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貿易 

 

香港是一個國際商業及貿易樞杻，擁有多方面優勢，包括企業

的公平競爭環境、優良的法治、簡單稅制及低稅率、資金資訊

自由流通、高效市場、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國際級商業基建。依

照《基本法》，香港是一個單獨關稅區，可以「中國香港」的

名義參與相關國際組織和貿易協議。 

 

經濟與商業政策：香港奉行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

不設進口關稅，只對四類作本銷用途的進口或本地製造的商品

徵稅，分別為酒精濃度以量計多於30%的飲用酒類、煙草（除

了無煙煙草產品和另類吸煙產品）、若干碳氫油類（汽油、飛

機燃油和輕質柴油）和甲醇。汽車於香港首次登記時，須繳付

首次登記稅。  

 香港的貿易政策建基於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奉行的

多邊貿易制度。作為全球最外向型和開放的經濟體之一，香港

致力推動貿易和服務全球化，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積極參

與世貿組織。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亦受惠於內地推行的經濟深化

改革，「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 

 
貨物貿易：在2023年，本港的貨物貿易總額為88,224億港元，

比2022年下跌6.7%。 
貿易額（百萬港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進口 4,415,440 4,269,752 5,307,792 4,927,467 4,644,991 

港產品 

出口 47,751 47,442 74,531 62,645 65,644 

轉口 3,940,935 3,880,075 4,886,125 4,469,004 4,111,761 

 

進口：主要項目包括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佔2023年

香港進口總值的43.6%）；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

（12.0%）；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7.0%）；首飾、

金器及銀器，及其他寶石或半寶石製成品（3.7%）以及非金屬

礦物製品（3.6%）。主要供應地是內地（43.5%）、台灣

（11.3%）、新加坡（7.1%）、韓國（4.8%）及日本（4.8%）。 

 

港產品出口：主要項目包括首飾、金器及銀器，及其他寶石或

半寶石製成品（佔2023年港產品出口總值的28.6%）；非鐵金屬

（15.2%）；以及醫療及藥用產品（10.3%）。主要市場是內地

（38.1%）、台灣（11.1%）、美國（9.3%）、瑞士（5.9%）及

英國（4.2%）。 

 

轉口：主要項目包括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佔2023年

香港轉口總值的48.2%）；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

（12.8%）；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9.9%）；非金屬

礦物製品（ 3.9%）以及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及器具

（3.4%）。主要市場是內地（55.8%）、美國（6.5%）、印度

（4.0%）、台灣（3.2%）及越南（2.7%）。 

 

服務貿易：香港經濟在過去數十年經歷重大的結構轉型後，服

務業對本港經濟變得十分重要。在2022年，服務業佔香港本地

生產總值的93.5%。香港的主要服務行業包括金融及保險業

（佔2022年本地生產總值的22.4%），其次是公共行政、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21.3%），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18.1%）

以及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8.5%）。 

 2023年服務貿易總額為13,928億港元 p，較2022年上升

21.6%。香港向來是服務輸出淨額盈餘地。在2023年，採用所有

權轉移原則編製而成的香港服務輸出價值為7,717億港元，對本

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為25.9%。 

 2023年服務業就業人數佔香港總就業人數的88.3%。 

 

工業貿易署：工業貿易署（工貿署）處理香港的對外貿易關

係，協調香港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世貿組織、亞太區經濟

合作組織、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下的貿易委員會以及太平洋經

濟合作議會，致力促進並保障香港的貿易利益和權利。 

 工貿署一直與內地保持緊密磋商，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下不斷加入更多開放

措施，亦積極尋求與香港的貿易伙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自貿

協定）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投資協定），從而為本港的產

品及服務出口以及本港投資者在海外的投資爭取更有利的條

件。 

 在本地層面，工貿署為本地企業提供各種進出口簽證、登

記及產地來源證服務。工貿署並支援本港各行業，尤其是中小

企業，例如推行各項資助計劃，亦會在主要貿易伙伴進口法規

有所改變時，向本地企業提供資訊。 

 

工商業：香港除了是亞太區生產網絡的管理控制中心，亦是國

際及亞太區的卓越服務中心。同時，香港出口的多種消費品馳

名世界。 

 

製造業：從八十年代起，香港的製造業逐步把勞工密集的生產

工序由香港遷移至內地或亞太區其他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同

時投放更多資源在高科技和高增值的活動上。 

 2022年，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0%。2023年，製造業

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2.0%。 

 香港的製造業機構以中小企業為主。2023年年底，共有    

7 765個製造業商業單位，其中98.7%的就業人數少於100人。 

 

服務業：香港服務業在過去數十年來發展蓬勃，令香港成為世

界上各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中的表表者。2022年，服務

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93.5%。 

                                                        
p  「初步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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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8.3%的就業人士從事服務業。與製造業一樣，

2023年年底的357 745個服務業商業單位中，絕大多數（98.6%）

是中小企業（就業人數少於50人）。 

 

CEPA：CEPA 分別是內地及香港首份簽訂的自貿協議，於 2003

年簽署，並於 2004 年 1 月 1 日全面實施。自 CEPA 實施以來，

雙方不斷擴闊協議的內容和範疇，逐步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和

便利化。 

 CEPA 框架下設有四份不同範疇的子協議：（1）貨物

貿易方面，所有在香港生產及符合 CEPA 原產地規則的貨

品， 可享零關稅 優惠進口內地。《CEPA 貨物貿易協議》設

有「海關程序與貿易便利化」、「衞生與植物衞生措施」、

「技術性貿易壁壘」及「粵港澳大灣區貿易便利化措施」四

個專章，以深化兩地貨物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2）服務

貿易方面，雙方已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在《CEPA 服

務貿易協議》下，香港服務提供者可在大部分服務領域，以

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CEPA 服務貿易協議》於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一系列修訂，進一步開放內地市場予香港服

務提供者。（3）投資方面，《CEPA 投資協議》規定香港投

資者可在內地享有投資保護和便利。（4）在《CEPA 經濟技

術合作協議》下，雙方承諾在 22 個範疇加強合作，配合香

港和內地的發展趨勢及需要，並促進「一帶一路」及粵港澳

大灣區經貿合作，為以後更緊密合作提供具體方向。 

 

自貿協定：為協助香港企業分散市場和爭取更佳的市場准入

條件，政府一直積極尋求與香港的貿易伙伴締結自貿協定。

除與內地簽訂 CEPA，香港迄今已分別與新西蘭、歐洲自由

貿易聯盟國家
1
、智利、澳門、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

2
、

格魯吉亞及澳洲簽訂了七份自貿協定。 

 

投資協定：投資協定有助加強海外投資者在香港投資的信心，

確保其在香港的投資得到保護，亦確保香港投資者在海外的

投資享有相應保護。香港至今已與海外經濟體簽訂了 24 份

投資協定，地區網絡涵蓋亞太地區、歐洲、中東、北美及南

美。 

 

政府對工商業和中小企業的支援：在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的經

濟架構下，政府致力締造有利營商的環境，讓製造業及服務業

有效運作。這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低稅率而簡明的稅制；完

善的基礎設施；對教育、培訓和人力資源的投資；以及透過健

全的法律制度有效保障個人權利及知識產權。 

 中小企業是推動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2023年12月，

香港有約362 000家中小企業，佔全港商業單位總數約98.5%，

就業人數佔私人機構總就業人數約44.3%。政府對支援中小企

業的發展十分重視。 

 工貿署設有多項資助計劃支援香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

的發展。當中包括「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

項基金」（「BUD專項基金」）、「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市場推廣基金」）和「工商機構支援基金」，協助拓展市

場及提升整體競爭力。 

                                                        
1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為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2 東盟的成員國為文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

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2024年，政府向「BUD專項基金」注資5億元，把承擔額

增至70億元。「BUD專項基金」—電商易於2024年7月推出，支

援企業透過發展電子商貿業務拓展內地市場。此外，由2021年4

月起至2026年6月底，「市場推廣基金」推行特別措施，擴大資

助範圍，涵蓋以本地市場為目標的展覽會和網上展覽會，同時

放寬只限中小企業申請的要求。截至2024年6月，於「BUD專項

基金」及「市場推廣基金」下批出的總資助金額分別為51億

1,000萬元及55億6,100萬元。 

 除財政支援外，工貿署透過轄下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

心（英文簡稱SUCCESS），與不同的工商組織、專業團體及其

他政府部門合作，向中小企業免費提供支援服務。SUCCESS提

供營商所需的政府牌照的資料和中小企業有關的活動及設施的

最新消息，舉辦研討會和工作坊，以及提供「問問專家」業務

諮詢服務。 

 為向中小企業提供更便捷和適切的服務，政府已整合了現

有的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包括工貿署的SUCCESS、香港貿易發

展局的「中小企服務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

的「中小企一站通」和香港科技園公司的TecONE，推出「四合

一」的綜合服務，讓中小企業可以在任何一個諮詢點取得所有

政府資助計劃的相關資訊，以及諮詢和轉介服務。此外，一站

式入門網站「中小企連線」亦自 2022 年 6 月起投入運作，以進

一步加強「四合一」綜合服務，讓中小企業能在單一網上平台

獲取全面的資訊，包括政府資助計劃和中小企業支援服務，以

及有關內地和海外市場的資訊。 

 為進一步提升對中小企業申請資助計劃的支援，一支名為

「中小企資援組」的支援小隊已於2020年1月起投入服務，透過

與有意申請資助計劃的中小企業直接見面或網上會面，協助他

們尋找合適的資助計劃及提供直接的支援。生產力局已於2023

年10月起加強「中小企資援組」的服務，例如會為中小企業提

供能力提升服務。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提供平台，讓業界就影響中小企業發展

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建議措施以支援和促進中小企業的

發展。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亦就影響香港工業及貿易的事務，

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工商界人士、專業人士、

銀行界人士、學者、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援服務的機構代表及政

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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