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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執行 — 政策聲明 
 

簡介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1 條，聯交所有法定責任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在其市場上

市的證券買賣是在有秩序、信息靈通和公平的市場中進行。聯交所採用了《上市規則》以確保市場妥

善規管和高效運作。作為上市相關事宜的前線監管機構，聯交所執行《上市規則》是其履行法定責任

的重要一環。 
 

執行目標 
 

聯交所執行《上市規則》的行動旨在： 
 

 阻嚇日後違規行為； 
 

 教育市場； 
 

 改善合規文化及態度；及 
 

 提升企業管治。 
 

與其他監管機構及執法機關合作 
 

聯交所配合並支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其他執法機關就涉及上市公司及相關個別人士的執

法工作。 
 

法律的執行凌駕於《上市規則》的執行。若有行為操守可能涉及違法，聯交所會向適當的執法機關報

告。聯交所可視乎情況自行對相關行為操守展開行動或繼續其行動，亦可在適當時（例如若然繼續行

動有可能影響有關執法機關的執法行動時）暫停行動。 
 

上市科的角色及執行行動的性質 
 

《上市規則》執行行動包括調查涉嫌違反《上市規則》事件，然後採取適當的監管回應措施，如有必

要可啟動紀律行動。 
 

涉嫌違規事件可能是由聯交所在監察發行人過程中發現，或由發行人自行申報、由其他監管或執法機

關轉介、由相關人士舉報，又或來自公眾人士投訴。 
 

上市科負責調查涉嫌違規事件，過程中通常會請上市發行人及其董事以及其他相關人士提交書面陳詞，

解釋事發經過及其行為，提供相關資料和文件，有需要時亦可能會安排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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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束時，上市科將考慮個案中的所有實況和情況，然後決定須對每名答辯人採取何種監管行動（如

須採取監管行動），包括但不限於發出警告或展開紀律行動。 
 

紀律程序 
 

若採取紀律行動，將由上市委員會決定涉及紀律行動的人士有否違反《上市規則》，以及所須施加的制

裁（如有）。上市科將扮演「檢控方」的角色。答辯方可作出書面及口頭陳詞，並有權出席由上市委員

會進行的聆訊。 
 

答辯人通常須親身出席聆訊並回答上市委員會可能提出的任何問題，尤其是曾向聯交所承諾出席所需

會議或聆訊的答辯人。紀律聆訊的程序可於香港交易所網站查閱。這些程序旨在加快處理紀律事宜，

因為有效和及時作出監管裁決才符合投資大眾及市場的利益。 
 

和解 
 

在香港交易所網站刊發的聲明鼓勵就紀律或潛在紀律行動達成和解。 
 

可施加的制裁 
 

上市委員會尋求使用制裁去懲罰發行人過去的行為，但同樣重要的是要確保發行人日後能有所改善及

提升企業管治。 
 

上市委員會作出違規裁決後可施加的制裁，以及可被處以此等制裁的人士，載於《主板上市規則》第

二 A章及《GEM 上市規則》第三章。 
 

這些制裁包括（除其他事項外）一系列漸進分級的公開聲譽制裁（載有批評的公開聲明；公開譴責；

損害權益聲明；董事不適任聲明）。 
 

上市委員會亦可指令採取補救行動（例如內部監控檢討、委任合規顧問，又或董事參加有關監管及法

律專題（包括《上市規則》合規事宜）的培訓）、禁止發行人使用市場設施，指令停牌或取消發行人的

上市地位。 
 

請同時參閱香港交易所網站刊載關於釐定所施加制裁及指令的原則及因素的聲明」（制裁聲明）。 
 

制裁的輕重緩急 
 

為有效運用資源達致最佳監管效果，聯交所集中於處理嚴重的失當行為，因此傾向針對一些須對違規

方作出某種形式的公開制裁的個案。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and-Enforcement-Guidance-Materials/policy-paper-settlement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and-Enforcement-Guidance-Materials/enf_sanction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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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監管回應的程度及啟動紀律行動是否適當，將按各種因素作決定，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制裁聲明中

所列出的因素。 
 

聯交所的《上市規則》執行行動大多離不開以下三大概念，所有牽涉入《上市規則》相關事宜的人士

應格外留意。 
 

（一） 責任 
 

按照定義，上市發行人均是公司，但這些公司都是在受個別人士所控制並透過這些個人的行為才可以

經營。聯交所採取執行行動背後的一個重要理念在於確保向所有肩負涉及上市事宜職責的個人以及當

中的違規及行為失當者追究責任。 
 

董事對上市發行人負有主要責任，香港法例及《上市規則》中也列明有關的董事職責，此外，董事向

聯交所作出承諾中亦載列其作為董事的義務，包括盡力促使上市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廣泛及根本

義務。 
 

董事共同及個別承擔遵守規則的責任這原則，是聯交所規則執行機制的基石。若論促使公司遵守《上

市規則》，在公司內身兼執行及管理角色和責任的執行董事固然是關鍵一環，但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亦責無旁貸。非執行董事不單要讓董事會受惠於其技能、專業知識、不同背景及資格，

以及對公司的決策行使獨立判斷，亦有責任促使公司遵守《上市規則》。與執行董事相似，非執行董事

亦須積極關心發行人的事務，對發行人業務有全面理解，在發現任何欠妥事宜時亦必須跟進。 
 

要肩負責任的亦不只限於董事：市場的所有參與者和使用者也有責任維持《上市規則》的持正操作。

許多其他個別人士（包括但不限於上市發行人的高級管理人員）也同樣有著合規和企業管治方面的重

任、同樣要受聯交所的執行行動的約束。倘此等人士因其行動或遺漏違反了《上市規則》，又或其明知

而仍然參與違反《上市規則》事宜，聯交所將採取適當的紀律行動。 
 

所有有責任遵守《上市規則》的人士務請注意，將權力委託他人，或完全依賴他人行使其權力而毫不

過問，通常都不足以妥善履行其職責，即使所委託的是其他董事或專業顧問亦然。例如，若董事委託

其他董事、員工或顧問代其跟進處理某些事宜，一般均預期他至少要持續監察並充分關注事態發展。

同樣，雖然諮詢專業意見是可取的做法，但董事對有關的專業意見也斷不能不加思索便照單全收，而

應當運用自己智慧、經驗及獨立判斷。 
 

（二） 監控及文化 
 

上市發行人內部創造並維持適當的合規條件可謂非常重要，這最低限度包括實施適當而有效的內部監

控措施，但同時也牽涉到公司的企業文化，以及其看待合規和企業管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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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考慮該採取怎樣的紀律行動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看上市發行人及其董事和高級管理

人員當中有否這樣的監控措施和文化。 
 

因此，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必須採取行動確保發行人設立穩健妥善而且有效的系統以支持及達到遵守

《上市規則》，並要定期檢討風險管理及内部監控措施的有效性。 
 

此外，全面知悉及理解其本身的責任亦十分重要。董事應定期獲得相關簡報及專業發展，以確保他們

對發行人的運作及業務均有恰當的了解，他們亦應充分明白本身在《上市規則》、所有相關法律及其他

監管規定以及發行人的業務及管治政策下的職責。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任何其他有責任遵守《上市規則》的人士應透過定期培訓掌握《上市規則》

的最新修訂，以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確保可履行對聯交所及金融市場的責任。 
 

要實施適當的監控措施、系統和文化，亦包括確保妥善保存賬冊紀錄。執行行動的調查過程中，通常

會要求上市發行人及個別人士提供書面證據以證明其為履行職責和遵守《上市規則》採取了什麼措施。

如無相關書面證據，只會令人質疑相關措施可曾實施、上市發行人的監控和合規文化是否足夠，以及

有關人士可有恪守其職。 
 

（三） 配合調查 
 

配合聯交所對維持市場公平有序及信息靈通至為重要。 
 

聯交所於調查涉嫌違反《上市規則》的事件或核查合規情況過程中可向上市發行人或其董事等人合理

要求提供某些資料。《上市規則》也規定，受聯交所查詢或調查而與聯交所聯繫的人士必須提供完整、

準確和最新的資料。 
 

聯交所絕不姑息任何不配合調查的人士。任何人若拒作配合或回應又或提供誤導性資料，即屬嚴重失

當行為，可處以最嚴厲的制裁。 
 

有關與聯交所合作方式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香港交易所網站上的合作行為指引說明。 
 

日期：2021 年 7月 8日1 

                                                       
1合作行為指引說明之網頁鏈接於 2022年 10月 25日添加。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Procedures-and-Enforcement-Guidance-Materials/guidance_cooperation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