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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目

• n=1,003

目標受訪者

18歲或以上、每月家庭收入 25,000港元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非投資者定義：
• 在過去十二個月沒有投資港股／基金
• 但在投資／需要投資時是主要／共同決策者

投資者定義：
• 在過去十二個月曾經有投資港股／基金
• 投資／需要投資時是主要／共同決策者

*為確保受訪者有足夠的流動資金進行投資，受訪者的
每月家庭收入最低設定為港幣25,000元

研究方法
3

投資者

764 (76%)

非投資者

239 (24%)

方法

• 於2022年4月6日至18日透過線上問卷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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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儲蓄人壽保險

基金 (泛指非上市的互惠基金產品不包括強積金和公積金)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債券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投資相連壽險

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s)

加密貨幣 (如：比特幣、以太幣等)

公積金

年金計劃

物業 (作投資或出租用途)

貴金屬 (如：黃金、白銀等)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房託基金(REITs)

股票掛鈎衍生產品

存款證

住院醫療保險

現在
過去12個月
曾經

香港個人投資者最常採用的投資產品
• 股票、港幣儲蓄／定期存款和強積金（強制性供款）是最多人採用的投資產品。

•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簡稱房託基金或 REITs）是較少人選擇採用的投資產品，普及程度與股票掛鈎衍生產品和貴金屬接近。

• 加密貨幣普及程度僅次於投資相連壽險及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 百分比少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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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 總計
(n=1003)

男
(n=504)

女
(n=499)

18-29歲
(n=204)

30-39歲
(n=233)

40-49歲
(n=224)

50歲或以上
(n=342)

投資者
(n=764)

非投資者
(n=239)

1 80% 
股票

83%
股票

78%
股票

74%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80%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85%
股票

88%
股票

96%
股票

69%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2 75%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74%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77%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71%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76%
股票

79%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85%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78%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67%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3 75%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74%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76%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67%
股票

72%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65%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72%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77%
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45%
儲蓄人壽保險

4 51%
儲蓄人壽保險

47%
儲蓄人壽保險

55%
儲蓄人壽保險

39%
儲蓄人壽保險

53%
儲蓄人壽保險

55%
儲蓄人壽保險

54%
儲蓄人壽保險

53%
儲蓄人壽保險

31%
股票

5 33%
基金

33%
基金

33%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26%
基金

33%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32%
債券

40%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40%
基金

25%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6 32%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32%
債券

32%
基金

24%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30%
基金

32%
基金

38%
基金

36%
債券

18%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7 31%
債券

31%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29%
債券

22%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30%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29%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37%
債券

34%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14%
債券

8 24%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24%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24%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19%
債券

29%
債券

29%
非港幣儲蓄/
定期存款

23%
投資相連壽險

26%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13%
加密貨幣

9 20%
投資相連壽險

24%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18%
投資相連壽險

19%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23%
加密貨幣

29%
投資相連壽險

18%
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24%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11%
投資相連壽險

10 19%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23%
投資相連壽險

14%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19%
加密貨幣

18%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19%
公積金

18%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23%
投資相連壽險

11%
公積金

: : : : : : : : : :

房地產投資
信託基金/
房託基金

10%
(排名第17)

13%
(排名第14)

7%
(排名第17)

8%
(排名第14)

9%
(排名第17)

11%
(排名第16)

11%
(排名第14)

13%
(排名第15)

2%
(排名第17)

性別 年齡 受訪者種類

不同年齡層投資者對投資產品的偏好

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 40 歲或以上人士較集中選擇傳統產品。

• 加密貨幣在 18-39 歲人士中最受歡迎，是他們十大投資產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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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工具的預期回報

投資工具的風險衡量

成本衡量

市場價格

流動性衡量

投資工具的結構

%

選擇投資產品的準則

主要
主要+次要
主要+次要+ 第三
全部提及

• 「投資的預期回報」和「投資的風險衡量」是所有受訪者1認為最重要的選擇準則。

• 有77%年輕受訪者（18-29 歲）2及74%非投資者3認為「投資成本」是主要關注點。

7

18-29歲 (77%), 非投資者 (74%)

註：
1. 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2. 基數: 受訪者中年齡介乎18-29歲有204人
3. 基數: 受訪的非投資者總數有2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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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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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6

86

64

57

34

12

17

14

11

3

73

40

36

23

3

10

7

5

2

47

17

16

10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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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產增值

有退休收入來源

保本

置業

為您的家人留下可觀的遺產

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

創業

結婚

向慈善機構捐款

%

主要
主要+次要
主要+次要+ 第三
全部提及

主要的投資目標
• 47%的受訪者認為資產增值是主要的投資目標。

• 「有退休收入來源」和「保本」緊隨其後，尤其是對於50 歲或以上人士而言。

8

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受訪者中年齡為50歲或以上有342人

50歲或以上 (87%)

50歲或以上(85%)



2021年的投資回報率

• 37% 的受訪者表示2021年的投資回報率少於 3%。這顯示未能完全達成投資目標。

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 百分比少於0.5%

9

37

25

18

11

6

1

1

少於3%

3% -少於5% 

5% - 少於8%

8% - 少於10%

10% - 少於20%

20% - 少於30%

30%或以上

%

36

23

19

12

7

1

1

42

30

15

8

3

2

*

%

總計
(n=1003)

受訪者種類
投資者 非投資者
(n=764) (n=239)

平均值 (%) 5.3 5.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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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62%

有註釋下知道
7%

不知道
31%

投資者 (57%)
非投資者 (43%)

投資者 (49%)
非投資者 (51%)

對房託基金的認知
• 有62%的受訪者表示知道有房託基金這種投資產品。

• 在那些不知道房託基金的受訪者中，51% 是非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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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75

40

34

21

19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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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美國

中國內地

新加坡

日本

歐洲

澳洲

沒有聽過以上市場有房託基金

對不同地區的房託基金的市場認知
• 在知道房託基金及在註釋下對房託基金有認知的共696名受訪者中，香港房託基金的市場認知度最高（75%），其次是美國

（40%）和中國內地（34%），對新加坡及日本的房託基金也有一定認知。

12

對各房託基金市場的認知度

基數: 知道房託基金及在註釋下對房託基金有認知的受訪者 (n = 696)



60

35

33

25

21

21

20

12

*

1

主要投資於房地產

是一種比較穩陣的投資產品

以股息的形式為投資者提供回報

多元化 (易於投資於跨地域的多種物業類型)

低資本 (不需要大量資金進行前期投資)

是一種保守的投資產品

流動性高 (易於買賣)

選擇少

昂貴

不知道

%

對房託基金的聯想

• 房託基金最令受訪者聯想到「主要投資於房地產」（60%），其次是「是一種比較穩陣的投資產品」（35%）和「以股息的
形式為投資者提供回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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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 百分比少於0.5%



6

23

23

25

15

6

2

%

少於3%

3% - 少於5% 

5% - 少於8%

8% - 少於10%

10% - 少於20%

20% - 少於30%

30%或以上

平均值: 9.1%

目前持有或投資房託基金
• 在所有1,003名受訪人士中，只有 6%受訪者1 ／或8.5%受訪投資者２目前有投資房託基金。

• 目前有投資房託基金的投資者3，平均配置約 9%的個人流動資產於房託基金。

14

投資佔個人流動資產的百分比３

註：
1. 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2. 基數: 受訪的投資者 (n = 764)
3. 基數: 目前持有或投資房託基金的65 名受訪者



對投資香港房託基金
的興趣

有興趣的原因

47

43

43

39

31

29

%

派息比率高

看好房地產市場前景

易於買賣

穩陣的投資產品

低資本 (不需要大量資金進行前期投資)

多元化
(易於投資於跨地域的多種物業類型)

5% 9% 24% 44% 17%

非常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沒有說有興趣或沒有興趣 頗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61%
(n=858)

14%
(n=145)

沒有興趣的原因

53

36

22

21

19

16

11

%

不太認識香港的
房託基金

不看好房地產

運作複雜 (基金發展受限制)

回報低

股價升幅比較慢

選擇比較少

投資產品過於保守

對投資香港房託基金感興趣／不感興趣的原因

• 派息比率高（47%）、看好房地產市場前景（43%）和易於買賣（43%）是投資香港房託基金的主要原因。

• 對投資香港房託基金沒有興趣的受訪者中，53%表示因不熟悉香港房託基金而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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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7% 11% 36% 37% 8%

完全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不肯定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12

33

32

15

6

1

*

%

少於3%

3% - 少於5% 

5% - 少於8%

8% - 少於10%

10% - 少於20%

20% - 少於30%

30%或以上

46%

14

21

21

23

8

13

%

港幣10,000 以下

港幣10,000 - 29,999

港幣30,000 - 49,999

港幣50,000 - 69,999

港幣70,000 - 99,999

港幣100,000 或以上

平均值 : 港幣46,479

計劃於未來12個月內投資於
香港房託基金的資金

於未來12個月內投資香港房託基金的可能性

• 通過部分題目認識到房託基金的特點後，約半數受訪者可能會在未來 12 個月投資房託基金。

• 他們平均計劃投資 46,479 港元，並預期回報率平均值為 6.3%。

基數: 有可能於未來12個月投資香港房託基金的受訪者 (n=818)
* 百分比少於0.5%

預計投資於香港房託基金的
每年平均回報

平均值: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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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同事/朋友 家人 電子媒體 社交媒體 電視
投資產品

手機應用程式
投資顧問

44% 36% 33% 32% 31% 31% 29%

銀行客戶經理 其他網站 印刷媒體 投資產品受託人網站 網紅 電台
投資產品

客戶服務熱線

25% 23% 17% 17% 13% 13% 9%

獲取投資產品的資訊來源
• 人際傳播是獲取投資產品的最重要資訊來源，其次是電子媒體、社交媒體、電視及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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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受訪者 (n=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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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由於香港具有多樣的投資產品供個人投資者選擇，而香港房託基金的數量少於其他投資產品，
房託基金目前並非個人投資者最常採用的投資產品。

• 然而，由於環球資本市場波動，受訪者去年的投資回報並不理想。投資者若希望資產增值、有
退休後的收入來源及保本，他們應考慮可創造穩定回報的投資工具，例如房託基金。

• 在香港，部分投資者對房託基金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及興趣，但並非全面普及。通過是次調查
題目認識到房託基金的特點後，約半數受訪者表示可能會在未來 12 個月投資房託基金。而在對
投資香港房託基金沒有興趣的受訪者中，53%表示因不熟悉香港房託基金而不感興趣。

• 因此香港房託基金協會認為加强推廣房託的特點，尤其是穩定派息，讓投資者理解房託是穩健
及具增長潛力的投資工具，將可促進投資者把對房託的認知及興趣轉化為實際投資，推動房託
成為他們其中一項主要投資產品。

• 香港房託基金協會更希望能與監管當局、 市場各界攜手合作， 壯大香港房託市場，更多房託
來港上市，讓投資者有更多房託產品選擇， 市場興旺，吸引更多資金流入香港房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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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環節

www.hkreit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