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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指引列出證監會在評核牌照申請人是否有能力勝任持牌人的職能

時一般將會考慮的事項。本指引適用於所有根據《證券條例》、《商

品交易條例》及《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獲發牌照或申領牌照的機構

或個人。 
 

2. 本指引沒有法律效力，只是將《適當人選的準則》加以引申說明。因

此，不應將其詮釋為可凌駕任何適用的法例條文、守則或其他監管規

定。如有關人士未能符合本指引的要求，則可能會令證監會關注到其

是否為可獲得發牌的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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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證監會條例》”)第 23 條、

《證券條例》第 121G 及 121H 條，以及《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第 7
條，除非申請人能令證監會信納其為可獲得發牌的適當人選，否則證

監會須拒絕發出牌照予有關人士。證監會在評核申請人是否為適當人

選時，會考慮下列事項： 
 

(a) 其財政狀況； 

(b) 其學歷或其他資歷或經驗，及申請若獲得批准後其執行的職能的

性質； 

(c) 其能否有效率及竭誠公正地執行職能；及 

(d) 其信譽品格，以及在財政方面的穩健性及可靠程度。 

 
4. 證監會出版的《適當人選的準則》列出證監會一般預期申請人或持牌

人所具備的資格，以信納其為符合持牌規定的適當人選。其中第 3.3(f)
及 3.4(g)條的規定指出，機構及個人的牌照申請者必須能夠顯示其具

備有效及竭誠地執行職能的能力，否則一般不會被視為適當人選。 
 
5. 《適當人選的準則》第 5.2 段規定，假如獲發牌人士不再是獲得發牌

的適當人選，證監會將考慮撤銷或暫時吊銷其牌照。就此而言，持牌

人應時刻保持其勝任作為持牌人的能力，以持續獲得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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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牌照申請人需顯示出具備有可以有效及竭誠地執行其作為持牌人的

職能的知識、技巧及能力。持牌人應時刻保持勝任能力。 
 
7. 本指引所列出的要求並非巨細無遺。 
 
8. 申請人縱使未能達到本指引列出的特定要求，仍有可能令證監會信納

其是獲得發牌的適當人選。 
 
9. 在不損害投資者保障的情況下，證監會將會靈活地執行有關勝任能力

的準則。申請人或持牌人如屬機構，證監會將會顧及其業務規模及性

質，並接受任何能夠達到有效的風險管理及適當的內部監控等目標的

替代安排；不論有關安排是在香港或海外或是在本地公司或集團的層

面作出的。同樣地，就個人申請人或持牌人而言，證監會將會考慮到

申請人的責任、在有關機構的職位，以及其在本地或海外取得的資歷

或經驗。 
 
10. 就本指引而言，機構持牌人指進行持牌活動的商號，並包括獨資經營

者、有限公司及合夥商行。̀就�楼ĠĀ



е ̞ 
 
入行評核 

 
11. 就機構申請人而言，證監會在考慮其是否具備勝任能力時，必定會參

閱其組織架構及其人員所具備的總體勝任能力。 
 
12. 申請人必須令證監會信納其已設有適當的業務架構、良好的內部系統

及合資格的人員，以令其在經營其業務計劃中所詳述的業務時，可以

適當地管理其遇到的風險。 
 
持續評核 
 
13. 持牌人必須保持勝任能力，因此，持牌人的業務及架構如出現任何重

要變更，均須知會證監會。 
 
14. 假如有關業務及架構的變更對機構持牌人的性質及運作有重要影

響，並可能影響到有關持牌人是否繼續是持牌的適當人選，則有關變

更將會被視作為重要的變更。舉例來說，證監會一般會認為下列事項

屬於重要的變更： 
 

- 關鍵人員出現變更； 
- 資本架構出現明顯更改(不論是債券或股東資本)； 
- 提供的服務或產品有變； 
- 風險管理政策出現重大修改；及 
- 內部監控程序出現重大變動。 

 
15. 市場參與者必須緊記，根據法例規定，當機構的大股東出現任何變

動，有關機構須向證監會作出匯報及尋求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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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隸屬於機構申請人的個人申請者，必須顯示出其學歷、資歷及經驗足

以令其勝任作為持牌人。在其他適用的情況下，有關人士必須證明其

具備所需的管理能力。 
 
17. 為顯示其有能力勝任作為持牌人，申請人一般需要令證監會信納其： 
 

(a) 對於其擬從事的行業的監管架構，包括法例、規例及有關的守則

有所認識。 

(b) 了解持牌人士需具備的職業道德操守
2
。 

(c) 對於其所買賣或提供意見的產品及所提供服務的市場有所認識及

理解。 
 
持續評核 
 
18. 持牌人應遵守《持牌人進行持續培訓的指引》內所列的有關持續培訓

的規定，以顯示其已採取步驟，以保持勝任作為持牌人的能力。 
 

                                                 
2
  其中一份可以參考的資料是證監會與香港特區廉政專員公署在 1999 年 10 月聯合發表的《財

經有道 – 證券、期貨及投資界專業道德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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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附件 1 舉例列出證監會在評核機構申請人是否具備勝任能力時將會考

慮的事項。 
 
20. 申請人即使沒有作出附件 1 列出的事項安排，亦未必會導致證監會認

為其一定不具備勝任能力的結論，但卻會令申請人需要就此作出解

釋。證監會尤其希望該機構能使其信納，對於該等規模或從事該業務

的機構而言，有關的一般性規定是不必要的，或者是已有其他方法處

理為達到某項目標而訂立的特別安排。 
 
21. 對業務規模相對較小及員工數目不多的機構，證監會明白要清楚劃分

人員的職務有時存在實際困難。在這情況下，假如有關機構可以顯示

出其具備管理風險的能力及對運作實行有效的監管，則證監會可以考

慮有關機構所作出的替代安排。有關機構必須以書面形式，清楚列明

其運作及法規遵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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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22. 在評核董事的勝任能力時，證監會將確保有關董事具備適當的能力、

技能、知識和經驗，可以適當地管理及監督有關機構申請人擬進行的

活動。一般而言，申請成為董事的人士需符合以下其中一項選擇 : 
 
 (a) 1 

- 具備與財務學科有關（如經濟、財務、會計、法律）的大專

學歷或同等程度；或於申請日期前 3 年內通過附件 2 所列的

其中一個認可行業資格； 

- 於申請日期前 3 年內，通過附件 3 所列的其中一個有關本地

監管架構的認可考試； 

- 在申請日期前 6 年內，在有關行業取得相當於 3 年的工作經

驗；及 

- 具備不少於 2 年的可資證明的良好管理技能及經驗。 
 
 (b) 2 

- 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英文或中文科及數學科合格或以上的成

績或具備同等學歷； 

- 在申請日期前 3 年內，通過附件 3 列出的其中一個有關本地

監管架構的認可考試； 

- 在申請日期前 8 年內，在有關行業取得相當於 5 年的工作經

驗；及 

- 具備不少於 2 年的可資證明的良好管理技能及經驗。 
 

代表 

 
23. 在評核申請成為代表(非董事者)的人士的勝任能力時，證監會要求申

請人對其工作的市場及適用於其行業的法例及監管規定有基礎的認

識。一般而言，申請人需證明其符合以下其中一項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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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 

- 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英文或中文科及數學科合格或以上的成

績或具備同等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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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董事及代表可以選擇的資格撮要，現載於附件 5。 
 
Я έ  
 
33. 本指引所載規定由 2001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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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企業管治 
- 具備組織架構，職權清楚界定 
- 董事局及高層管理人員（包括董事局的委員會）由具備適當

技能及經驗，以及能理解和經營有關機構所建議的業務的人

士組成 
- 董事局及高層管理人員（包括董事局的委員會）的編制方式，

令其可以處理及監控機構的活動 
 

(b) 業務範圍及風險範圍 
- 有關其建議的業務範圍的資料 
- 有關目標市場客戶、產品及服務類別的資料 
- 系統自動化的程度 
- 就附帶於主要業務範圍的風險的分析，如市場風險、信貸風

險、流動資金風險、運作風險 
 

(c) 風險管理及監控策略 
- 就建議的業務範圍擬備清晰的風險管理策略 
- 為各主要業務範圍設立適當的風險限額 
- 具備足夠的資金承受預計可能出現的風險（典型的做法是按

《財政資源規則》將預計的資金情況顯示出來） 
- 檢討既定政策的時間（例如是定期進行檢討還是只在業務或

市場出現轉變時才進行檢討等） 
- 為分行的運作訂立風險管理及監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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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 
- 委任具有適當經驗的人士出任獨立的風險經理

4
，以監督及監

察機構所承擔的風險及所設置的系統 
- 為該獨立的風險經理設定清晰的匯報途徑 
- 設立風險承擔限額的方法及將有關限額知會交易人員的方法 
- 監察風險的方法 
- 量度風險的方法 
- 處理風險限額出現偏差的程序 
- 確保機構定期利用適當措施（如計算“風險數值”）進行壓力

測試的程序 
 

(e) 匯報及監控職能 
- 具備可靠的匯報制度，以確保機構可編製齊備的資料，以作

風險管理之用 
- 具備監控程序，以確保數據的整合，以及輸入風險管理系統

的數據與有關交易及財務的資料互相吻合 
 

(f) 內部審計及監察職能 
- 內部審計及監察人員具備適當的資歷及工作經驗，理解機構

的活動及風險範圍 
- 內部審計組及監察人員獨立於主要業務職能，並直接向獨立

及機構的高層匯報 
- 內部審計組定期(最低限度每年)進行風險評核，將不同程度的

風險列歸納入恰當的審計周期內 
- 將所有未能在設定時限內解決的審計及監察結果向高層管理

人員匯報 
 

(g) 內部監控系統 
- 根據有關的守則及指引，設立足夠的內部監控系統 
- 設有確保審計線索獲得適當備存的安排 

                                                 
4
  如公司有其他替代安排而這些安排已足以管理業務所承受的風險及對業務進行有效的監

控，則證監會不會堅持商號必須聘用獨立的風險經理或資訊科技經理。這些替代安排可以

在香港或其他地區、或是在本地商號或企業集團的層面進行。在任何情況下，商號亦應該

將職責清楚地劃分：獨立的風險經理的職責應與前線辦公室人員的職責清楚地劃分。在很

多情況下，有關商號明顯需要委任多於一名人員處理這些職責。 

12 





- 確保向新入職人員派發有關運作和監控手冊的安排，及

確保人員隨時都能查閱有關手冊 
 

(ii) 就現職人員而言 
- 確保向現職人員講解有關運作和監控程序方面的轉變的

安排 
- 具備適當的員工在職培訓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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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證券條例》第 121I 條獲批准成為董事的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 

 

相關的行業經驗包括在證券公司或金融機構從事保證金融資、庫務及

信貸監控的工作。 

 

B. 不會處理全權委託帳戶的槓桿式外匯買賣商代表 

 

擔任銀行或機構的庫務職能，或在外匯經紀業工作等經驗均會獲得認

可為相關的行業經驗。 

 

C. 處理全權委託帳戶活動的槓桿式外匯買賣商代表及根據《槓桿式外匯

買賣條例》第 8(b)(ii)條成為責任董事的槓桿式外匯買賣商代表 

 

相關行業經驗包括在銀行同業間的外匯市場或貨幣期貨市場中直接

參與外匯買賣的經驗或相同經驗。 

 

D.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及槓桿式外匯買賣商代表以外的代表 

 

在銀行或會計或經紀行的後勤辦公室工作等經驗，均會被視為相關的

行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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ὂѕ 5 
 

ᶐ і ̥  

 1 2 

 相關學位 
或 

認可行業資格 

香港中學會考 
中文/英文科 + 數學科

合格 

Ҳ Н҂  Ỵӑ  合格 合格 

Ω ӥ  在過去 6 年中 
具備 3年或以上的經驗

在過去 8 年中 
具備 5 年或以上的經驗

ᴋЋΑ  2 年 2 年 

 

 

ϒἱ і ̥  

 1 2 

 香港中學會考 
中文/英文科 +  
數學科合格 

--- 

ϭӥ  
( ԍ ӥỴ  
Ҳ Ỵ ) 

 
合格 

 
合格 

Ҳ Н҂  Ỵ 
ӑ  

合格 合格 

Ω ӥ  --- 在過去 5 年中 
具備 合格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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