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股資訊類電視節目的大陸市場需求 

 

    “三年三通”指的是：一、2014 年 11 月 17 日，“滬港通”正式

落地；二、2016 年 12 月 5 日，“深港通”正式上線；三、2017 年 7

月 3 日，“債券通”正式開通。三年間，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等

中國三大證券交易所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密切，中港兩地投資者之間

的交流也變得日益頻繁，但本該與此同步的媒體資訊卻遲遲未跟上進

度。筆者是一名財經類方向媒體人，曾先後在廣東南方電視台、香港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廣東廣播電視台等傳媒單位任職，深刻體會到日

益增長的中港兩地投資者對異地財經資訊的需求與傳統強勢媒體故

步自封的現狀之間的矛盾，已一定

程度上制約了中港兩地二級市場

的進一步互聯互通。由於相對而言，

目前“南水北上”（即境外投資者

買 A 股）的需求較小，因此本文將著重分析“北水南下”（大陸投資

者買港股）呈幾何式增長的當下，港股資訊類電視節目的市場需求。 

 

港股“A 股化” 

港股恒生指數曾以歐美機構投資者馬首是瞻，來自內地的投資者

只星星之火。然而，近年來隨著滬港通、深港通的相繼開通，使港股

的投資者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星星之火已漸成燎原之勢。 



根據港交所公佈的資料顯示：2008 年內地投資者在港股市場的交

易佔比是 3%，2009 年至 2012 年這個比例都維持在 4%，2013 年和 2014

年微升至 5%，2015 年則抽升至 9%，而在 2016 年 A 股槓桿牛市和港

股大時代的雙重洗禮下，這個比例已經飆升至了 20%。有市場人士大

膽預測，未來內地投資者在港股市場的佔比每年至少提升十個百分點。

隨著內地投資者對於港股市場的逐步熟悉，未來三年，港股市場的內

地投資者比例有望升至 50%甚至 60%。 

 

此外，滬港通、深港通是機制的建立，就好比在兩個盛水量不同

的水桶之間接通了一條導管，由於估值水平不同，引發了資金緩慢流

動，最終使總體水平的動態達到均衡。據東方財富網的統計，截止至

今年 9 月 29 日，滬港通、深港通的南向資金共計凈流入 6040.15 億 

元人民幣，北向資金則為 3145.18 億元人民幣，南下資金是北上資金

的近兩倍，充分說明大陸投資者對港股的熱衷程度遠超境外投資者對

A 股的偏好。 

 
（滬港通、深港通歷史資金走勢） 

 

 



綜上所述，不斷擴大的增量大陸資金最終取代逐步縮量的存量歐

美資金，奪得港股市場的話語權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中、港媒體依舊固守成規 

雖然中港兩地在金融領域已逐步建立起了互聯互通的各項機制，

但兩地的媒體卻並未及時跟進，依舊“井水不犯河水”。本文暫且不

討論各類五花八門的新媒體，著重聚焦傳統的強勢媒體——電視。 

 

香港地區電視台製作、播出的港股類資訊節目是比較專業的，如

TVB 旗下財經台的《智富 360》、PCCW 旗下 Viu TV 的《智富通》、

Cable TV 在收費頻道有線財經台和奇妙電視并機同步播出的《財經即

時睇》。但由於上述幾家電視台都未能在中國大陸落地，因此這些品

質優良的港股節目根本無法在中國大陸地區傳播。退一步說，如今互

聯網和移動通訊技術已相當成熟，但即使這些節目能夠通過“兩微一

端”在大陸傳播，由於節目本身使用的是粵語，因此已將絕大部分的

潛在觀眾拒之門外。 

 

而大陸地區電視台製作、播出的股市類節目，包括央視財經頻道 

、上海文廣旗下第一財經，都只是集中在討論 A 股走勢，對於港股

基本上都是輕描淡寫，甚至完全不提及。原因有以下兩點：一來大陸

的分析師們本身就並不研究港股；二來大陸的電視台全部都是官媒，

國有企業，在位的中高層都是各級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官

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沒有動力去冒風險嘗試改變。 

 



綜上所述，大陸的電視媒體只關注 A 股而忽略港股，香港的電視

媒體無法在大陸播出又有語言隔閡。所以，至今為止大陸地區都未有

一檔專業的港股節目，來承擔啟蒙大陸散戶南下港股投資的責任。 

 

得港股者佔先機 

首先，股市投資者可分為兩大類——機構和散戶，機構投資者都

會有自己的投研團隊，專業程度很高，根本無需參考相關的媒體資訊。

而散戶絕大多數都不具備專業知識，A 股、港股相加共計超過 5000

家上市公司，茫茫股海中究竟要買哪一家公司的股票則根本無從判斷，

所以他們往往都會以媒體資訊為自己買賣股票的決策依據。其次，截

止目前，滬深兩市的股票帳戶合計高達約 1.89 億戶，其中有效帳戶為

1.47 億戶，其中有近九成都是散戶，且大多數散戶的閱讀能力有限，

不喜歡接收文字類資訊，更願意看電視炒股。再次，港股中有很多 A

股中反而沒有的大陸明星企業，例如：騰訊、美圖、恆大、碧桂園等，

這些公司的不少產品都是大陸居民如今的生活必需品，但大陸散戶投

資者卻不知道該如何投資這些公司的股票。 

 

因此，如果能夠用普通話製作、播出一檔專注於港股資訊的電視

直播節目，將至少有超過 1 億個潛在收視觀眾，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市

場基數下，只要能真正爭取到其中的 1 成，就是 1 千萬個觀眾，這已

經超過了香港整座城市的人口總量。 

 

    《孟子•公孫醜下》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孫

臏兵法•月戰》云：“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



今年年初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

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

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國家層面的戰略如此，這是“天

時”。廣東省比鄰港澳，是中國經濟開放最早的省份，全國有三大證

券交易所，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就佔了兩個——深交所、港交所，

此為“地利”。廣東媒體人與香港媒體人之間有著相同的語言、飲食

習慣，即同聲同氣，這是促成“人和”的先天優勢。此外，廣東省的

電視台又擁有能夠在全國範圍內落地的衛星頻道——廣東衛視。佔盡

天時、地利、人和，以及諸多有利因素，廣東省的電視台理應盡快與

香港的電視同行進行深度交流、合作，聯合製作、播出一檔專業級的

港股資訊類節目，主動承擔起更多散戶投資者啟蒙教育的社會責任。 

總而言之，由廣東省的電視台為主要載體來運營此類節目，不僅契合

了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發展的宣傳需要，也滿足了人民大眾對補充理

財投資知識的迫切需求，同時也能為參與製作、播出的各方創造一定

規模的持續性經濟收益，達成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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