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帶一路」 
 

概況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的重要發展策略，旨在促進相關國家和地

區在「五通」上，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的合作。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

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台，在國家的支持下，憑藉自身的獨有優勢，積極聯繫內地與其他「一帶一路」地區，不

單在國際項目投融資，更在離岸人民幣業務、專業服務支援及經貿交流合作等各方面發揮互惠共贏的作用。 

 

香港的優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獨特的雙重優勢，我們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擁有本身的經濟、社會及法律

制度。 

 健全的普通法制度行之有效，大量法律專才擁有豐富國際經驗，是亞太區主要的國際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

心，在仲裁及調解服務方面更是聲譽卓著。 

 開放的自由市場，讓資金、貨物和資訊自由流通，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及物流中心的地位。 

 為外資與本地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的環境及制定完善的防貪機制。 

 擁有世界級的基建、交通與通訊網絡和優質的商業服務水平。 

 熟悉內地文化和營商模式，兼具國際視野，同時具備廣泛的國際經驗和網絡。 

 

政策溝通 
 

 特區政府於 2017 年 12 月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有關《安排》聚焦在金融與投資、基礎設施與航運服務、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

相通、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強對接合作與爭議解決服務六大重點，並成立聯席會議機制，建立直

接和定期溝通的平台。 

 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於 2018 年在「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委員會」下，成立「內地與香港『一帶一路』建設

合作專責小組」，統籌協調內地與香港在經貿合作領域中，攜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事宜。 

 香港於內地和海外設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促進香港與各地的經貿及文化聯繫與交流，當中包括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內地方面，香港分別設有 5 個駐內地辦事處和 11 個聯絡處，除有助加強與內地的溝通聯繫外，同時全方位

提升香港與各省市的經貿關係、推進交流合作、促進投資、推廣香港及支援港人港商。 

 海外方面，香港現時在亞太區、歐洲及北美洲共設有 13 個經貿辦。為進一步強化對外推廣和交流工作，特區

政府計劃在印度、韓國、俄羅斯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增設經貿辦。 

 

設施聯通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交通最繁忙、最便捷的機場之一。現時每日有逾 120 家國際航空公司為香港提供約 1,100 

班次客貨運航班，往返香港及全球超過 220 個目的地。 

 香港亦是全球最高效率的貨櫃港之一。於 2018 年，香港港口合共處理 1,960 萬個標準貨櫃。現時，香港港

口每周提供約 310 班貨櫃船班服務，連接香港港口至大約 450 個目的地。 

 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以及興建中的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有助加強香港與內地，以至全球的



聯繫。 

 香港在營運和管理位於「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鐵路、機場、港口、供電及供氣設施，以及其他基建項目方

面均達國際水平。 

 在併購重組、金融、會計和稅務、法律服務及建築等領域上，香港專才人才濟濟，提供既多且廣與內地和國

際企業合作的機會，為「一帶一路」的基建發展項目提供優質支援服務。 

 

貿易暢通 
 

 香港與 20 個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當中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格魯吉亞及澳洲等。 

 香港已與 30 個海外經濟體簽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亦完成與巴林、馬爾代夫、墨西哥和緬甸的談判，並會

開展／繼續與其他經濟體，包括「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談判。 

 香港簽訂了逾 40 份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當中包括多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香港與「一帶一路」相關經濟體及其他貿易夥伴，包括中國內地、印度、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

日本、澳洲、新西蘭、以色列及加拿大，分別簽訂「認可經濟營運商」互認安排，讓企業享有通關便利。 

 特區政府提供 2 億港元（2,550 萬美元）的「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為本港專業服務行業與境外市場的交

流和合作提供支援，並加強相關的推廣活動。 

 特區政府已再注資 30 億港元，以優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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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支持中小企透過發展品牌和進行推廣活動，開拓海外商機。 

 為幫助商界了解「一帶一路」的市場潛力和拓展商機，特區政府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組成由行政

長官及主要官員率領的高層商貿代表團到訪相關國家和地區。 

 特區政府自 2016 年起，每年均與貿發局合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藉此匯聚「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

的政府人員、商界翹楚及國際機構代表，共同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龐大商機。論壇現已成為內地、海外

與香港企業對接最大和最重要的「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商貿合作平台。 

 貿 發 局 積 極 推 動 「 一 帶 一 路 」 企 業 間 的 商 貿 聯 繫 ， 並 已 提 升 其 「 一 帶 一 路 」 資 訊 網 站 

(http://beltandroad.hktdc.com/)功能，成為更全面和及時的「一帶一路」一站式網上平台，一方面提供最

新的市場資訊，另一方面展示香港專業服務供應商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項目等資料，協助業界掌握「一

帶一路」商機。 

 

資金融通 
 

 香港股票市場多年來均是全球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最高的地方之一。 

 香港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員之一。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並推出全球最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融資和風險管理產品。「一帶一

路」倡議下的相關經濟體，各自的出入口商均可透過香港的支付系統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投資者亦可透過

銀行貸款或「點心債券」，除可善用人民幣在香港的流動性外，亦可將其剩餘的流動人民幣資金，在香港作出

多元化的人民幣金融產品投資。 

 香港是亞洲頂尖資產管理中心之一，可滿足「一帶一路」項目衍生的財富和風險管理服務需求。 

 香港已先後三次成功發行伊斯蘭債券，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提供伊斯蘭金融貨幣的服務，並擔當重要角

色。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2016 年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透過邀請不同機構的加入，組成實力龐大的合作夥伴

團隊，並舉辦培訓工作坊、高層研討會、投資者圓桌會議等，為各主要持份者建立合作平台，攜手參與大型

基建投資和融資項目。 

 



民心相通 
 

 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專學府、文化及傳媒機構。 

 特區政府為來自「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傑出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他們來港升讀大學。此外，政府亦會增

加本地學生到內地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參加交流活動的資助名額及金額。 

 特區政府將考慮優化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簽證要求，方便其國民來港就業、升學和旅遊。 

 政府會繼續推動郵輪旅遊業的跨區域合作，鼓勵香港旅遊業界開拓「一帶一路」相關地區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