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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協議 - 遵守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 
-------------------------------------------------- 

 

最新的客戶協議之強制性內容的修訂將會增加中介人面臨訴訟的風險。奉勸中介

人應不僅更新其協議文件亦應重新審核整個銷售流程，包括產品盡職審查流程。 

 

證監會諮詢總結 

 

證監會已公佈將會堅實進行其要求中介人在客戶協議中涵蓋合理適當建議條款

之決定。儘管證監會期盼中介人即時啟動客戶協議審核流程，中介人將有 18 個

月過渡期（至 2017 年 6 月 9 日）更新其客戶協議（與新及舊客戶）。 

 

證監會已決定在《操守準則》新增第 6.2(i)段，要求中介人在其客戶協議中包含

以下合理適當建議條款： 

 

「假如我們[中介人]向閣下[客戶]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產品，該金融產品

必須是我們經考慮閣下的財政狀況、投資經驗及投資目標後而認為合理地適

合閣下的。本協議的其他條文或任何其他我們可能要求閣下簽署的文件及我

們可能要求閣下作出的聲明概不會減損本條款的效力。」 

 

在合理適當建議條款中，「金融產品」指任何《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證券、

期貨合約或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只適用於由獲得發牌經營第 3 類受規管活動的

人所買賣的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 

 

在《操守準則》亦將新增第 6.5 段，禁止中介人在客戶協議中包含任何與《操守

準則》所訂明的責任相抵觸的條款。例如，排除要求客戶確認並無依賴中介人的

任何建議或提供的意見的條款，除非客戶是機構專業投資者或已具有足夠投資認

識的法團專業投資者。 

 

訴訟風險的增加 

 

驟眼看來，該監管修訂看似道出人所共知的事。因為，就算沒有該監管修訂，《操

守準則》第 5.2 段要求中介人確保其向客戶作出合理適當建議或招攬行為。在法

律上，在中介人自願地向客戶就金融產品之合適性負責提供意見的情況下，倘若

該金融產品事實上不合適該客戶，中介人可能會負上賠償客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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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述初始之感覺，該監管修訂預期會讓中介人面臨訴訟增加的風險。雖然中

介人（其自願地負責確保合適性）可能就提供不合適建議而須向客戶負責，法律

亦容許中介人通過協議形式表明拒絕承擔該責任。例如，協議各方可同意，中介

人只提供交易執行服務及客戶將行使其獨立判斷而沒有依賴任何中介人的建議。 

 

因此，該監管性修訂有效地促使中介人通過協議負責確保金融產品的合適性；除

非，其客戶是機構專業投資者或已具有足夠投資認識的法團專業投資者。 

 

基於該監管修訂，倘若建議的金融產品事實上是不合適客戶，中介人將自然面臨

訴訟風險。倘若客戶在非正審階段能提出可粗淺地論證其不合適性的案情具可爭

辯性，從而防止案件被剔除，中介人將會陷於與不滿客戶的漫長訴訟。 

 

管理風險 

 

奉勸中介人應管理訴訟風險的增加。我們提議兩種減緩風險方案 - 正確擬備文

件及重新審核銷售流程。 

 

就擬備文件而言，中介人應在其每份客戶協議中包含合理適當建議條款。就對個

人投資者（專業或其他）及大部份法團專業投資者而言，雖然他們不能減損其合

理適當建議的責任，中介人可合法地表明拒絕向機構專業投資者或已具有足夠投

資認識的法團專業投資者承擔合適性責任。對於在不同司法管轄區作業的中介人，

他們亦可合法地表明拒絕向那些超越香港監管體制的交易承擔合適性責任。 

 

就銷售流程而言，中介人須由始至终審核流程。倘若金融產品本身固有地存在高

度風險，在初始時，評估建議或招攬銷售該產品的回報是否足夠補償所增加的訴

訟風險是明智的。中介人須考慮該監管修訂而加強其現時合規架構或引入新程序。 

 

建議中介人閱覽證監會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致中介人的 2 份通函，其附載中介

人遵守及有關觸發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除其他議題

外，該《常見問題》解釋了以下議題並連同例子說明： 

 

(i) 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 

 

(ii) 「認識你的客戶」的要求； 

 

(iii) 產品盡職審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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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於何種情況下可能會觸發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 

 

本資料只是作為提供一般資訊，不擬作法律意見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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