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日本公司治理排名飆升，香港則下滑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發布公司治理排名，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公司治

理排名史無前例地飆升至第二名，僅次於澳大利亞，而香港則從亞軍跌至第六名。

日本排名上升幅度最大，從 2020 年前一份報告中的第五名躍升至 64.6%，比上

一份報告上升了 5.3%。 

 

ACGA創辦人兼秘書長艾倫(Jamie Allen)指出日本監管機構過去十年中，致

力於透過具體措施與計畫，改革公司治理的決心等因素。相較早期，現在改革努

力成果已被日本企業內化，成為日本企業透過創造更加有利於投資者的環境，經

濟的推動達到擺脫通貨緊縮、進入成長軌道的關鍵。 

 

另一面向則是香港排名的下滑，其得分下降 4.2%至 59.3%，從原本與新加坡

並列的第二名，下降與印度並列之第六名。艾倫表示香港最近推動的市場改革，

較過於關注「發展」，而忽視「品質」和對投資者的保護。另外，香港公司治理

的「轉捩點」始於引進加權投票機制，其機制放棄所有股東的平等投票權，以利

允許中國境內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其中，此決定係由於香港交易所在阿里巴巴

集團控股公司向紐約證券交易所進行的大規模首次公開募股（IPO）失敗後做出

此一決定。該機制吸引包括諸如阿里巴巴等第二次上市之眾多公司，來到香港交

易所，但艾倫表示這僅為短期利益，「現在對香港造成影響非常大」，因為過去幾

年市場表現慘淡。 

 

另一個重點在於城市自由被侵蝕，反映在香港壓制媒體、學術界和公共輿論。

艾倫沒有明確提及北京於 2020年 6月實施之《國家安全法》的影響，但他表示

若明確界定這些紅線，將會有所助益。儘管艾倫不認為香港在未來幾年會出現更

大幅度的下滑，但鑑於目前情勢，很難看到香港公民社會有巨大的變化。 

 

除了日本，亞洲公司治理表現有所提升者，包含臺灣、印度和韓國；新加坡

和泰國則微幅下跌，澳洲保持榜首、而中國、菲律賓和印尼則墊底。 

 

雖然日本名次上升之幅度顯著，但艾倫強調應該更關注於得分，其表示雖然

日本躍居第二，但 64.6%之總分仍是一個「糟糕的分數」，至於排名飆升之主因

係「其他人都表現得不佳」。 

 

 

(資料來源：日本公司治理排名飆升，香港則下滑，2023年 12月 13日，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Companies/Japan-soars-while-Hong-Kong-sinks-in-

corporate-governance-rank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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