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購買基金不可忽視費用 
 

許多投資者在選購基金時，往往關注的是該基金的年度回報率，或是累計表現，但對基金的認購費用和管理費則不

多留意。其實，投資坊間絕大多數基金都需要支出管理費、託管費和認購費用。雖然每年 1%、1.5%或是 2%的費用看

起來並不起眼，但是累計起來卻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如能選擇較低費用的基金，相當於所投資的資金避開了一次股

市暴跌。 
 

 

通過一個簡單的例子或許更加直接：如果一個投資者參與一個月供 1000 元的投資計劃，每年平均能獲得 10%的回

報，年期為 30 年，假設扣除 3%的平均通脹率和 1.5%的基金費用外，總共可獲得約 869,226 元的回報；但如果另一名

投資者選擇了一個管理費略高的基金作為投資標的，例如 2.5%，那麼到期後回報僅為 732,085 元。換句話說，這 1%的

費用之差相當於讓後者在最後一刻的投資收益重挫約 18.7%，等於讓後者經歷了一次金融海嘯般的股市大跌。 
 

 
首先，投資者須了解甚麼是費用比率（Expense Ratio）。這是指一隻基金的每年營運開支佔其資產淨值（Net Asset Value， 

 
簡稱 NAV）的比率。舉例來說，如果某隻基金某一年的開支為 150 萬元，而其資產淨值是 1 億元，那麼費用比率就是 1.5%。 
 
基本上，費用比率包含多項費用，其中年度管理費佔主要部分，其他則包括信託費、行政費、會計與估值費等等。債券

基金的年度管理費通常介乎於資產淨值的 0.5%-1%；股票基金多為 1.5%及以上，少數的甚至高達 5%。 
 

 

費用比率的高低當然會影響基金的回報。假設基金的資產在過去一年增長約 10%，而其費用比率為 3%，那麼在扣

除費用比率之後，它的淨回報其實是 7%。不過，投資者在基金簡報(Fund Factsheet)所看到的「回報率」一般是已扣除

費用比率的淨回報。換句話說，若某基金在簡報中的去年回報率為 20%，那麼它的資產實際上大概增值了 23%，這是

因為在簡報中的 20%回報是扣除費用比率之後的淨額。不過，基金費用是每日從基金價值中扣除，因此其價值不會在每

年底因扣除有關費用而突然下跌。因此，若投資者發現某隻基金的費用比率高達 4%或以上，就應小心作出投資決定。

這是因為費用比率越高，意味著該基金每年必須取得較同類型基金更佳的成績，才能達到相同的淨回報。 
 

 

投資者選擇基金時盡可能選擇費用較低並適合自己的基金。一般說來，基金投資所涉及的風險越大，或投資範圍越

窄，其費用會越高。例如投資某些特定行業的基金，在投資研究和管理人員經驗方面的要求較高，相應的造成了基金的

管理費增加。再有，被動管理的基金由於主要以量化複製其所跟踪指數為目的，因此管理費用也相應較低。保守配置型

和債券型基金由於整體投資策略比較保守，收益較低，基金也會收取較低的費用，以免過分削弱投資者的利益。 
 
 
 
 
 
 
 

 
認購基金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首次認購費和管理年 

 
費，吞噬投資者的潛在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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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況發生變化時，投資者需要轉換投資標的，此時也會產生買賣價差和轉換手續費。有些基金雖然買入的手續費 
 
較低，但要將基金贖回賣出時，基金公司會收另一筆贖回手續費。買價差賣是內扣的方式，即當日的 NAV+/- 0.5%-1%， 
 
但並非所有的基金公司都有此項費用。轉換手續費來說，只要是同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轉換往往會收取 0.5%的手續 
 
費，透過銀行在不同基金公司之間轉換費用會略高（約為 1%左右）。相比單純認購基金而言，通過參與投資相連保險計 
 
劃認購的基金最大的優點就是基金轉換完全免費，降低認購費用。另外，部分保險公司亦提供迎新獎賞或者其他優惠， 
 
該比例往往能夠抵消部分保單費用和管理費。為投資者省去一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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