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港通 

 

深港通在滬港通開通兩年後於 12月 5日正式啟動，延伸及完善了內地與香港市場互聯

互通機制，為兩地投資者帶來更多的投資機遇。 

滬港通深港通差異及深港通可供投資證劵 

深港通與滬港通在細節上差異不大，滬港通總額度限制已經移除，而深港通也不設總額

度限制，而每日額度限制則保留並與滬港通維持一致，即滬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額度為

130億元人民幣，而港股通每日額度則為 105億元人民幣。值得注意的是，深港通下的

港股通除了可以買賣現行滬港通的股票外，另外增加了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股（市

值 50億港元及以上），及香港深圳兩地同時上市的 H股。在原有的滬港通名單之外，

新增了 102 家港股公司，合共 417 只股票供南下投資者選擇。另一方面，深股通容許

投資者買賣深證成份指數及深證中小創新指數成份股（市值 60 億元人民幣及以上）及

香港深圳兩地同時上市的 A股，但現在僅容許機構專業投資者買賣深圳創業板股票。北

上投資者可買賣 881家在深交所上市的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或將於未來加入

深港通可投資範圍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 

滬港通交易數據 

根據港交所數據，滬股通過去兩年每年平均成交額約 11,000 億元人民幣，每天平均成

交額約 50 億元人民幣，淨買入約 1,300 億元人民幣；港股通每年平均成交額約 7,400

億港元，每天平均成交額約 16億港元，淨買入約 3,500億港元。滬股通及港股通於過

去兩年分別約佔日均大市成交額 1.3%及 1.8%。從淨買入來看，港股通較滬股通受歡迎。

滬股通投資者較傾向買賣大型藍籌股為主，但投資中型股比例有所增加；港股通投資者

第一年較喜歡中型股，但第二年則較偏向投資藍籌股。 

特別提示 

北向交易所用的深證成份指數和深證中小創新指數以及南向交易所用的恒生綜合小型

股指數均會每半年進行一次指數檢討，然而，值得留意的是關於最低市值要求。深股通

採用日均市值，而港股通則採用平均月底市值。就算該成份股於檢討日的市值符合要求，

但深股通採用的是考察截止日前六個月的 A股日均市值，而港股通則採用考察截止日前

十二個月的港股平均月底市值。按現在市值估算，可能已經有最少五家港股通公司的股

票或於下一次檢討中被剔除，也有幾家公司有可能於下一次檢討中被納入港股通名單之

中。再者，由於港股通只計算平均月底市值，因此，恒生綜合小型股指數成份股於每個



月月底的交易日股價可能會較為波動。另一方面，AH 股差價在滬港通開通後沒有收窄

反而擴大了，因此，AH股差價也不一定在深港通開通後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