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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上市公司股票 - 披露權益?                                 

 

很多朋友都喜歡買賣上市公司股票作為投資，但很多人買賣愈做愈多, 而且愈做

愈大，可能不知不覺已持有上市公司超過 5%的股份權益，成為了大股東，卻不

知道成為了大股東後，自己有披露權益的責任， 偶一不慎，可能觸犯《證券及

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規定的新披露權益制度已於 2003 年 4 月 1 日起

生效。 第 XV 部旨在為投資者提供更完整及更適時的信息，使他們可以作出有

根據的投資決定。  

 

第 XV 部規定持有上市法團 5%或以上的股份權益的股東(大股東)須在若干情況

下，就其對上市法團附有投票權的股份權益作出通知。 

 

所謂若干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況 : 

 

(1)  某人首次持有某上市法團5%或以上的股份的權益 (即當某人首次取得須具

報權益)。 

(2) 某人的權益下降至5%以下 (即某人不再持有須具報權益)。 

(3)  某人的權益的百分率數字上升或下降，導致某人的權益跨越某個超過5%的

百分率整數 (例如某人的權益由6.5%增至7.2% - 跨越7%)。 

(4)  某人持有須具報權益，而某人的股份權益的性質出現改變 (例如某人行使期

權) 。 

 

在計算某人持有權益的股份總數時，他必須包括所有共同權益，透過股本衍生工

具而持有的權益，以及某些特定人士(特定人士包括某人所控制的法團 (註: 假如

某人控制法團的股東大會三分之一或以上的表決權，或該法團或其董事慣於根據

某人的指令行事，該法團便屬於“受控法團”)及信託就同一上市法團的股份所

持有的任何該等權益。另外，必須分開披露好倉和淡倉。 

 

法例亦同時規定，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如持有其身為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的上市

法團或該上市法團的任何有聯繫實體的股份或債權證的權益，便須在若干情況下

就其權益作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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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會就如何計算持有權益、何謂好倉淡倉、董事及最高行政

人員在何等情況須就其權益作出通知等作出詳細解釋。讀者若有需要，可向有關

律師或持牌合資格專業人士作進一步查詢。 

 

上巿公司的大股東和董事必須披露他們於該公司的權益和該等權益的變動，一般

而言，他們必須在 3 個營業日內以指定方式作出披露。 

 

若任何人士未有按時作出披露、或未有按照有關的指令及指示填寫披露表格、或

在表格內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未有就須具報事件作出披露，均是違反

第 XV 部規定，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即港幣 10 萬元)及監禁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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