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國際都會 
 

香港憑藉與國際及中國內地的緊密連繫，讓商界與各行業人才盡展所長，力臻卓越。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基礎穩

健、位置優越、擁有先進的基建硬件與軟件，以及世界級頂尖人才，是世界各地人士和企業連繫區內機遇的最佳地

點。 

 

獨有機遇 

位處亞洲心臟地區，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自由的港口及開放的經濟體，聯通中國內地及東盟的龐大市場。 

 香港是連接中國與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與內地及國際市場的相連相通，並無其他城市能及。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影響深遠的「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在國家發展策略中角色關鍵。 

 大型基建如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大大提升大灣區內人流物流的效率，為這逾 8,600 萬人的

大市場開拓新機遇。 

 與內地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為進入內地市場的香港製造商

提供零關稅優惠，並讓香港服務業（包括在香港註冊的海外獨資企業）更容易打入內地市場。 

 香港在人民幣業務處領導地位，是連繫內地與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接點。 

 香港經濟自由開放、社會多元共融，為商界及初創企業探索內地市場提供絕佳環境，同時有助內地公司開拓

國際市場。 

 投入逾 1,300 億港元（167 億美元），循八大方向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增加研發資源、匯聚科技人才、提供創

投資金及科研基建、檢視現行法規、開放政府數據、牽頭改變採購方法及加強科普教育。 

 

可靠夥伴及制度 

香港奉行法治、普通法制度行之有效，司法獨立，為市民及商界提供安全安心的環境。 

 《基本法》保障香港維持普通法制度，與中國內地民事法制度有別。 

 保障司法獨立，香港法院擁有終審權。 

 政府廉潔高效，運作透明。 

 全球通訊中心，新聞及資訊自由流通並受法律保障。 

 產權、知識產權及數據資料均受法律保障。 

 高效可靠的執法部門及享譽國際的廉政機構。 

 低罪案率，全球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世界一流專業人才 

香港是全球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之一，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90%。 

 提供範疇廣泛、具國際水平的專業及商業服務，包括金融、保險、資產管理、旅遊、餐飲、貿易及物流、建

築、設計、市場營銷、醫療、創意及文化產業。 

 全面的法律服務：在普通法制度下，香港有超過 10,800 名執業律師、逾 1,500 名執業大律師及逾 80 家註冊

外地律師行。香港亦是高效並可靠的仲裁和解決爭議中心。 

 環球處理高度專門的商務及船運合約的理想地點。 

 初創企業及科技市場蓬勃。 

 3 間大學躋身全球首 50 位、2 間大學位列亞洲前 10 名：《2022 年國際高等教育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中，香港大學（港大）排第 22 位，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第 34 位，香港中文大學（中



大）第 39 位。《2021 年 QS 亞洲大學排行榜》中，港大第 4 位以及科大第 8 位。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榜全球第 2 及第 4：《2021 金融時報排行榜》上，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

理學院與科大合辦的 EMBA 課程，世界排名第 2；由哥倫比亞商學院、倫敦商學院及港大合辦的 EMBA－Global 

Asia 課程，世界排名第 4。 

 國際知名的院校及機構落戶香港，包括瑞典卡羅琳醫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德國弗勞恩霍夫生產技術研究所、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康奈爾大學動物醫學院、亞洲協會、香港大學－巴

斯德研究中心（法國），以及北歐創新空間。 

 在香港成立「大灣區院士聯盟」，推動中國科學院（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由中科院成立的兩個科技創新平台將落戶香港科學園，與香港高等院校或研發中心合作。 

 政府推行一系列計劃促進海外及內地人才在香港工作及定居，包括「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及人才清單，以支

援高增值及多元經濟發展。 

 

交通及資訊樞紐 

香港是全球交通及資訊樞紐，與世界市場及網絡接軌。 

 香港飛往亞洲主要城市航程少於四小時，而全球半數人口在香港五小時航程範圍內。 

 與中國內地的跨境聯繫全面，包括道路、鐵路、航空及海路。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及客運機場之一，透過約 120 間航空公司連繫全球超過 200 個目的地。 

 香港亦是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貨櫃港之一。在 2020 年，香港港口處理約 1,800 萬個標準貨櫃。每星期

約有 280 艘貨輪來往全球逾 600 個目的地。 

 香港擁有完善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建設，包括 12 個海底電纜系統及 10 枚通訊衞星。未來兩至三年將有更

多海底電纜系統落成，加強香港與世界各地的連繫。 

 廣深港高速鐵路將香港連接至內地高鐵網絡 58 個長短途站。 

 港珠澳大橋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橋隧項目，全長 55 公里，跨越環珠江口，為珠三角西部帶來新機遇。 

 香港現時設有 8 個陸路管制站，為來往香港與內地的跨境旅客提供服務。最新的香園圍邊境管制站於 2020 

年 8 月開通，預計每日為多達 3 萬人次旅客及 17,850 架次車輛提供便捷通關服務，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廣東

東部的連接外，以及兩地之間的人流和業務往來。 

 輕鬆連接上網：全港共有超過 78,000 個公共 Wi-Fi 熱點（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流動服務用戶滲透率達

312%（截至 2021 年 8 月底）；住戶寬頻滲透率達 96%（截至 2021 年 8 月底）。 

 

安全及充滿活力的國際都會 

作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是一個開放及多元的大都會，薈萃東西文化，揉合新舊潮流。 

 公正、安全、穩定及對外開放的社會。 

 英語為官方語言，廣泛用於政府、商業及法律範疇。 

 世界級藝術、文化與體育盛事終年不斷，多個大型貿易博覽亦相繼舉行。 

 綠色健康生活：香港約 40%土地為郊野公園，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郊野公園、市區的公園及水道為一家

大小提供大量戶外消閒空間。 

 逾 50 間國際學校，提供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新加坡及國際文憑等課程。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提出超過 130 項措施，涵蓋「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巿

民」、「智慧政府」、「智慧經濟」、「善用創新科技應對疫情」及「智慧鄉村先導計劃」。 

 

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 

香港是世界領先的金融中心，資本市場流通量高、貨幣（港元）在國際上可自由兌換，以及資金、貨物和資訊自由



流通。 

 股票市值、上市集資、資產管理、銀行及保險業務長期高踞國際排名前列。 

 與全球主要金融市場銜接。 

 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包括人民幣貿易結算、銀行業務、債券發行及產品開發。 

 滬港通及深港通連繫香港、深圳及上海股票市場；債券通讓國際投資者可直接投資於內地同業債券市場。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內地公司離岸上市地點，自 H 股於 1993 年上市以來共集資逾 7 萬億港元。 

 內地三分之二海外直接投資及對外直接投資源自香港及經由香港中介。 

 簡單低稅制。法團首 200 萬港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為 8.25%，其後的利潤則按 16.5%徵稅；薪俸稅最高稅率

為 15%。不設遺產稅、資本增值稅、商品及服務稅或增值稅。 

 根據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世界銀行的報告，香港的稅制在全球 190 個稅務管轄區中被評為全球第 2 最

有利營商的稅制。 

 積極開拓金融科技及智慧銀行服務。 

 

    （更新日期：2021 年 1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