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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北京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駐京辦）的主要職

能是：（一）加強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及駐京辦所負責地域範圍

内十五個省、市和自治區
1
的内地機關之間的聯繋和溝通;（二）推廣及宣傳

香港，尤其是促進與該十五個省、市和自治區的經貿關係;（三）處理與入

境相關的事宜; 以及（四）向遇到困難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經貿關係 

 

2. 駐京辦密切留意與港商有關的企業稅務、社會保險、勞動關係、産

品進出口等的政策與法規，及時向港商和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最新消

息。此外，駐京辦與內地多個部委就內地與香港的經貿事宜保持密切的聯

繫，以了解內地經貿政策法規的最新發展，以及對香港的影響。 

 

3. 爲了進一步加強對港商資訊的發放，駐京辦自二零一三年六月起，

分別於每周及每月向各大商會及港資企業發放《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通訊》

及《內地招商投資及經貿活動通訊》，報道内地全國及駐京辦負責範圍內

省、市和自治區的經貿政策及法規，以及招商投資和經貿活動資訊。以上

通訊亦上載駐京辦網頁供公衆瀏覽。 

 

4. 同時，就港商一向以來關注的營商政策課題如稅務、勞務、知識產

權等，駐京辦也把這些資訊及分析編制了一份《專題通訊》，聯同其他內

地經濟貿易辦事處不時地向商會及港資企業發放，亦邀請有關專家舉辦講

座，向港資企業講解相關政策及法規，以及解答疑問。 

 

5. 在報告期內，駐京辦參與多個在其負責地域範圍內舉行的經貿活

動。例如，駐京辦協助籌辦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於香港舉行的「第十六屆北

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推廣兩地的經貿合作。駐京辦亦參加了「第

八屆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第二十屆天津投資貿易洽談會」、「第二

十四屆中國哈爾濱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第九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

等。此外，駐京辦參加了多個分別在青海、甘肅、山東、內蒙古等地舉行

的投資貿易洽談會，加強與當地部門、商務單位和企業的聯繫。駐京辦亦

協助安排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出席多個內地省市政府在香港舉辦的經貿推廣

活動（包括山東省、黑龍江省、吉林省、內蒙古自治區、新疆自治區、寧

夏回族自治區等）。另外，駐京辦已開始協助籌備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於

北京舉行的「第十七屆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在報告期內，駐

京辦與各地商務廳等單位聯絡，把當地載有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資訊的單

位在駐京辦網頁內作連結，以便利港商搜尋相關資訊。 

 

                                           
1
 駐京辦負責地域覆蓋範圍內的十五個省、市和自治區是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遼寧、

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青海及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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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推廣 

 

6. 有關吸引內地企業到香港投資開業的工作，駐京辦華北投資推廣小

組致力聯繋和拜訪有潛質的企業和有關的工商組織，介紹香港作為「走出

去」平台的優勢，並為有意到港投資的企業提供全面協助及諮詢服務。在

報告期內，駐京辦華北投資推廣小組主動聯繫不同機構 491次，啟動 45個活

躍投資項目，並完成 23個投資項目，促成有關公司到香港投資。在投資推

廣活動方面，駐京辦舉辦或參與 35個行業性或投資主題研討會及展覽會；

其中，駐京辦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在天津，四月在河南鄭州，八月在遼寧大

連、吉林長春及黑龍江哈爾濱舉辦了投資推廣研討會，宣傳香港的優勢及

便利營商的環境，反應良好。 

 

公共關係 

 

7. 在報告期間，駐京辦於負責範圍內省、市和自治區的大型經貿和推

廣活動中，共舉辦了 13 次巡迴展覽，藉此加深內地民眾對香港的了解。展

覽展示了香港經濟的最新發展、與內地的合作共贏，以及「香港—亞洲國

際都會」品牌的五個核心價值，有關展覽共吸引了約 36 萬名參觀者。 

 

8. 為了讓內地人民更認識香港的多元發展，駐京辦亦舉辦活動推廣香

港的文化藝術和創意，包括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辦「香港 — 藝術盛事之

都」展覽；與中華文化聯誼會攜手舉辦以香港大眾文化為切入點的《英雄‧

本色》當代藝術展，以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及藝術發展；以及舉辦

電影節推廣香港電影。此外，駐京辦亦支持香港藝術團體在北京的演出，

如舞蹈、話劇等，以促進兩地的文化交流。 

 

9. 媒體宣傳方面，駐京辦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攜手製作每周播放的電

台節目，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有關電台節目的覆蓋範圍包括國內 31 個省、

市、自治區。駐京辦亦與該電台華夏之聲頻道合作製作 12 集專題報道，透

過深度採訪本地及內地受眾、機構及官員，介紹香港在內地開展的公益活

動、災後援建、文化交流及經濟建設等，展示兩地之間的合作共贏及兩地

人民同心同根的情誼。 

 

10. 此外，駐京辦與「人民網」合作設立專題網頁介紹香港，網站每月

點擊率超過 96 萬人次。 

 

加強「內交」的工作 

 

11. 爲了配合特區政府開展「內交」的工作，以及落實二零一三年施政

報告的有關措施，駐京辦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擴闊和深化聯繫網絡，加強

與內地政府和機構，以及香港企業和香港人的聯絡工作，並進一步加強信

息的收集和發布，更好地支援在內地生活、工作和營商的港人。具體工作

包括： 

 

(a) 做好政府對政府之間的工作。駐京辦會透過訪問中央及有關地

區的政府機構及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搭建

合作的平台，也會就有關法規和政策，聯繫中央或其他內地機

關，或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到內地的訪問行程提供後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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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京辦也會定期向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提交報告，從

而讓它們對内地政策和發展有適時的了解，及評估對香港的影

響，舉例如跨境人民幣結算及金融政策、最新經濟數據，以及

關於食品安全、勞工、貿易及稅務等範疇的重要法規和消息。 

 

(b) 駐京辦進一步加強與在內地的港人港商的聯繫，以了解他們的

需要，更好地提供協助。例如： 

 

  駐京辦主動約見在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濟南市、青島

市、遼寧省瀋陽市、河南省鄭州市、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

特市、黑龍江哈爾濱市、甘肅省蘭州市、山西省太原市、

吉林省長春市、寧夏自治區銀川市等地的港人港商代表，

以了解他們的情況，並協助反映他們的關注予當地機關跟

進。 

 

  駐京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及中國香港(地區)商會

在北京舉行行業經驗分享會系列，邀請了在北京從事不同

行業(包括零售業、餐飲業、專業服務業、房地產業、資訊

科技業)的香港企業交流，分享其在北京經商的經驗，以進

一步加強聯繫香港企業，及了解他們的意見。 

 

  駐京辦與當地政府，例如天津、北京及山西省太原市，聯

合舉辦座談會，讓港商與當地政府交流他們在當地營商及

生活的服務需要及經驗。 

 

  除了與內地的港人港商團體保持經常聯繫外，駐京辦亦支

持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學生舉辦校園活動，並向香港學生提

供特區政府職位招聘的資訊。此外，駐京辦鼓勵中國香港

（地區）商會及其天津分會為香港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c) 駐京辦在網上提供關於在內地生活，如結婚、生育及申請證件

等的常見問答資料，並將這些資料上載至駐京辦網站。駐京辦

亦正搜集關於港人在內地生活的其他資訊，如醫療、升學、法

律服務等，編制小冊子和在駐京辦網站上發放。 

 

(d) 駐京辦正就港商關注的全國性政策如稅務、勞務、知識產權等

進行調研，分析這些政策對香港企業帶來的影響及機遇，並會

安排專家在內地舉辦講座以及編制《專題通訊》，向香港商會

和企業發放有關資訊。此外，爲了加強對港人港商資訊的發

放，駐京辦分別於每周及每月向各大商會及港資企業發放有關

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和省市重大招商活動的通訊。 

 

(e) 駐京辦也就港商關注的其他議題舉辦專題講座，例如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天津分會合辦，以天津市人

民政府港澳工作辦公室、天津市財政局、天津市國家稅務局為

支 持 單 位 的 「 天 津 市 實 施 營 業 稅 改 徵 增 值 稅 試 點 工 作 研 討

會」，對象是在天津的香港企業；並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與中國

香港（地區）商會聯合舉辦，貿發局作為支持單位的「發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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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申請說明會」，邀請

香港生産力促進局專項基金秘書處代表向在北京的香港企業

介紹申請基金的審批流程及撥款安排。駐京辦也於二 零 一 三年

九月在北京舉辦了有關勞務的專題講座，反應踴躍。 

 

(f) 加強與貿發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駐內地辦事處的聯繫，共同合

作宣傳香港；就港商在服務範圍內的營商情況交換信息，採取

適當跟進；並合作收集有關省市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等資訊。 

 

入境事務及提供的協助 

 

12. 駐京辦處理的入境事務包括處理來港申請；就在香港申請與中國國

籍有關的事宜，與內地有關單位保持聯繫；與駐京外交使團商討免簽證入

境事宜；處理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以及為在內地遺失證件或遇上涉及

人身安全問題的香港居民提供切實可行協助。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至二零一

三年九月期間，駐京辦共收到 157宗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個案，其中

54宗涉及遺失旅行證件或金錢； 89宗的求助人士在內地發生交通意外、受

傷、患病或其親屬在內地死亡等；另 14宗則與香港居民在內地遭拘留有關。

此外，駐京辦共處理 4 786宗入境申請和 18 365宗查詢。  

 

13. 駐京辦自二零零一年三月起為在內地遺失金錢而未能即時獲得其

家屬給予援助的香港居民提供緊急金錢援助安排。駐京辦可向求助人墊付

合適金額的款項，條件是有關人士必須書面承諾會悉數清還墊款及盡速返

港。在二零一二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九月期間，駐京辦接獲 5宗這類的求助

個案，提供了緊急金錢援助。  

 

14. 此外，駐京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 16宗其他求助個案
2
，並已轉介至當

地相關政府部門作跟進。 

 

工作展望 

 

15. 駐京辦會繼續在其服務範圍內的省、市和自治區內推廣香港，並積

極與各省、市、自治區的政府就經貿及其他方面進行聯繫，以加強香港與

內地在經貿、投資、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溝通。駐京辦將繼續留意內地主

要政策、法規及措施的最新發展，並適時向各政策局及部門匯報，以評估

對香港的影響。駐京辦亦會繼續致力加強對在北京生活、工作或求學的港

人提供的服務及資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北京辦事處 

二零一三年十月 

                                           
2 求助個案數字為求助個案的新增宗數。如以轉介要求次數為統計基礎，則總共為 105 宗。 



 

 

附錄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

負責處理香港特區與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及海南五省／區之間的經濟

及貿易事務，並吸引內地企業來港投資。駐粵辦（包括其駐深圳聯絡處及

駐福建聯絡處）不斷加強與當地政府、非政府機構及商會的聯繫和溝通，

為在五省／區的港資企業提供支援，傳達相關政策和措施的信息，並聽取

他們的意見及建議，協助向有關當局反映。同時也處理在五省／區的香港

居民的查詢和求助個案。 

 

2.  五 省 ／ 區 內 的 香 港 營 商 機 構 及 工 商 協 會 是 駐 粵 辦 重 要 的 工 作 夥

伴。駐粵辦與它們經常保持緊密聯繫，共同合作為在內地的港商提供更佳

支援與尋找商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第十一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

交流會」在廣州市舉行，接近 1 000 名港商出席了該晚會，行政長官也出席

交流會任主禮嘉賓並致辭。 

 

3.  過去一年，駐粵辦繼續為多個在五省／區舉行的主要會議和活動提

供後勤支援，當中包括「第八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深港合

作會議」、「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議」、「博鰲亞洲論壇 2013 年

年會」等。駐粵辦也協助了雙方政府部門在一系列雙方高層官員互訪活動

中的策劃及協調工作。 

 

經貿關係 

 

4.  駐粵辦繼續致力為港商提供多項服務以促進及便利其在五省／區

的營商。每周發布的《駐粵辦通訊》提供了相關政策法規和經貿發展方面

的最新資訊以及駐粵辦舉辦的各項活動內容。 

 

5.  為促進港商在五省／區的業務發展及提高他們對相關政策法規的

認識，駐粵辦就港商普遍關注的事項舉辦多個相關活動，內容涵蓋企業轉

型升級、廣東省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廣東省收繳工會經費、勞動法及稅務

等。當中包括： 

 

  二零一二年十月在深圳市舉辦的「廣東省實施營業稅改徵增值

稅試點措施座談會」； 

 

  分別在二零一三年二月及二零一三年六月在深圳市舉辦了兩

次「香港商會會長交流會」；以及 

 

  二零一三年九月在廣州市舉辦的「勞動法及內地社保體系講

座」。 

 

6.  此外，駐粵辦聯同東莞市政府及香港工商協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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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零一三年五月，在香港分別舉辦了兩次「在莞港資企業升級轉型聯席

會議」會議，會上討論了港商關注的問題，並了解東莞市的港資企業在轉

型升級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7.  駐粵辦繼續積極協助港商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他們關注的問題並

跟進這些問題的進展。主要事項包括廣東省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廣東省收

繳工會經費、環保標準、淘汰氰化物電鍍工藝、勞動政策、企業轉型升級、

拓展內銷、海關查驗安排、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措施等。 

 

8.  駐粵辦亦密切關注前海、南沙及橫琴的發展，積極參與有關的諮詢

會，反映特區政府及香港業界的意見，亦有聯同多個香港業界代表團實地

考察這些區域。 

 

投資推廣 

 

9.  駐粵辦的其中一個重要職能是推廣香港正面形象，以及推廣香港是

五省／區企業擴展業務和進軍海外的理想平台。我們通過與五省／區的相

關政府部門及當地工商組織建立並維持著戰略工作夥伴關係，繼續聯繫、

吸引和協助五省/區的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 

 

10.  在報告期內，駐粵辦與內地企業會面或對其進行探訪共 419 次，為

其赴港開設辦事處或擴展業務提供諮詢及協助。在此期間，駐粵辦分別促

成了 31 個活躍項目，完成了 26 個項目，以及舉辦了 22 個投資推廣活動。

駐粵辦聯同投資推廣署舉辦的主要推廣活動包括：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舉辦題為「立足香港‧邁向國際」投資推

廣活動，包括「佛山企業總裁午餐交流會」、「中山企業總裁晚

餐交流會」和「珠海企業總裁午餐交流會」； 

 

  二零一三年四月，在「 2013 福建廈門．香港周」期間舉辦「善

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二零一三年五月，舉辦題為「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

投資推廣活動，包括在海南省海口市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

市舉辦的投資推廣研討會暨企業總裁午餐交流會； 

 

  二零一三年八月，在廣東省潮州市舉辦「善用香港優勢  開
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暨潮州市企業總裁午餐交流會；

以及 

 

  二零一三年九月，聯同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等主

辦單位在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第十七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

談會」期間舉辦題為「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研討會。 

 

公共關係 

 

11.  行政長官及其他主要官員多次前往內地五省／區進行訪問，加強了

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間的聯繫。其中，比較重要的活動有行政長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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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出席在海南省舉行的「第八屆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於二零一三年二月拜會廣東省委書記及深圳市委書

記；及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出席在海南省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 2013 年年會」

等。駐粵辦按情況爲上述訪問作出媒體安排，方便內地和香港媒體採訪報

道。 

 

12.  報告期內，駐粵辦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在廣州市舉辦了「慶祝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十六周年酒會」。駐粵辦邀請了五省／區政府部門、工商界及

友好組織的代表出席上述活動，藉此加強駐粵辦與他們的聯繫。駐粵辦亦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及三月期間分別在廣西區北海市、玉林市、南寧市及廣

東省廣州市的人流暢旺地點舉行「見‧識香港」圖片展，讓當地市民進一

步認識香港的發展情況及向他們宣傳香港的正面形象。 

 

13.  駐粵辦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參與協辦香港出版總會和香港印刷業商

會、香港電影發展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分別在廣州舉辦的南國書香節「香

港館」、「 2013 廣州•香港電影展映周」及「轉型升級•香港博覽」並協助

宣傳推廣該三項活動。 

 

14.  報告期內，駐粵辦亦接待多個香港學生代表團，向他們簡介駐粵辦

的職能及工作。此外，駐粵辦主任多次與內地主要報章記者和駐內地香港

記者見面，向他們簡介駐粵辦的工作，包括在區內宣傳香港經濟及貿易發

展的情況。 

 

15.  「廣東計劃」由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起開始接受申請，駐粵辦協助

宣傳有關計劃，並於辦事處提供宣傳單張、申請指引、申請表格等。 

 

駐深圳聯絡處 

 

16.  駐深圳聯絡處透過與深圳市政府、非政府機構及商會加強聯繫及向

在深圳的港商及港人提供協助，進一步增強粵港及深港合作。  

 

17.  報告期內，較主要的高層會議包括，在二零一三年一月，政務司司

長與深圳市市長在深圳共同主持「深港合作會議」。此外，二零一三年六月，

政務司司長與深圳市市長在深圳市主持「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揭牌儀式」

並訪問基地的香港青年。 

 

18.  駐深圳聯絡處重點工作之一是協助推進深港兩地在前海服務業的

發展，關注有關前海發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出台並適時提供這些資訊。 

 

19.  支援港商方面，駐深圳聯絡處就港商關注的議題，積極收集港商意

見，向深圳市有關當局反映並作出跟進，包括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勞

動政策、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社會保險、集體協商、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試點措施等。 

 

駐福建聯絡處 

 

20.  駐福建聯絡處透過與福建省市政府、非政府機構及商會加強聯繫，

進一步增強閩港合作，及向在福建的港商及港人提供協助(包括反映個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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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經營問題)。 

 

21.  在經貿方面，駐福建聯絡處的重點工作包括留意並跟進福建省政府

提出的「雙延伸」
1
構想，及「平潭綜合實驗區」有關優惠政策和法律法規

的出台，並向港商發放最新資訊。 

 

22.  報告期內，駐福建聯絡處出席了福建省市政府舉辦的大型招商展覽

活動及相關研討會，為港商尋找商機。駐福建聯絡處亦舉辦不同的活動，

向港商介紹福建的最新經貿政策和商業機會，包括在福州和廈門舉辦 CEPA
簡報會，並於上述在廈門舉辦的簡報會上，推廣「 2013 福建廈門．香港周」。 

 

「 2013 福建廈門．香港周」 

 

23.  香港特區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廈門市人民政府於二零一三年四

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日期間，在福建省廈門市共同舉辦「 2013 福建廈門．

香港周」(「香港周」)，旨在擴大和深化香港特區與福建省在經貿、文化、

旅遊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同時也推廣香港時尚及具創意的產品、服務和產

業，並提高當地對香港特區的認識及建立香港的整體品牌，同時協助港商

建立和推廣品牌及拓展內地市場，進一步支援港資企業轉型升級，把握由

國家「十二五」規劃帶來的機遇。 

 

24.  「香港周」是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一二年成立駐福建聯絡處後，在

福建省舉辦的最大型推廣香港活動。第一部分的活動是以市民大眾為對象

的展覽和展銷活動，包括： 

 

  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 2013 香港時尚產品博覽‧福

建廈門工展會」(工展會)。場內同時設置「品牌香港‧時尚廊」

(由工業貿易署（工貿署）的「BUD 專項基金」所資助)，以「時

尚、優質生活」為主題，共展出 100 個香港產品及服務品牌。

工展會共錄得近  30 萬入場人次；以及 

 

  由以下四個展覽組成的「香港館」：駐粵辦主辦的「見‧識香

港展」、國際汽車及航空工程師學會－香港主辦的「香港汽車

工業成果展覽」、香港動漫畫聯會主辦的「香港動漫館」、及香

港家私協會主辦的「 2013 廈門．香港(國際)家具節」。其中「香

港汽車工業成果展覽」由工貿署的「BUD 專項基金」所資助。 

 

25.  「香港周」的第二部分是專為兩地商界而設的研討會、商貿配對交

流會和專題交流講座，包括分別由投資推廣署、工貿署及律政司與駐粵辦

合辦的「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CEPA 研討會」

及「香港法律及仲裁服務研討會」。各場研討會反應踴躍。 

 

26.  在宣傳方面，除透過媒體簡報會、報章廣告、電子屏幕、單張/小

冊子、彩旗、橫額等宣傳「香港周」外，駐粵辦亦聯同政府新聞處，安排

福建省及廈門市共 6 家電子及文字媒體於「香港周」舉辦前，前赴香港進

行採訪，並適時刋登及播放，為「香港周」開幕營造更佳效果。 

                                           
1  「 雙 延 伸」 主要 是 將 《關 於建 立 更 緊密 經貿 關 係 的安 排》 (CEPA)中 凡適 用 粵 港澳 的政 策 延 伸到 福建 ；

並 將 《 海峽 兩岸 經 濟 合作 架構 協 議 》 (EFCA)中 凡 適用 閩台 的 政 策延 伸到 粵 港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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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內交」的工作 

 

27.  為了配合特區政府開展「內交」的工作，以及落實二零一三年施政

報告的有關措施，駐粵辦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擴闊和深化聯繫網絡；加

強信息收集；並推展各項工作，以更好地服務在有關地區生活的港人。具

體工作包括： 

 

(a) 深化政府對政府之間的工作，例如透過訪問五省／區的政府機

構及參與它們舉辦的活動，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探討加強兩地的

合作，從而更有效利用當地的政府平台，為港商在需要時提供

協助。 

 

(b) 加強聯繫五省／區的香港企業和香港人，了解他們的需要，以

提供更適切的幫助。例如： 

 

  分別在二零一三年二月及二零一三年六月在深圳市舉辦了

兩次「香港商會會長交流會」。 

 

  主動聯繫在本地就讀的香港大學生，與他們進行交流，了

解學生生活及學習的情況，如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分別與在

廣東省廣州市及福建省福州市就讀的學生代表舉辦交流會

／聚會。 

 

(c)  豐富《駐粵辦通訊》的內容，涵蓋港人在內地生活有關的資訊。 

 

(d) 加強搜集有關省市的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資料，繼續通過《駐

粵辦通訊》和駐粵辦網站發布，以及就港商普遍關注的事項舉

辦座談會／講座。 

 

(e) 加強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駐內地辦事處的聯

繫，共同合作宣傳香港；就港商在五省／區內的營商情況交換

信息，採取適當跟進；並合作收集有關省市重大發展和招商項

目等資訊。 

 

入境事務及提供的協助 

 

28.  駐粵辦處理的入境事務包括處理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以及為在

駐粵辦服務範圍內遺失旅遊證件或遇上涉及人身安全問題的香港居民提供

實質協助。在報告期內，駐粵辦共收到 173 宗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

個案，其中 4 宗涉及遺失旅行證件或金錢；159 宗的求助人士在內地遇到危

險、發生交通意外、受傷、患病或其親屬在內地死亡等；另 10 宗則與香港

居民在內地遭拘留有關。駐粵辦亦處理了 1 130 宗查詢。 

 

29.  此外，駐粵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 76 宗其他求助個案，並已轉介至

當地相關政府部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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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展望 

 

30.  隨著香港特區與內地各省／市在金融、經貿、基建、環保、醫療及

公共衛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緊密聯繫和合作，駐粵辦會繼續扮演香港

與內地五省／區之間橋樑的重要角色，加強與內地相關部門的聯繫，協助

香港特區政府落實有關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

展規劃綱要》和《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工作。 

 

31.  駐粵辦會繼續與各省、市、自治區的政府就經貿及其他方面進行聯

繫，留意各地對港商造成影響的政策措施，為業界提供資訊及適當支援。 

 

32.  爲了讓內地人士能對香港各方面的情況有更多了解，駐粵辦正與廣

東電台探討攜手製作每月播放的電台節目，介紹香港各方面的情況，並計

劃於本年第四季開始播放。 

 

 

33.  駐粵辦會繼續努力配合五省／區有潛力的企業赴香港投資，鼓勵內

地企業利用香港作為開拓國際市場的基地。 

 

 

 

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三年十月 



 

 

附錄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

的主要職能為: (一) 促進香港特區政府與上海市及江蘇、浙江、安徽和湖

北四省(「有關地區」)政府機關的溝通和聯繫；(二)宣傳香港，加強香港

與有關地區的經貿合作；及(三)為在有關地區營商、工作及生活的香港企

業及香港人提供適切的信息和協助。 

 

經貿關係 

 

2. 駐滬辦經貿關係組一直與香港及有關地區的持分者協作，推廣香港

商界及協助他們拓展內地的商機。我們的工作包括: 

 

(a) 支持香港業界代表團及考察團考察有關地區，讓他們對有關地

區的營商及投資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例如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及六月，駐滬辦分別陪同香港航運界聯席會議代表團和「滬港

兩地金融發展論壇」的香港代表團訪問上海，了解上海國際航

運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發展情況，並參加了代表團部分活動； 

 

(b) 透過參加經貿推廣活動，鼓勵及促進香港及有關地區的經濟交

流。例如於二零一三年四月至五月，駐滬辦分別在南京和南通

參加了「二零一三中國‧南京科技創業創新與重大項目投資洽

談會」和「中國南通江海國際博覽會」；也出席了在上海舉辦

的第 23屆中國華東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及首屆中國(上海)國際

技術進出口交易會； 

 

(c) 為加強對香港貿易業界在有關地區的協助和支援，舉辦了一些

與經貿有關的研討會。二零一二年十月，駐滬辦聯同香港工業

貿易署及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在上海聯合舉辦了「 CEPA研討

會」。二零一三年一月，駐滬辦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上海

聯合舉辦了「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申請說明會； 

 

(d) 協助有關地區省市到香港舉辦經貿活動，及協調有關內地官員

與香港特區政府高級官員會面。例如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及二

零一三年八月，駐滬辦分別協助了湖北省省長王國生及江蘇省

副省長史和平訪港期間的經貿推廣活動； 

 

(e) 與當地的香港商協會及團體，特別是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保持

緊密聯繫，並積極參與和支持有關組織的活動。二零一三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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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駐滬辦參加了由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英國

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等所舉辦的考察活動。二零一三

年五月，駐滬辦也出席了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杭州分會成

立典禮； 

 

(f) 透過發布通訊和特別報告，向香港特區政府有關政策局和部門

及香港主要工商團體適時通報區內最新經貿政策、法規和措施

的資訊。從二零一二年十月到二零一三年九月，駐滬辦共發出

144份通告/通訊；及 

 

(g) 密切留意在有關地區有可能影響香港企業的最新政策發展和

法規，適時向香港匯報；並收集當地香港企業對這些發展和法

規的意見，適當地向內地相關部門反映。例如包括香港業界比

較關注的《江蘇省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同胞投資條例(草案)》

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有關法規和最

新發展。 

 

投資推廣  

 

3. 駐滬辦投資推廣組繼續積極推廣香港的投資環境，主動物色和接觸

內地企業，提供免費的一站式服務，協助他們到香港投資設點。在報告期

內，投資推廣組進行了 36 次投資推廣外訪，訪問了 239 家公司，促成了 30
個活躍項目。報告期間，成功完成 19 個項目。 

 

4. 在報告期間，投資推廣組完成了一系列重點投資推廣活動，包括:  

 

(a) 二零一三年二月，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辦了以金融為主題的圓桌

會議，為 26 家會面企業介紹香港的營商和投資環境； 

 

(b) 二零一三年三月，香港投資推廣署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主管出

訪了蘇州市和上海市。 在三月五日，透過蘇州市工商聯的協

助，主辦了題為「拓展業務•帶動商機」的研討會，與 16 家

蘇州企業進行了交流； 

 

(c) 二零一三年三月，在武漢舉辦了「立足香港•邁向國際」的企

業總裁交流晚宴，由投資推廣署署長向當地政府機構及超過 

120 家企業代表詳細介紹香港如何能成為內地企業業務增長及

全球化的平台； 

 

(d) 二零一三年三月，與香港交易所、香港貿發局和杭州市金融辦

共同合辦了「 2013 企業香港上市融資 - 杭州推介會」，為約

270 家參與該推介會的浙江企業介紹香港營商環境和企業如何

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融資和拓展業務； 

 

(e) 二零一三年五月，參加了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技術出口

交易會並在展覽期間設立展位，向參展的 31 個國家和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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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家科技企業、技術交易服務機構以及其他參展觀眾推介香

港的投資環境； 

 

(f) 二零一三年五月，香港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訪問無錫市，並出

席了「立足香港 ‧ 邁向國際」專題研討會，和當地政府機構

和 130 家企業的代表分享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及最新發展；及 

 

(g) 在區內舉辦/參與了 45 個座談會和論壇，以推廣香港的投資環

境。 

 

公共關係 

 

5. 駐滬辦繼續舉辦推廣香港的活動，宣傳香港的最新發展，以及介紹

香港與有關地區的經貿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於報告期間，駐滬辦舉辦的活

動包括: 

 

(a) 舉辦活動，聯絡有關地區的工作夥伴及宣傳香港的最新信息。

二零一三年二月，於上海舉行癸巳年春節酒會，接近 200 名有

關地區的政府領導，以及工商組織機構、香港商界及企業代表

出席；並與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於酒會上合辦香港攝影作品展，

以及展示香港藝術設計師設計的創意家具，以介紹香港多方面

的風貌； 

 

(b) 協助安排內地官員到訪香港考察，加深他們對香港的了解及藉

此促進彼此的交流合作。例如在二零一三年三/四月期間，分

別協助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屠光紹、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及宜昌

市市長黃楚平訪港考察交流； 

 

(c) 接待不同的香港學生團體，向他們介紹駐滬辦的工作，並闡述

滬港的經貿關係。包括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及七月期間，分别接

見了「 2013 滬港金融專業大學本科生交流及考察試點計劃第二

次試行(試點計劃)」、「滬港明日領袖實習計劃」以及「 2013 香

港大學生暑期實習團」内到上海實習考察的香港大學生； 

 

(d) 不時就辦事處的工作情況和其他與滬港有關的事務安排內地

及香港駐上海媒體採訪，並進行聚會；並擴大信息的傳遞範

圍，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及三月開始分別與上海的東方網及湖北

的荊楚網進行合作，在這兩個網頁內建立專題網站宣傳香港信

息及駐滬辦官方網站的連結；  

 

(e) 積極籌備與不同媒體(包括電視台、電台及互聯網)合作，製作

及播放有關香港與內地「同根同心」的宣傳短片及專題節目/

報道，以傳達香港與內地「同根同心」的信息，展示香港多年來對

國家的貢獻和香港與內地同胞的互助精神；及 

 

(f) 籌備於二零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在駐滬辦服務範圍內 9
個城市，舉辦以香港與內地「同根同心」為主題的巡迴展覽，

向內地省市人民宣傳香港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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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內交」的工作 

 

6. 為了配合特區政府開展「內交」的工作，以及落實二零一三年施政

報告的有關措施，駐滬辦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擴闊和深化聯繫網絡；加

強信息收集；並推展各項措施，以更好地支援在有關地區生活的港人。具

體工作包括： 

 

(a) 做好政府對政府之間的工作，例如透過訪問有關地區的政府機

構及參與它們舉辦的活動，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探討加強兩地的

合作，從而更有效利用當地的政府平台，為港商在需要時提供

協助。 

 

(b) 主動聯繫有關地區的香港企業和香港人，了解他們的需要，以

提供更適切的幫助。例如：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到武漢與當地香港商會和學生代表舉辦

交流會及晚宴活動，以了解他們營商和生活的情況；及於

二零一三年五月及八月與新成立的中國(地區)商會 – 杭

州進行交流。 

 

  主動聯繫在有關地區念書的香港大學生，包括與在上海復

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理工大學、上海交通大海及

武漢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進行交流，了解學生生活及學習

的情況。 

 

  透過提供資訊及協助以支援服務範圍內的香港居民。在二

零 一 三年初，華東地區呈報人類感染甲型流感(H7N9)個案

後，駐滬辦便通過不同的消息來源，密切監察事態的發展。

為協助有關地區的香港居民及團體掌握最新發展，駐滬辦

向當地的香港商會及其他香港相關團體發出通告，提供有

關人類感染個案的最新發展資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以

及如何取得進一步的資訊及協助。 

 

(c) 加強搜集關於港人在內地生活的資訊，如醫療、升學、法律服

務等，編制小冊子和在駐滬辦網站上發放。 

 

(d) 加強搜集有關省市的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資料，通過駐滬辦的

網站上發布。有關上海的資料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發布。 

 

(e) 加強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駐內地辦事處的聯

繫，共同合作宣傳香港；就港商在服務範圍內的營商情況及

CEPA 個案交換信息，採取適當跟進；並合作收集有關省市重大

發展和招商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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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7. 駐滬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 26 宗求助個案
1
，並已轉介至當地相關政

府部門作跟進。 

 

工作展望 

 

8. 在來年，駐滬辦會繼續推動香港與有關地區的經貿往來，並推廣香

港，特別是在內地宣傳香港，促進內地民眾對香港正面的了解。此外，我

們會繼續加強內交的工作，更好地服務有關地區的香港企業和香港人。我

們特別會—  

 

(a) 深化内交的工作，強化 G2G 的關係和聯繫港商/港人，以更好

提供服務，做好與當地政府與商界之間的橋樑; 

 

(b) 做好宣傳工作，宣傳香港作爲理想投資地外，更宣傳香港與内

地同根同心的主題，促進兩地的相互了解; 

 

(c) 密切留意區域的最新發展，適時發布相關信息，讓香港業界適

時應對和把握機遇，如 CEPA、港商關注議題（稅務、勞務等）、

以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政策發展; 

 

(d) 為港商/港人提供信息和幫助，包括印製生活指南、舉辦營商、

生活資訊講座等; 

 

(e) 支持及協助香港貿易團考察有關地區及探討商機；及 

 

(f) 物色及吸引內地企業往香港投資設點及上市。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三年十月 

                                           
1 求助個案數字為求助個案的新增宗數，如以轉介至內地有關單位的次數為統計基礎，則為 108 宗。 



 

 

附錄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成都

辦）的主要職能是：（一）促進香港特區與四川、雲南、貴州、湖南、陝

西五省及重慶市的經貿合作，加強商貿聯繫，為港商提供支援，並吸引內

地企業往香港投資；（二）宣傳香港，促進香港特區與上述地區的溝通和

聯繫；及（三）為有需要的香港人提供適當的協助。 

 

經貿關係 

 

2. 為支持在駐成都辦服務區域內營運或開拓市場的港資企業，駐成都

辦主辦及參與多個經貿交流和考察活動，與相關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保持

緊密聯繫及交流。此外，駐成都辦亦透過網站和每月的經貿通訊，向香港

相關政府部門、商會以及港商發放區內最新的經貿政策和資訊。 

 

3.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舉辦了的重點活動包括： 

 

(a) 二零一三年一月，駐成都辦與香港西安商會合辦新年聚會，

了解商會的活動和工作安排以及港商目前在陝西發展的現

狀，並邀請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西安市分會代表出

席，三方共同探討兩地未來合作的機會； 

 

(b) 二零一三年二月，駐成都辦聯合香港貿易發展局及中國香港

商會 ─ 成都舉行新春聚會，進一步聯繫在內地的港商、港

人和相關團體，了解內地港人的生活需要和營商情況，以提

供最適切的信息和協助； 

 

(c) 與陝西省有關部門合作，進行「CEPA在陝西落實情況研究」，

希望能更好地利用CEPA的措施，為港商入陝搭建更有利的平

台； 

 

(d) 二零一三年三月，為工商管理研究社(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屬下

之專業團體)安排在成都考察，與成都市投資促進局官員會

面，考察成都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及企業；及 

 

(e) 二零一三年八月，協助安排財政司司長訪問長沙，與湖南省

及長沙市有關官員會面交流，加強兩地合作；司長亦訪問長

沙企業，並與在湘的港商及工作的港人會面交流，了解他們

的工作與生活情況。 

 

投資推廣 

 

4. 駐成都辦繼續向內地企業提供一系列便利其往香港發展業務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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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致力促使內地企業加深認識香港的優勢，以吸引其往香港投資。在報

告期內，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探訪了 139家內地企業、啟動了 7個項目及成

功完成了 4個項目，協助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 

 

5. 為了向內地企業介紹香港的營商投資環境，吸引內地企業充分利用

香港的各種資源和優勢，以香港為跳板開拓國際市場，在二零一二年十月，

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香港投資推廣署，與成都美食之都促進會及四川省

飯店與餐飲娛樂行業協會合辦了「立足香港‧邁向國際」香港餐飲業商機

介紹午餐會。參與活動的香港餐飲業代表及當地企業對介紹午餐會反應熱

烈，促進了川港兩地的餐飲業交流與合作。 

 

6. 此外，在二零一二年十月，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香港投資推廣署，

與重慶市工商聯（總商會）餐飲商會也在重慶合辦了「立足香港‧邁向國

際」香港餐飲業商機介紹午餐會。介紹午餐會亦反應熱烈，大大促進了參

與活動的渝港兩地的餐飲業的交流及合作。 

 

7. 為了讓貴州省企業了解香港的投資環境及服務業的優勢，介紹香港

的營商環境及發展機遇，鼓勵貴州省企業利用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平台，拓

展海外市場，在二零一三年九月，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和香港投資推廣署，

聯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貿易處合辦了「立

足香港‧邁向國際」貴州介紹會。會議反應熱烈，參與活動的當地企業超

過一百五十人，積極地促進了港黔兩地投資與經濟的交流及合作。 

 

8.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亦參與其他投資推廣活動，以擴闊與內地企

業的接觸，包括二零一三年四月於陝西省舉行的「第十七屆中國東西部合

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於 重 慶 舉 辦 的「 第 十 六 屆 中 國（ 重

慶 ） 國 際 投 資 暨 全 球 採 購 會 」 、二零一三年六月於雲南省舉行的「首屆中

國-南亞博覽會」、「第二十一屆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及「第八屆

中國-南亞商務論壇」。 

 

9. 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與服務區域的政府機構及工商組織一直保持

良好工作關係，藉此拓展聯絡網，亦不時參與內地舉辦的投資推廣合作活

動，也會協助內地官員及企業安排到香港的考察活動，讓他們了解香港最

新的經濟形勢及投資環境。 

 

公共關係 

 

10. 為進一步在內地宣傳香港的優勢和正面形象，駐成都辦繼續透過官

員互訪、主辦及參與經濟及貿易洽談會、研討會及博覽會等，推廣其作為

香港與服務區域之間的橋樑角色。 

 

11.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先後在成都、西安、重慶及昆明參與經貿博

覽會，設立展位宣傳及推廣辦事處的服務、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

形象、《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的重

建工作。 

 

12. 除了經貿活動，駐成都辦亦在文化範疇推動香港與服務區域的合作

及互動，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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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七月間，先後在成都、重慶、

昆明及貴陽舉辦攝影圖片展，以「人」、「事」、「景」、

「食」四個主題，全方位呈現香港這座有傳奇故事的城市的

動感、活力與繽紛色彩，亦向當地人民展示和推廣香港，促

進兩地的人文及文化交流；及 

 

(b)  二零一三年七月，與成都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合作，

邀請香港土生土長的樂團 SIU2到訪成都，參與「 2013成都國際

友城青年音樂周」，與成都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音樂家交

流，並舉辦專場音樂會「 SIU2中西撞擊新搖滾」。專場音樂

會有超過一千名成都民眾出席，並獲得廣泛好評。 

 

13. 駐成都辦一直與媒體保持密切聯繫，並以專訪、新聞發布會、簡介

會及茶聚等不同形式，向內地媒體介紹駐成都辦的工作及服務。此外，駐

成都辦亦定期發送香港和駐成都辦最新動態、活動及其他資訊予本地主要

聯繫單位，有效促進了駐成都辦與其服務區域內的當地政府、非政府機構、

商界和商會等之間的了解和緊密關係。 

 

支援四川省地震災後重建 

 

14. 目前，香港支援四川省地震災後重建超過 9成的項目已完工。駐成

都辦會繼續促進香港特區政府及四川省政府之間的聯繫，完成餘下的後續

工作。駐成都辦亦協助兩地政府支援重建的三層協調機制，定期召開不同

層面的協調機制會議，以商討援建和川港合作的相關事宜。在報告期內，

駐成都辦協助香港重要官員到訪四川省，包括政務司司長在二零一三年二

月的到訪，以及有關政策局、部門、特區政府聘用的獨立顧問，及義務專

業顧問等多次到訪四川省，進行實地視察和參與驗收完工項目。 

 

駐重慶聯絡處 

 

15. 駐重慶聯絡處自二零一二年一月成立以來，一直和當地的政府機構

及工商組織緊密聯繫，以擴展網絡，促進港渝兩地經貿交往。此外，駐重

慶聯絡處走訪了當地多個區縣，以了解最新的營商環境及優惠政策，為港

商尋求新的投資及合作機遇。駐重慶聯絡處已將相關資訊發放給香港相關

商會以及港商。 

 

16. 在報告期內，駐重慶聯絡處的主要活動包括： 

 

(a) 二零一三年三月，聯合重慶海外聯誼會—在渝港澳企業家分會

舉行新春聚會，聯繫在重慶的港商、港人和相關團體，了解內

地港人的生活需要和營商情況； 

 

(b) 二零一三年三月，舉辦「 2013香港攝影圖片展」，向內地公眾

展示和推廣香港形象； 

 

(c) 二零一三年五月，在「第十六屆中國（重慶）國際投資暨全球

採購會」設立展位，介紹駐重慶聯絡處的工作、香港優勢、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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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香港的相關內容； 

 

(d) 在駐重慶聯絡處積極協助下，重慶龍門浩職業中學（龍職中）

與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建立合作關係。首批三十人的龍職中

學生於今年五月前往香港展開為期五天的培訓學習；今年十二

月則由職訓局組織學生前往重慶，藉此推動兩地職業教育交

流； 

 

(e) 二零一三年六月，聯合重慶市港澳事務辦公室舉辦「在渝香港

學生交流會 2013」，與在重慶就讀大學的香港學生進行交流，

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及所需。因應香港學生的需要，駐重慶聯

絡處於交流會後向他們提供有關於香港及海外升學及就業的

資訊；及 

 

(f) 二零一三年九月，協助安排行政長官率領香港經貿代表團訪問

重慶，與重慶市領導及重慶企業會面交流，參與渝港經貿論

壇，並考察新發展區和參觀企業等。駐重慶聯絡處亦安排行政

長官與在重慶的港人會面，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加強「內交」的工作 

 

17. 為了配合特區政府開展「內交」的工作，以及落實二零一三年施政

報告的有關措施，駐成都辦加強聯繫在內地港人，了解港人在內地情況，

盡量提供資訊和協助，並加強與內地不同界別的溝通與宣傳。為此，駐成

都辦重點加強了多方面的工作，當中包括: 

 

(a) 做好政府對政府之間的工作，例如訪問有關地區的政府機構及

參與它們舉辦的活動，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探討加強兩地的合

作，從而更有效利用當地的政府平台，為港商在需要時提供協

助。 

 
(b) 加強聯繫在內地的港人港商，盡力提供資訊和協助。我們共舉

辦十五次聚會，與區內港人（區內工作港人、學生、港資企業

代表等）保持密切聯繫，了解他們情況及需要，盡力提供所需

服務或資料。從二零一三年二月起，駐成都辦在報告期內分別

在成都、重慶、長沙、貴陽、昆明及西安舉辦。  
 

(c) 搜集港人在內地生活有關的實用資訊，如醫療、升學、法律服

務等編制實用生活小冊子，並在駐成都辦的網站發放，以期為

在區內生活港人提供最貼身的生活資訊。 

 

(d) 籌備成立入境事務組，為在內地遇事港人提供更及時的援助。 

 

(e) 加強搜集有關省市的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資料，通過每月的經

貿通訊和駐成都辦的網站向港商發布。 

 

(f) 加強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駐內地辦事處的聯

繫，共同合作宣傳香港；就港商在服務範圍內的營商情況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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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採取適當跟進；並合作收集有關省市重大發展和招商項

目等資訊。 

 

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18. 駐成都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 19宗求助個案，並已轉介至當地相關政

府部門作跟進。 

 

工作展望 

 

19. 駐成都辦及駐重慶聯絡處，將繼續與當地的政府機構及工商組織保

持緊密聯繫，並透過參與及組織各種經貿活動和考察團，了解當地最新的

營商環境及優惠政策，搜集並發布港商關注的經貿信息，支持港資企業在

服務區域內營運或開拓市場。同時，駐成都辦將會繼續加強與服務區域內

的政府機構及其他團體的聯繫，以推廣香港作為內地企業投資首選之地，

及促進香港特區與內地在各方面的交流及合作。駐成都辦將繼續加強聯繫

在內地的港人港商，盡力提供資訊和協助。 

 

 

 

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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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 

工作報告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經貿文辦」）的主要職能是：（一）

促進港台經貿、投資、金融及商務往來等事項；（二）增進港台文化、教育

與觀光等方面之交流；（三）加強港台科技、交通運輸、醫療、公共衛生、

食品安全及其他方面之合作；（四）在可行範圍內，為在台之港人提供服務；

（五）按需要協助處理台灣民眾赴港入境申請之相關事宜；及（六）提供

其他相關的服務。  

 

經貿關係 

 

2.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繼續致力與台灣經貿主管當局、台灣主要工商

團體和各縣市的工商團體建立和加強聯繫。 

 

3. 經貿文辦亦繼續積極推動與在台港商的聯繫，包括拜訪多家港商及

參與港人組織的活動。此外，經貿文辦也接待了多個香港工商界訪台的考

察團，與他們交流港台經貿關係的最新情況和發展。報告期間，經貿文辦

處理了 47 宗涉及港台經貿事務的查詢。 

 

4. 自二零一三年三月起，經貿文辦每月出版《港台經貿通訊》，以供

在台營運之港商、台灣各商會及有興趣赴港投資的台商參閱，加強經貿資

訊的流通，公衆亦可於經貿文辦的網站 (www.hketco.hk)下載。 

 

投資推廣 

 

5. 經貿文辦的投資推廣組積極爭取台灣企業到港投資，鼓勵他們充分

利用香港的各種服務和優勢，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並為有興趣投資香港

的企業提供協助和服務。報告期間，該組造訪了 230 家企業，遍及台灣北、

中、南部及外島，共啟動了 177 個新項目，並完成了 9 個項目。 

 

6. 經貿文辦投資推廣組亦協助香港投資推廣署及廣東省肇慶市人民

政府於今年九月在台北舉辦「香港‧肇慶‧台北經貿合作交流會」，向台灣

企業介紹香港的商務發展優勢，以及作為一個外資企業的全方位平台。投

資推廣署署長出席交流會並發表了演講，有超過 270 位企業代表出席。 

 

7. 此外，投資推廣組亦參觀了多個台灣重要產業的展覽會，與參展的

台灣企業建立聯繫，以物色有興趣投資香港的企業。 

 

文化推廣及公共關係 

 

8.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繼續發展與台灣各界的關係，對象包括「台港

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董事、台灣當局有關的業務主管人員、

縣市政府、工商團體、文化團體、學術研究機構、傳媒、港資企業、在台

港人組織及香港學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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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經貿文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成立以來，經貿文辦主任已經拜訪

了 13 個縣市，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台南市、高雄市及金門縣，並與縣市

首長或高層官員和當地工商團體會面，向他們介紹經貿文辦的工作和香港

的最新情況。 

 

10. 此外，經貿文辦亦積極推動港台兩地文化交流。除了協辦「香港週

2012」（見下文第 14(a)段）外，也贊助具香港特色的藝文團體及人士到台灣

進行演出、交流或參訪；或資助台灣文化刊物製作以香港作為主題的特輯。 

 

11.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的主要宣傳推廣工作包括:  

 

(a) 出版及派發第二期《藝行@香港》及《香港文化古蹟漫步》小

冊子，介紹香港的藝術文化、保育活化歷史建築，以及相關旅

遊好去處； 

 

(b) 協助香港出版總會及香港印刷業商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參與

「台北國際書展」，設立香港館，展示香港出版業及印刷業的

成就； 

 

(c) 首次以協辦機構的身分，參與台中市政府於二零一三年二、三

月舉辦的「 2013 中台灣元宵燈會」，在會場入口設立一對具香

港特色的財神彩燈，並邀請香港歌手參與閉幕晚會演出； 

 

(d) 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台灣辦事處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初在台北華

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香港．味道」美食藝術展，向台灣

民眾推廣香港食物文化和旅遊，吸引超過 26 000 人次入場參

觀，部分展品稍後也分別於台中及高雄的旅遊展覽中展出； 

 

(e) 參 與 台 灣 各 地 的 大 型 節 慶 及 藝 文 活 動 （ 例 如 「 關 渡 藝 術 節

2012」、「 2012 台中爵士樂節」、 「 2013 高雄春天藝術節」及

「 2013 台灣颩燈會在新竹縣」），在這些場合展示或派發文宣

品，推廣香港形象； 

 

(f)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經貿文辦開幕一周年舉辦慶祝酒會，加強與

台灣各界的聯繫，並在台北捷運站的月台電視播放短片和在主

要報章刊登廣告，以推廣香港的形象；  

 

(g) 與台灣《遠見雜誌》合作推出「港台觀點對談」專欄，每月邀

請香港與台灣各一名嘉賓，就港台經貿、文化、城市管理等不

同議題分享經驗與觀點，促進港台交流；及  

 

(h) 透過開放辦事處的閲覽室、寄送文宣品給台灣所有公共圖書館

以及日常對外聯絡工作，讓台灣各界及民眾取得有關香港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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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在台港人 

 

12. 經貿文辦一直與在台港人和港生組織保持溝通和聯繫，提供適當的

意見和協助。經貿文辦主任也訪問了超過 10 所較多香港學生就讀的專上院

校，與學生座談，了解其學習和生活情況。此外，經貿文辦亦接待了多個

香港民間的考察和交流團，與他們交流對港台關係等議題的看法。 

 

13.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共收到 123 宗港人求助個案，這些個案主要與

進入香港與離開台灣、在台遇到意外事故及尋求法律協助有關。經貿文辦

按情況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或將個案轉介至台灣有關當局跟進。 

 

支援政府及「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的工作 

 

14.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積極支援政府及「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協進會」)推動與台灣的合作和交流，工作主要包括 : 

 

(a) 協助「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廿三日至十

二月二日於台北舉辦首屆「香港週」，向台灣民衆推廣香港的

表演藝術、電影及文化。經貿文辦亦協助安排「協進會」主席

李業廣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兼「協進會」副主席訪問台北。首屆

「香港週」吸引逾 12 500 人次參加，台灣觀衆反應良好； 

 

(b) 與台北市政府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合辦「香港－台北城市交

流論壇」，討論都市固體廢物管理和活化歷史建築物課題，約

有 200 位香港和台北兩地的官員、專家、學者和相關持份者出

席。財政司司長兼「協進會」榮譽主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兼「協進會」常務副主席、環境局局長及發展局局長(兩人

亦兼任「協進會」副主席)率領共約 90 人的香港代表團出席論

壇，經貿文辦亦為代表團安排參訪行程；及 

 

(c) 協助安排「協進會」主席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中訪問台北，與台

方的「策進會」董事長劉德勳會面，並為經貿文辦所舉辦的「亞

洲青年管弦樂團」台北音樂會歡迎酒會擔任主禮嘉賓。 

 

工作展望  

 

15. 經貿文辦運作至今已接近兩年，已逐步建立起與台灣各界的聯

繫。經貿文辦會繼續積極推廣台灣企業到香港投資、推動港台之間的經貿

關係和支援在台港商；以及促進兩地的文化交流，包括二零一三年十月在

台北舉辦一個經貿合作論壇，並協助「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於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在台北舉辦「香港週 2013」。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 

二零一三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