等。這些制度優化不僅回應市場所需，也標誌
着相關債券市場從無到有、由小至大，制度不斷完
善，產品與交易方式日益豐富，國際認可度與吸引
力顯著上升的發展。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香港應善用政策，持續深化金融互聯互通的黃
金機遇，穩健壯大債券市場，貢獻國家金融擴大開
放所需。

亮眼的成績單為市場注入信心——今年首5月，債
券通日均成交額接近 470億元人民幣，較2017年增
長超過30倍；截至目前，共有來自近80個國家和地
區的 1169 家境外機構參與中國債券市場，其中 835
家通過債券通進場，開設超過4099個交易帳戶，僅
過去一年新增帳戶數目便達213個，境外投資者在債
券、回購、衍生品等方面的交易活躍度均有所提
升，持有債券規模今年也達到新高。成績數據進一
步印證互聯互通成果漸見成效，全球資本正以熱情
回應，債券通作為境外資金配置中國資產的首選通
道，其制度影響力與品牌認受性已逐步成型。

面對全球金融格局重塑與地緣政治風險升溫，不
確定性雖帶來挑戰，但本港債券發展卻迎來新的機
遇。目前中國債券市場規模已為全球第二大，但國
際投資者的整體配置比例僅約3%，發展潛力巨大，
隨着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儲備與機構投資組合中的地
位上升，香港作為橋樑平台的重要性亦水漲船高。
昨日有大行發表研究結果，多達三成受訪儲備機構
表示已經減持或計劃減持美國資產；另一邊廂，人
行資料顯示，境外機構持有中國債券總量則見增
長，較今年初增長了近2000億元人民幣，反映在關
稅戰下人民幣債券因其低風險、穩定回報的特性，
愈加受到國際資金青睞，尤其 「去美元化」趨勢加
速，人民幣債市正成為全球資產配置的替代選項。
債券通機制的持續優化，恰好為香港在全球金融重
構中承接資金流、釋放制度優勢創造更大空間。

事實上，香港在債券通中的角色已不再局限於單
一通道，而是朝向制度平台與金融節點的方向深
化。一方面，香港一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 「先行先
試」先驗場，得以測試並優化各類互聯互通制度；
另一方面，香港憑藉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成熟的
法治體系和高素質金融人才，已發展為國際資金對
接中國市場的中介樞紐。隨着南向通參與主體不斷
擴大、互換通及回購通等配套日趨成熟，香港的制
度承接力與產品創新空間同步提升。在 「走出去、
引進來」雙向互動下，香港不僅是連接者，更逐步
成為引導者與轉化者。

香港憑藉 「一國兩制」賦予的制度優勢與國際連
接能力，在債券通的再優化過程中不斷深化互聯互
通戰略地位。在全球金融資源重構之際，金管局須
繼續密切監察市場情況，確保市場運作穩定有序；
並與業界保持溝通，適時檢視進一步優化調整措
施，以支持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穩健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