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２０１１年公司條例（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修訂）公告》 

的開場發言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立法會會議上

就《２０１１年公司條例（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修訂）公告》（《修

訂公告》）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現時，每份向公眾作出股份或債權證要約的招股章程，均須遵從《公司條例》

（第３２章）的多項規定。其中一項規定是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

如在物業方面的權益的價值超過集團資產值百分之十，或不少於三百萬港元，則

須就集團在土地或建築物方面一切物業權益作出估值報告，列載相關資料。 

  

  有關規定是在近四十年之前根據《１９７２年公司（修訂）條例》訂立。除

了已經過時之外，現行規定並無根據物業權益是否上市申請人的核心業務而加以

區分，以致上市申請人須就大量與核心業務無關的物業權益進行估值，費時失事。

在招股章程內提供大量這些與上市申請人核心業務無關的物業估值資料，對投資

者亦無幫助。相反，這做法只會使重要的資料變得冗長而不清晰，令投資者難以

專注於重要資訊。 

 

  例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較早前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的

文件中提到，一間從事採礦業務的跨國公司在３０個司法管轄區擁有大約２，５

００項物業權益，全部都屬非物業業務。若要為該公司所有物業權益進行估值，

成本約為３００萬美元，而在招股章程內須列載的估值報告約有２，０００頁。 

 

  《修訂公告》旨在根據物業權益是否屬於物業業務（即持有、購買或發展物

業以作售賣、出租或保留作投資之用），對物業權益實施不同估值規定。  

  

 



  至於涂議員建議限制獲豁免的非物業業務權益的累計總值不得超過公司總資

產值的某個百分率，例如百分之十五，由於只要觸及該上限，上市申請人就必須

對所有非物業業務的物業權益進行估值，包括一切細小或估值為零的物業，因此，

有關建議不能達到《修訂公告》使上市申請人無須就非物業業務權益的物業進行

估值的目的，也不符合根據物業權益是否屬於物業業務來實施不同估值規定的原

則。 

  

  亦有議員關注到公司物業的用途及其核心業務可能會隨時間改變，例如廠房

土地或可出售以興建房屋。我想指出其他主要市場均沒有根據土地的潛在發展用

途來要求上市申請人就有關物業進行估值，因為估值是根據物業的現有用途來進

行。此外，《公司條例》規定上市申請人必須確保招股章程載有充分詳情及資料，

使一個合理的人能在顧及所要約的股份或債權證的性質、公司的性質以及相當可

能考慮收購該等股份或債權證的人士的性質後，對於在招股章程發出的時候該公

司的股份或債權證，及公司的財務狀況與盈利能力，達成一個確切而正當的結論。 

  

  根據《修訂公告》的建議，上市申請人仍須為獲豁免物業權益在招股章程內

以概覽形式提供此類物業權益的資料，包括總數目、性質、概約面積範圍、用途

及所在位置的一般描述。有議員提到，概覽過於空泛，連地址也沒有。 

 

  我們認為，對於那些並非與上市申請人核心業務有關的物業權益而言，以概

覽形式提供有關資料，更有助投資者掌握重要信息。例如，在概覽中列明某項物

業權益在於某省市的商業中心區的一般描述，比列出某項物業權益的詳細地址對

投資者而言更具意義。 

  

  有議員建議，如廢除《修訂公告》，上市申請人可繼續向證監會申請，要求

按個別情況給予豁免。我想強調這種安排會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集資中心的競爭

力，並不能取代《修訂公告》。首先，上市申請人無法確定是否會獲得豁免。此

外，上市申請人亦需花費大量資源和時間對其擁有的所有物業作出全盤分析擬備

豁免申請文件。如上市申請人在獲得豁免後，但在正式遞交上市申請前，其所持

有的物業權益有所變動，上市申請人須更新其豁免申請文件，並重新遞交豁免申

請。這對於整體上市計劃的部署是一大障礙。協助公司上市的顧問亦有可能因為

這方面的疑慮或怕麻煩，而建議有關公司到其他市場上市，大大削弱香港為國際

上市平台的競爭力。 

  

 



  政府完全同意保護投資者的重要性。《修訂公告》並不會影響投資者保障。

相反，有關建議能使香港的規管要求與國際市場的做法更靠攏，並向投資者提供

更有用更聚焦的資訊，方便他們作出投資決定。如《修訂公告》得以訂立，我們

的估值規定，與其他國際金融中心相比，仍是最嚴格的。因此，我們反對廢除《修

訂公告》的議案。 

 

  多謝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