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贸易 

 

香港能成为亚洲的主要商业中心，并在制造业居领导地位，更

在国际享负盛名，因素颇多，包括政府奉行自由企业和自由贸

易的经济政策，并致力维护法治；香港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勤

奋不懈和积极进取的工作人口；以及商业基建发达，机场和海

港设施属世界一流。此外，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

组织），内地的庞大市场日渐开放，对加强香港作为国际服务

和贸易中心的角色十分重要。 

 

经济与商业政策：香港奉行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

不设进口关税，只对四类作本销用途的进口或本地制造的商品

征税，分别为酒类、烟草、碳氢油和甲醇。此外，汽车于香港

首次登记时，须缴付首次登记税。 

 除却一些在最广泛含义下的经济计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并没有规范性的经济计划。虽然政府直接参与基础建设，并

与公用事业机构合作提供基础设施，但其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

适当而稳定的体制，使工商业活动在最少干预下有效进行。政

府的政策是既不偏袒也不补贴厂商。 

 香港的商业政策建基于世贸组织奉行的以规条为本的多边

贸易制度。由于香港经济以对外贸易及开放为主，在该组织内

或透过其达成的国际贸易政策，对香港极为重要，因为这可能

影响本港的对外贸易，进而使工商业及就业受到影响。香港以

「中国香港」的名义参与世贸组织。 

 

货物贸易：在2015年，本港的货物贸易总额为76,517亿港元，

比2014年下跌3%。 

贸易额（百万港元）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进口 3,764,596 3,912,163 4,060,717 4,219,046 4,046,420 

港产品 

出口 65,662 58,830 54,364 55,283 46,861 

转口 3,271,592 3,375,516 3,505,322 3,617,468 3,558,418 

 

进口：主要项目包括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占2015年

香港进口总值的31.1%）；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

（18.6%）；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8.7%）；非金属

矿物制品（4.5%）以及衣物及衣物配件（2.8%）。主要供应地

是内地（49%）、台湾（6.8%）、日本（6.4%）、新加坡

（6.1%）及美国（5.2%）。 

 

港产品出口：主要项目包括首饰、金器及银器，及其他宝石或

半宝石制成品（占2015年港产品出口总值的14.7%）；初级形状

及非初级形状的塑胶（8%）；制成的烟草（7.4%）；特种工业

用机械（6.3%）以及医疗及药用产品（6.2%）。主要市场是内

地（43.6%）、美国（8.3%）、新加坡（4.8%）、台湾（4.5%）

及越南（4.2%）。 

 

转口：主要项目包括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占2015年

香港转口总值的 3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

（21.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11.1%）；非金

属矿物制品（4.6%）以及衣物及衣物配件（4%）。主要市场是

内地（53.8%）、美国（9.5%）、日本（3.4%）、印度（2.8%）

及越南（2.1%）。 

 

服务贸易：香港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经历重大的结构转型后，

服务业对本港经济变得十分重要。在2014年，服务业占香港本

地生产总值的92.7%。香港的主要服务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

批发及零售业（占2014年本地生产总值的24.1%），其次是公共

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业（17.2%），金融及保险业（16.6%）

以及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业（10.9%）。 

 2015年服务贸易总额为 15,400亿港元，较 2014年减少

1.2%。香港向来是服务输出净额盈余地。在2015年香港共输出

价值10,536亿港元的服务，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为43.9%。 

 而在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占香港总就业人数的88.4%。 

 

工业贸易署：工业贸易署（工贸署）专责本港的国际通商关

系、推行贸易政策和协议，以及为工业界和中小型企业提供一

般支援服务。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专责推广香

港对外贸易，服务对象包括以香港为基地的贸易商、制造商及

服务供应商。香港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立了40多个办事处，其

中13个在内地，推广香港作为通往内地及亚洲的营商平台。香

港贸发局亦举办国际展览会和会议，以及商贸考察团，协助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拓展内地及海外市场，并透过产品杂志、研

究报告，以及包括新闻中心在内的数码平台发布最新的市场和

产品资讯。 

 

工商业：香港除了是亚太区生产网络的策略性控制中心，亦是

国际及亚太区的卓越服务中心。同时，香港出口的多种消费品

驰名世界。 

 

制造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香港制造业经历

了重大的转型。目前，香港拥有庞大的跨境制造基地，包括本

地的高增值和科技密集工序，以及在华南及其他经济体系的土

地和劳工密集工序。 

 2014年，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3%。2015年，制造业

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7%。 

 香港的制造业机构以中小企业为主。2015年年底，共有

9  797个制造业商业单位，其中98.9%的就业人数少于100人。大

型工厂与中小企业保持紧密伙伴关系，有效安排分判，令整个

制造业能够灵活迅速应付外来需求的转变。 

 

http://www.hktdc.com/suppliers/china-wholesale-suppliers/tc
http://service-providers.hktdc.com/manufacturers/%E6%9C%8D%E5%8B%99%E4%BE%9B%E6%87%89%E5%95%86/tc/24-1/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E5%B1%95%E8%A6%BD%E4%BA%8B%E5%8B%99.htm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ci/TDCWORLD-upcoming/tc/%E9%A6%99%E6%B8%AF%E8%B2%BF%E7%99%BC%E5%B1%80%E6%96%BC%E6%B5%B7%E5%A4%96%E8%88%89%E8%BE%A6%E7%9A%84%E5%95%86%E8%B2%BF%E6%B4%BB%E5%8B%95.htm
http://www.hktdc.com/mis/pm/tc/HKTDC-Product-Magazines--TC-.html
http://research.hktdc.com/tc/
http://research.hktdc.com/tc/
http://mediaroom.hktdc.com/tc
http://www.hktdc.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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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香港服务业在过去20年来发展蓬勃，令香港成为世界

上各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的表表者。服务业占本地生

产总值的比重日渐增加，由2004年的90.5%上升至2014年的

92.7%。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和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占本

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录得最大的增长。 

 2015年，88.4%的就业人士从事服务业。与制造业一样，

2015年年底的310  695个服务业商业单位中，大多数（98.3%）是

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少于50人）。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CEPA 是内地与香港签订的首项自由贸易协议。CEPA 的主体文

件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签署，并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全面实施。

自 CEPA 实施以来，双方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不断扩阔协议

的内容和范畴。在 CEPA 框架下最新的《服务贸易协议》在

2015 年 11 月 27 日签署，并由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令内地

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使两地多年来在 CEPA 下持

续开放服务贸易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透过 CEPA，香港服务提供者可在大部分服务领域，以

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货物贸易方面，除内地禁止进口的

产品外，内地同意对所有经本地生产商申请并符合双方确定

的 CEPA 原产地规则的原产香港进口货物实施零关税优惠。

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双方同意在 10 个领域上加强合作。 

 

政府对工商业的支援：在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经济架构下，

政府致力缔造有利营商的环境，让制造业及服务业有效运作。

这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低税率而简明的税制；完善的基础设

施；对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的投资；以及透过健全的法律制

度有效保障个人权利及知识产权等。 

 为协助香港企业提升在内地的竞争力，政府于2012年6月

推出一项总值10亿元的「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

的专项基金」(简称「专项基金」)，协助企业发展品牌、升级

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专项基金」下设「企业支援计划」和

「机构支援计划」，分别向个别香港企业及非分配利润组织提

供资助。「企业支援计划」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担任秘书处，

协助推行计划；而「机构支援计划」则由工贸署负责推行。 

 

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援：中小企业是推动本港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2015年12月，香港有约317  000家中小企业，占全港商业

单位总数逾98%，就业人数占私人机构总就业人数约46%。政

府对支援中小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十分重视。 

 中小型企业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委任，负责就影响中小企业

发展的事宜向他提供意见，并建议适当的措施，以支援和促进

中小企业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工商界人士、专业人士、

银行界人士、学者、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援服务的机构代表及

政府官员。 

 工贸署成立了三项资助计划支援香港中小企业，包括：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和

「中小企业发展支援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拓展境

外市场及提升整体竞争力。政府的总资金拨备及承担总额分别

为67.5亿元及352.5亿元。 

 工贸署中小企业支援与咨询中心（英文简称SUCCESS），

专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及咨询服务。SUCCESS与不同的工商组

织、专业团体、私人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向中小企业免

费提供全面的营商资讯及咨询服务。营商资讯方面，SUCCESS

透过其方便易用的网站（www.success.tid.gov.hk），提供政府商

业牌照资讯，以及中小企业感兴趣的活动、服务及设施的最新

消息。SUCCESS亦提供免费电子商业资料库、参考图书室、定

期出版电子通讯及刊物《中小企脉搏》，并举办研讨会、工作

坊和其他活动，协助中小企业扩阔营商知识和提升企业营运技

巧。咨询服务方面，中小企业如希望得到专业意见和向专家请

教，可申请使用「问问专家」业务咨询服务或参加中小企业

「营商友导」计划。 

 

工业用地：本港的工业用地是以公开拍卖或招标竞投方式出

售。此外，科技园公司管理三个工业邨，分别位于大埔、元朗

和将军澳，共提供217公顷土地。政府及科技园公司已修订工

业邨政策，以吸纳创新及科技产业。科技园公司日后会主要兴

建及管理专用的多层工业大厦，以出租予多个创新及科技产业

伙伴。科技园公司计划在未来数年，以试验方式在将军澳工业

邨的空置用地发展两个项目。 

 

工商界所需的人力资源：职业训练局透过各机构成员，包括香

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高峰进修学院、才晋高等教育学院、香

港专业教育学院、香港知专设计学院、青年学院、酒店及旅游

学院、中华厨艺学院、国际厨艺学院，以及卓越培训发展中心

等，为工商界提供涵盖最新知识和技术的职业专才教育课程，

以配合业界对人力资源不断转变的需求。 

 

推广杰出成就：政府全力支持的「香港工商业奖」，由主要工

商团体和工业支援组织联合筹办，目的为表扬本地制造业和服

务业公司的杰出成就。2016「香港工商业奖」设有七个奖项组

别：消费产品设计、设备及机器设计、顾客服务、创意、生产

力及品质、科技成就，以及升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