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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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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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十個省、市和自治區1的內

地機關之間的聯繫和溝通；（二）推廣及宣傳香港，尤其是促進與該十個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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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駐遼寧聯絡處）密切留意與港商有關的企業稅務、社會保險、

勞動關係、産品進出口等全國及其負責地域範圍內的政策與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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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每月向在內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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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等，

駐京辦也把這些資訊及分析編制了一份《專題通訊》，不時向商會及港資企業發放。《專

題通訊》也包括關於勞務、稅務、電子商務零售及網絡知識產權的深入分析。此外，駐

京辦邀請有關專家在北京舉辦有關稅務及商標法的講座，向港資企業講解相關政策及法

規和解答疑問。各專題講座皆反應踴躍。 

5.  駐京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與天津市人民政府合辦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

《總體方案》說明會，邀請市政府六位相關機構的代表就天津自貿試驗區的總體規劃、

擴大投資領域開放、貿易、航運、租賃、通關便利化、檢驗檢疫及金融創新等範疇向在

京津的港商講解相關政策。駐京辦及律政司亦於二零一五年八月聯同司法部及中國國際

貿易促進委員會在北京舉辦「香港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研討會」，推廣香港的法律及仲

裁服務。說明會和研討會均得到企業的積極參與，出席人數分別達 150 人及 250 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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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辦協助籌辦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於北京舉行的「第十八屆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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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國‧天津投資貿易洽談會暨 PECC
                                                       
1  駐京辦負責地域覆蓋範圍內的十個省、市和自治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內

蒙古、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及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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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投資博覽會」、「2015 中國•廊坊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第 21 屆中國蘭州投資

貿易洽談會」、「2015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第十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及「2015
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加強與當地部門、商務單位和企業的聯繫，推廣香港的經

濟優勢，以及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台。在報告期內，駐京辦繼續把各省、市和自治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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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利港商第一時間獲

得最新的內地商機資訊。 

7.  駐京辦也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旅遊發展局駐內地辦事處保持緊密聯繫，以

期更廣泛地在內地推廣香港的優勢。 

加強「內交」的工作 

8.  駐京辦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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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支援在內地

生活、工作和營商的港人。在報告期間，駐京辦致力做好政府對政府之間的工作、透過

訪問中央及有關地區的政府機構和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加強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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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向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

局及部門提交報告，從而讓它們對內地政策和發展（例如國家減少多項行政審批的政策、

最新經濟數據、稅務勞務及食品安全等）有適時的了解，及評估對香港的影響。駐京辦

也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到內地的訪問行程提供後勤支援。 

9.  駐京辦除了與在北京的港人港商團體（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商會、香港專業

人士（北京）協會、香港內地經貿協會）緊密聯繫外，也主動在天津市、河北省廊坊市、

遼寧省瀋陽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寧夏銀川市、吉林省長春市、新疆烏魯木齊巿及甘

肅敦煌巿約見港人港商代表，了解他們的情況，並協助與當地機構跟進他們的關注。 

10.  駐京辦亦支持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學生舉辦校園活動推廣香港，並向他們提供特

區政府職位招聘的資訊。在報告期間，駐京辦特別為在京就讀的香港學生舉辦「在京香

港學生就業講座」，邀請相關專業人士向他們分享就業市場的前景與趨勢；又舉辦「在

京就讀香港學生迎新聚會」，為在京港生提供一個互相認識和交流的平台，學生對上述

活動反應熱烈。駐京辦也成功聯繫了在北京的有關團體，鼓勵它們為在內地就讀的香港

學生提供暑期實習職位。 

11.  駐京辦同時致力在其服務範圍內的省、市和自治區舉辦不同活動，推廣香港不

同方面的優勢，包括香港藝術文化方面的成就，增進內地市民對香港的了解，促進兩地

的相互認識。適逢今年香港回歸祖國十八周年，駐京辦贊助了北京舞蹈雙周的活動（當

中包括為內地、香港和海外舞蹈藝術家舉辦的舞蹈營、藝術交流分享會、香港舞蹈藝術

家的表演、以及傳媒招待茶聚等）。同時，駐京辦也贊助了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在北京和

天津的演出，並獲得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全力協助，安排約 300 名北京學生參與

觀摩樂團演出前的排練，讓兩地的青年人和音樂愛好者有機會更深入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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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報告期間，駐京辦也新編制了《內地生活資訊》，就一些在內地港人可能關

注或影響生活概況的政策，以不定期形式發放予在其服務範圍內相關省、直轄市、自治

區的港人，為他們提供最新的內地生活資訊。相關資訊包括《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的

全面實施、北京市公共交通票價調整、全國火車預售期延長措施等。 

投資推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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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次，啟動 48 個活躍投資項目，並完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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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個行業性或投資主題研

討會及展覽會；其中，駐京辦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在北京；二零一五年四月在遼寧大連；

七月在河北秦皇島；八月在甘肅蘭州及北京舉辦了投資推廣研討會/說明會，宣傳香港的

優勢及便利營商的環境，反應良好。 

公共關係   

14.  在報告期間，駐京辦於負責範圍內省、市和自治區的大型商貿活動中，舉辦了

七次巡迴展覽，接待逾 47 萬訪客，獲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應。展覽內容包括介紹香港如

何利用自身的獨特優勢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香港的優勢産業、與內地

的雙贏合作，以及香港亞洲國際都會多姿多彩的風貌。駐京辦亦積極利用香港品牌推出

的新宣傳品，配合巡展舉行在有關省市投放報章廣告，推廣香港的優勢。 

15.  駐京辦亦與香港旅遊發展局攜手於北京舉辦《團圓‧香港》展覽，並於天津和

瀋陽進行媒體宣傳計劃，推廣香港擁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以連繫內地人對香港的情

感與文化的回憶。 

16.  在二零一五年六月，駐京辦於天津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創意香港‧天津」大型

宣傳活動，支持業界開拓天津市場。活動內容包括「創意香港‧品牌中國」研討會、香

港電影周以及「創意香港」主題展覽等。駐京辦邀請了不同合作夥伴參與合辦是次宣傳

活動，當中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百老匯電影中心、天津市港澳事務辦公室、天津市商

務委員會、天津市貿易促進委員會、天津市工商聯等。同期，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亦在

天津舉辦消費品展銷會，兩項活動互相配合，共同推廣香港產品和服務，推動津港兩地

的經貿合作。 

17.  「創意香港‧天津」反應良好，有接近 200 名當地企業代表出席「創意香港‧

品牌中國」研討會；電影周的開幕典禮暨電影欣賞會吸引約 80 名嘉賓及 110 多名媒體

人士出席，逾 150 人入場觀賞開幕電影。此外，位於梅江會展中心香港館的香港主題展

覽，於五天展期吸引了約 30 萬名人次參觀。有見展覽廣受歡迎，該展覽後來移師北京

和瀋陽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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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為了宣傳香港的電影創意產業，駐京辦亦與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合辦每年一度

的香港主題電影節，邀請香港著名導演出席活動與觀眾互動交流，進一步促進內地與香

港電影事業和電影人的深度合作。 

19.  此外，駐京辦也通過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和華夏之聲頻道，合作製作

電台節目，每周介紹香港最新發展。電台節目覆蓋範圍包括國內 31 個省、市、自治區。

駐京辦亦與「人民網」合作設立專題網頁推廣香港，當中包括香港人和內地同胞在彼方

生活和工作的故事， 以增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互相了解。 

駐遼寧聯絡處 

20.  駐京辦轄下的駐遼寧聯絡處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始運作，以協助港

人港企更好地把握東北地區發展帶來的機遇。聯絡處位於遼寧省瀋陽市。駐遼寧聯絡處

致力加強特區與東北地區，尤其是遼寧省和瀋陽市政府的聯繫，做好政府對政府的工作；

促進香港與有關省市的經貿關係及支援當地港人和港企。 

21.  在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駐遼寧聯絡處舉行揭牌典禮，標誌著駐遼寧聯絡

處的工作全面開展。典禮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遼寧省副省長邴志剛、國務院港澳

辦聯絡司副司長劉文達、瀋陽市副市長楊亞洲、駐京辦主任及駐遼寧聯絡處主任主禮，

另有 200 多位嘉賓出席。揭牌典禮上，駐遼寧聯絡處發布了「香港人內地生活小百科－

瀋陽篇」，並派發刊登在遼寧日報和瀋陽晚報上有關駐遼寧聯絡處的專刊，以及一份關

於聯絡處職能的宣傳單張。在揭牌典禮前後，駐遼寧聯絡處在瀋陽一個大型商場舉行「同

根同心‧300 家」藝術聯展，藉此加深瀋陽市民對香港的認識及促進兩地的文化藝術交

流；藝術聯展吸引近萬人參觀及多家媒體到場採訪。 

22.  自成立以來，駐遼寧聯絡處拜會了遼寧省、瀋陽市和大連市的相關政府機構，

通報駐遼寧聯絡處的成立及介紹其職能，並探討將來如何加強合作，為當地的港人港商

提供更全面的服務。 

23.  除了遼寧省市的政府機關外，駐遼寧聯絡處也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瀋陽

以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的東北辦事處保持緊密聯繫，以明瞭瀋陽的營商環境，並加強與港

資企業的聯繫及了解他們的最新發展。 

入境事務及提供的協助 

24.  駐京辦負責的入境事務包括處理赴港申請；就出入境事務及中國國籍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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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推廣人才入境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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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助。在報告期內，駐京辦共收到 160 宗香港居民在內地

遇事的求助個案，其中 49 宗涉及遺失旅行證件或金錢；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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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宗則與香港居民在內地遭拘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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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駐京辦共處理 4 294 宗入境申請和 22 927 宗查詢。 

25.  此外，駐京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 33 宗其他求助個案，已轉介至當地相關政府

部門作跟進，並留意進展。 

工作展望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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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助評估對香港的影響。駐京辦亦會繼續致力加強對在其服

務範圍內的省、市和自治區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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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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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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廣西、海南及雲南五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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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港人、有關團體

及商會的聯繫和溝通，一方面協助向香港業界傳達相關政策和措施的資訊，

另一方面協助香港業界向有關當局反映意見；同時也處理在五省／區的香

港居民的查詢和求助個案。駐粵辦亦透過不同的媒介宣傳香港。  
 
2.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香港交易

所等機構在五省／區內的代表及地區工商協會是駐粵辦重要的工作夥伴。

駐粵辦與他們經常保持緊密聯繫，共同推動香港與五省／區的經貿合作。  
 
3.  在報告期內，駐粵辦繼續參與多個在五省／區舉行的高層論壇和大

型經貿活動，包括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在海南省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二零一五年六月在雲南省舉行的「第 3 屆中國－南亞博覽會暨

第 23 屆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等。駐粵辦也協助兩地政府在一系列

高層官員會晤和互訪活動中的策劃及協調工作，包括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

長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在廣州出席「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

經貿洽談會」及於十一月出席在廣州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七次

會議」；行政長官於十二月出席在惠州舉行的「第十三屆香港珠三角工商

界合作交流會」等。  
 
經貿關係  
 
4.  駐粵辦繼續致力支援香港企業，為港商提供多項服務以促進及便利

其在五省／區的營商，包括收集有關商貿政策、法規和經濟發展的最新資

料，透過每週出版的《駐粵辦通訊》向港商發放相關資訊；協助港商就他

們關注的商貿問題向內地部門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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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海關便利措施、知識產權保護、稅務

及自貿試驗區等。當中包括：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昆明市舉辦「稅務及商標法講座交流會」；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廣州市舉辦「 2014 年內地稅務及海關專題講

座」；  
 

•  二零一五年一月在廣州市舉辦「海關通關一體化及企業信用管理辦

法宣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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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二月在南寧市舉辦「稅務及商標法講座交流會」；  
 

•  二零一五年三月在深圳市舉辦「香港商會會長交流會」；  
 

•  二零一五年六月在廣州市舉辦「廣東自貿試驗區政策說明會」；以

及  
 
•  二零一五年九月在廣州市舉辦「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交流會」暨

《 2015 在粵香港服務業企業名冊》發佈會。  
 
6.  此外，駐粵辦聯同東莞市政府及香港工商協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在香港分別舉辦了兩次「在莞港資企業升級轉型聯席

會議」，會上介紹促進製造業與電子商務融合發展、以及推動服務貿易發

展的最新政策措施，並就機器換人、企業人才培訓等港商關注的問題進行

討論。  
 
7.  為了解內地不同地區的最新發展情況及投資機遇，及促進與香港業

界交流，駐粵辦協助安排行政長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出席在惠州舉行的

「第十三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接近 1 000 名港商出席該晚會；

另外，駐粵辦亦安排財政司司長於二零一五年六月訪問佛山市，與佛山市

領導及港資銀行業界代表會面，及於二零一五年七月訪問福建省福州市、

廈門市和平潭試驗區，了解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和與在當地港商

會面。 
 
8.  駐粵辦亦密切關注前海、南沙及橫琴的發展，向相關內地單位反映

特區政府及香港業界的意見，和協助安排多個香港業界代表團實地考察這

些區域。此外，駐粵辦一直關注廣東省國企改革、廣東省參與國家「一帶

一路」的實施方案、以及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最新進展，密切留意有

關政策為香港服務企業和專業服務提供者到廣東市場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9.  駐粵辦亦積極協助香港創意產業開拓內地市場，於二零一五年五月

在廣州市舉辦「電影無疆界－粵港澳電影合作交流」啟動儀式暨午餐會，

八月在東莞市參與第七屆中國國際影視動漫版權保護和貿易博覽會並出席

香港館開幕式及相關活動。  
 
投資推廣  
 
10.  駐粵辦的其中一個重要職能是推廣香港作為理想營商夥伴的正面

形象，是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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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企業到香港開展業務，以及利用香港「走出去」

開拓國際業務。  
 
11.  在報告期內，駐粵辦投資推廣組與內地企業會面或探訪共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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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粵辦投資

推廣組分別開展了 35 個活躍項目及完成了 26 個項目。駐粵辦舉辦的重點

推廣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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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月，聯同投資推廣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行政

區聯絡辦公室（中聯辦）經濟部貿易處和雲南省商務廳在昆明市聯

合舉辦「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研討會暨雲南省企業總裁

午餐交流會；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安排並陪同投資推廣署署長出席廣州市商務委

員會於廣州市舉辦的投資推廣工作分享研討會；  
 

•  二零一五年一月，聯同投資推廣署、深圳市經濟貿易和資訊化委員

會聯合舉辦「深圳創新及科技行業投資香港研討會暨午餐交流

會」；  
 

•  二零一五年三月，安排並陪同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訪問廣東省廣州

市、佛山市及東莞市。期間，參加由東莞市商務局安排的東莞企業

座談會；  
 

•  二零一五年四月，安排並陪同投資推廣署財經及金融事務主管訪深

圳市，與當地企業會面；  
 

•  二零一五年五月，聯同投資推廣署、中聯辦經濟部貿易處和廣西壯

族自治區商務廳在南寧市聯合舉辦的「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

場」研討會；  
 

•  二零一五年六月，聯同投資推廣署、深圳市物流與採購聯合會聯合

舉辦「深圳物流及供應鏈行業投資香港研討會暨午餐交流會」；  
 

•  二零一五年七月，聯同投資推廣署分別在福州市與福建省商務廳、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福建省委員會和福建省工商業聯合會（總

商會）聯合舉辦「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和在泉州市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泉州市支會和泉州市工商

業聯合會（總商會）聯合舉辦「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

資推廣研討會暨泉州企業總裁午餐交流會；  
 

•  二零一五年九月，安排並陪同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出席在福建省廈

門市舉行的「 2015 廈門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並於參會期間與廈

門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廈門市商務局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

委員廈門市委員會聯合舉辦「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

推廣研討會；及  
 
•  在五省／區內舉辦／參與了 24 個座談會和論壇，以推廣香港的投

資環境。  
 

公共關係  
 
12.  行政長官及其他主要官員於報告期內多次前往內地五省／區進行

訪問，以加強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間的聯繫。其中，比較重要的活動

包括行政長官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在廣州出席「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



4 
 
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於十一月率領官員出席在廣

州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七次會議」；於十二月出席在惠州舉行

的「二零一四年第十三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及訪問深圳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於二零一五年一月與廣東省委書記會面；於三月

出席在海南省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四月到南沙考察及出

席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區）掛牌儀式；及八月到珠海拜訪

珠海市委書記和珠海市市長，並考察廣東自貿區橫琴片區。另外，政務司

司長於三月率領官員出席在廣州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十次工作

會議」。駐粵辦爲上述訪問提供後勤支援。  
 
13.  報告期內，駐粵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在廣州市舉辦了「慶祝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十八周年酒會」。約 500 名來自五省／區各政府部門、商會

和香港相關機構的代表出席酒會。為推廣香港的正面形象，加強內地民眾

對香港的整體認識，駐粵辦於二零一四年十月至二零一五年九月期間分別

在廣東省肇慶市、佛山市、江門市、東莞市及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福

建省泉州市及福州市、雲南省昆明市及廣西自治區南寧市舉行綜合展覽，

向內地民眾全面介紹香港各方面的最新情況，包括經濟、商貿、文化、環

保、旅遊及創意文化等，以及香港機構在內地的公益服務，以增進兩地社

會的互相了解。配合國家建設「一帶一路」的策略，上述展覽特別加強推

廣香港的金融及各項專業服務在當中可扮演的角色。其中，駐粵辦積極參

與六月在昆明市舉行的「第 3 屆中國－南亞博覽會」以及九月於南寧市舉

行的「第 12 屆中國－東盟博覽會」，設立大型香港館，重點展示香港在商

貿、金融及專業服務等方面的優勢和龐大的商業人脈網絡，可以作為國家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超級聯繫人」，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到「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和發展。 

 
14.  在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方面，駐粵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與香港電影

發展局、香港特區政府創意香港、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及澳門特區政府

文化局，在廣州舉辦「電影無疆界－粵港澳電影合作交流」啟動儀式；及

以八月在東莞市參與第七屆中國國際影視動漫版權保護和貿易博覽會並出

席香港館開幕式。駐粵辦亦不時配合香港主要演藝團體（包括中英劇團、

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管弦樂團及香港話劇團）到五省／區的演出，協助

宣傳相關活動，推廣香港文化藝術。  
 
15.  為了讓內地民眾對香港各方面的情況有更多了解，駐粵辦亦與廣東

電台合作製作《粵港同心》專題系列報道，每月一次在廣東電台新聞廣播

及珠江經濟台播出，並上載至駐粵辦網站供公眾重溫，節目的主題包括介

紹香港青年服務團在廣東的支教服務、粵港兩地社會服務合作、香港的傳

統節日等。報告期內，駐粵辦亦接待香港青年服務團團員及香港學生代表

團，向他們簡介駐粵辦的職能及工作。  
 
16.  為加強向內地廣大民眾宣傳香港營商環境和正面形象，駐粵辦在舉

辦主要經貿活動和展覽時均安排媒體採訪報道，並得到良好反應。例如在

二零一五年九月在廣州市舉辦「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交流會」暨《 2015 在

粵香港服務業企業名冊》發佈會，共有兩個電視台，兩個電台，七份報章

和 17 個網上新聞平台作出了報道，將信息廣泛發放到內地民眾。此外，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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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辦主任多次與內地主要媒體和駐內地香港記者見面，向他們介紹駐粵辦

的工作，以及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的情況。駐粵辦亦不時在服務範圍內的

主要報章就個別課題刊登專題文章，向內地民眾介紹香港企業、機構和市

民在內地的公益活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粵港民俗文化活動等，一方面宣

傳香港，亦展示兩地人民同根同心的情誼。  
 
加強「內交」的工作  
 
17.  駐粵辦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擴闊和深化聯繫網絡；加強訊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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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人港商在需要時提供協助。  
 
(b) 加強聯繫五省／區的港人港商，了解他們的需要，以提供更適切的

幫助。其中包括不時與五省／區內的港商聚會，了解有關企業的營

運情況；及主動聯繫及安排參訪活動予在五省／區就讀的香港大學

生，與他們進行交流 (詳見第 18-2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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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及中國香港 (地區 )商會－廣東，編制及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出版《 2015在粵香港服務業企業名冊》以及建立專門網

頁供公眾查詢，協助內地企業和居民以及在粵港人港商聯絡在廣東

省的香港服務企業和專業人士，探討合作機遇。  
 

(e) 加強搜集有關省市的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資料，向在內地工作的香

港專業人士和港商發布，以及就他們普遍關注的事項舉辦座談會／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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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港商在五省／區的營商情況交換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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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為便利在內地港人港商接收駐粵辦發放的信息和與駐粵辦聯繫，  

除《駐粵辦通訊》和駐粵辦網站外，駐粵辦在 2014年底起在內地社

交媒體微信設立駐粵辦平台，把信息直接發放到用戶手機，並讓用

戶通過手機直接報名參與駐粵辦的活動。  
 
18.  駐粵辦致力加強與在內地就讀香港學生的聯繫，並支援相關政策局

與各省市擴大和加深青年交流合作，進一步推展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和實

習計劃，以及支援青年人參與內地義務工作。  
 
19.  為加強與在內地就讀香港學生的溝通，駐粵辦不時舉辦座談會及交

流會，了解學生在內地生活及學習的情況，並提供所需的資訊和協助。在

報告期內，駐粵辦走訪八間於廣東省內的高校，與學校領導及在校香港學

生會面，就學生關注的事項交流意見；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在中山大學及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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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學舉辦「香港學生交流會」，邀請港資企業代表分享他們在內地創業及

工作的經驗，共有約 150 多名香港學生參加。駐粵辦亦舉辦參觀活動，包

括參觀港資企業、廣州南沙「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等，讓學生了解

內地的最新發展。  
 
20.  駐深圳聯絡處亦積極加強與在深圳就讀的香港學生的聯繫，並舉辦

活動，包括：在二零一五年六月，與深圳大學聯合組織了 80 位香港大學生

參觀港資企業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讓學生了解港資企業在內地

的運營情況，以及前海的發展。學生們認為兩天的參觀活動加深了他們對

內地的了解，有助他們計劃將來的發展方向。  
 
21.  駐福建聯絡處亦積極加強與在福建省就讀的香港學生的聯繫，並舉

辦多項活動，包括：在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月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分別於

福州、泉州和廈門舉辦共四場香港學生交流會；及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在福

州舉辦香港學生藝術作品展及安排學生參觀企業，各項活動共有約 680 位

來自七所福建高校的香港學生參加。聯絡處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安排教育

局局長訪問福建省福州市及廈門市，並與在當地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會面。

此外，駐福建聯絡處亦協助在福建省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在二零一五年六

月成立「福建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成為一個凝聚在閩港生的重要平台。 
 
22.  為協助香港學生於在學期間及畢業後，在當地找尋實習和工作的機

會，駐粵辦鼓勵在內地的港資企業，提供實習和工作機會。在報告期內，

駐粵辦透過有關大學發布了 368 個實習 /工作職位的資料，供在五省／區內

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申請。駐粵辦亦不時在官網上向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學

生發布相關資訊。  
 
23.  另外，駐粵辦亦支援相關政策局推展青年內地交流、義務工作及實

習計劃。駐粵辦於二零一四年年十二月及二零一五年一月陪同民政事務局

高級官員分別到廣東省梅州和韶關市，探訪在當地提供支援教學服務的「香

港青年服務團」的團員。駐粵辦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陪同教育局局長訪問

珠海、廣州及中山，拜訪當地高校及教育部門。報告期內，駐粵辦亦接待

到訪的香港學生團體合計近 190 人，向他們介紹駐粵辦的工作，並闡述粵

港兩地合作的最新發展。  
 
駐深圳聯絡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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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協助港

商就關注的議題，向深圳市有關當局反映意見。駐深圳聯絡處亦密切留意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和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發展政

策和法律法規的出台，並適時向香港業界發放有關資訊。  
 
25.  報告期內，政務司司長與深圳市市長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在深圳共同

主持「深港合作會議」。此外，行政長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在深圳出席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開幕及前海卡開通儀式等系列活動，以及分別在二零

一五年一月及七月，與深圳市委書記和深圳市市長會面。駐深圳聯絡處為

上述活動安排行程及提供後勤支援。駐深圳聯絡處也協助了雙方政府部門

在一系列雙方高層官員會晤和互訪活動中的策劃及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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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駐深圳聯絡處就港商普遍關注的事項舉辦多個相關活動，當中包

括：  
 

•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舉辦「建立良好勞資關係研討會」；  
 

•  二零一五年一月舉辦「稅務及商標法講座」 ;  
 

•  二零一五年四月舉辦「營商新模式－O2O 的新機遇與挑戰」研討

會；  
 

•  二零一五年八月協辦「物聯網的新機遇與挑戰研討會」；以及  
 

•  二零一五年八月協辦考察深圳港鐵項目。  
 
27.  駐深圳聯絡處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首次參加在深圳的「國際文化產

業博覽交易會」，在會場內設立香港展館，重點介紹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

並邀請香港服裝和產品設計業界合作，以實物展現出香港作為地區內設計

中心的實力，讓內地民眾對香港有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和認識。  
 
駐福建聯絡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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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加強閩港合作，及向在福建的港商及港人提供協助，包括支援香港

學生及反映企業的關注。  
 
29.  報告期內，駐福建聯絡處安排並支援政務司司長於二零一五年一月

率領政府代表團訪問福建福州市、泉州市及廈門市三地，並與福建省副省

長共同主持了第一次「閩港合作會議」，見證了閩港雙方簽署《關於加強

閩港經貿合作的協議》及《關於加強閩港金融合作的協議》。此外，教育

局局長及財政司司長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及七月訪問福建省福州市和廈

門市，以推動閩港教育交流，及加強閩港經貿聯繫。  
 
30.  駐福建聯絡處亦舉辦不同的活動，向港商介紹福建最新的經貿政策

和商業機會，及向當地市民宣傳香港的正面形象，包括：  
 

•  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廈門市舉辦「稅務及商標法講座」；  
 
•  在二零一五年五月舉辦「福建自貿區政策說明會」；及  

 
•  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泉州市及二零一五年五月在福州市舉

辦推廣香港的統合展覽。  
 

駐福建聯絡處亦留意並跟進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及福建就「一帶一路」政

策的最新進展和法律法規的出台，適時向港商發放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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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及提供的協助  
 
31.  駐粵辦處理的入境事務包括處理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宣傳及推

廣各項人才入境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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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可行的協助。在報告期內，駐粵辦共

收到 186 宗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個案，其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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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宗則與香港居民在內地遭拘留有關。駐粵辦亦

處理了 1 259 宗查詢。  
 
32.  此外，在報告期內，駐粵辦共接獲 54 宗其他求助個案，已轉介至

當地相關政府部門跟進，並留意進展。  
 
工作展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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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香港特區政府深化粵港、閩港及泛珠區域合

作，落實有關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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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駐粵辦會繼續推動香港與其服務範圍內的省、市的經貿往來，密切

留意區域的最新發展，包括國家「十三五」規劃、各省市推進建設「一帶

一路」的政策措施，廣東及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規劃及發展、於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簽署的《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

化的協議》的落實，適時發布資訊及提供支援，讓香港業界可及時應對和

把握機遇。  
 
35.  駐粵辦亦會繼續加強內交工作，一方更好地服務有關地區的香港企

業和香港人，亦同時做好宣傳工作，推廣香港的優勢，促進內地民眾對香

港正面的了解。  
 
 
 
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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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駐山東聯絡處）的主要職能為 :  (一 )促進香港特區政府與上海市及

江蘇、浙江、安徽和山東四省 (「有關地區」)的經貿和其他方面的合作，以

及與政府機關的相互溝通和聯繫；(二 )宣傳香港，加強香港與有關地區的經

貿合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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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其對有關地區的營

商及投資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例如參與在二零一五年四月香港軟

件行業協會於上海舉辦的「滬港軟件產業合作交流會」，以支持推

廣香港品牌及業界利用內銷機會拓展業務，及在二零一五年三月，

接待到訪上海的香港中華總商會代表團並陪同代表團拜訪上海市

委書記韓正；  
 

(b) 透過參加及舉辦經貿推廣活動，鼓勵及促進香港及有關地區的經貿

交流，包括出席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由浙江省政府在上海舉辦的

「 2014浙江省商務答謝晚宴」，參加於上海舉辦的第 25屆中國華東

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第 23屆中國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及第十六屆中

國國際食品和飲料展覽會。此外，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支援香港特

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濟南出席「轉型升級•香港博覽」

活動；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在山東廣播電視台播放與香港貿易發展

局聯合製作「魯港合作•轉型升級」電視專題片。另外，於二零一

五年八月聯同上海市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以及投資推廣署和香港

貿易發展局舉辦「香港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研討會 2015」，向內地

企業推介香港的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以及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優

勢，並支援律政司司長到訪上海市多個法律及仲裁服務機構；  
 

(c) 為加強對香港貿易業界在有關地區的協助和支援，舉辦與經貿議題

相關的研討會，以及安排和支援特區政府官員與內地對口單位及業

界的交流活動。其中，駐滬辦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與上海市政協港

澳台僑委員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聯合主辦  「 2014年度滬港合作與發展研討會」；於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分別舉辦了「商標法的實施及國內現行員工養老計劃稅務應用

講座」及「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電子商務及稅務分歧講

座」；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支援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出席滬港金融合作第五次工作會議；以及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安排香

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於上海的訪問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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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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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二零一五年五月，協助安排上海

市政協副主席姜樑於訪問香港期間，與房屋署、旅遊事務署及香港

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管理層代表交流；並且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安排上

海市浦東新區政府副書記馮偉訪問香港期間與內地及政制事務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公司註冊

處管理層代表會面；  
 

(e)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當地的香港商會及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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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年十二月，駐滬辦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上海及香港貿易

發展局共同主辦「滬港合作高峰論壇－新領域、新機遇」，並支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參與論壇及出席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上

海舉辦的 2014周年晚會。駐滬辦亦一直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的

上海、杭州及青島分會，以及濟南港澳投資企業商會等港商團體保

持聯繫；  
 

(f) 透過發布通訊和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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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及區內最新經貿政策、法規和措施的資訊。

在報告期內，駐滬辦共發出 39期通告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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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向香港匯報及解答業界的查詢；收集當地香港企業對這些發展

和法規的意見，並向內地相關部門反映。例子包括《江蘇省保護和

促進香港澳門同胞投資條例》，以及有關「一帶一路」政策和長江

經濟帶的發展；  
 

(h) 密切留意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最新發展，包括擴區後的

情況及有關的金融政策，適時向業界發放資訊並解答查詢。報告期

間，駐滬辦共發布了九份自貿區特刊，及協助安排香港特區政府代

表團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到訪上海出席滬港經貿合作第三次會議期

間參觀自貿區及與區內企業交流。此外，駐滬辦於二零一五年一月

發布了「從上海自貿區 2014版負面清單、新開放措施及金融政策看

港商的機遇及影響」專題報告，協助港商了解上海自貿區的機遇；

及  
 

(i) 駐滬辦亦會搜集各省市的重大發展和招商項目資料，並在駐滬辦的

網頁上發布。  
 
投資推廣  
 
3.  駐滬辦投資推廣組積極推廣香港的投資環境，主動物色和接觸有關

地區的內地企業，提供免費的一站式服務，協助他們到香港投資設點。在

報告期間，投資推廣組進行了 32次投資推廣外訪，訪問了 356家公司，促成

了 33個活躍項目。報告期間，成功完成 21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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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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月，參加由香港交易所和山東省金融辦在山東省濟南

市聯合舉辦的山東企業香港上市推介會；  
 
(b)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安排及陪同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出訪上海市及

江蘇省南京市，拜會當地商務部門與企業；  
 
(c) 二零一五年三月，與湖州市商務局以及杭州市貿促會和杭州市物流

與採購行業協會分別在浙江省湖州市和杭州市聯合主辦「善用香港

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座談會。另外，邀請及安排山東省

濟南市商務局領導率領濟南企業代表團參加投資推廣署在香港舉

行的「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暨內地企業

訪問香港活動；  
 
(d) 二零一五年三月，協助安排投資推廣署作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與山東省金融工作辦公室在山東省濟南市共同主辦上市研討

會的支持單位；  
 
(e) 二零一五年四月，聯同投資推廣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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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商務廳、安徽省工商業聯合會

以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安徽省委員會在合肥共同主辦「善用

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f) 二零一五年五月，聯同投資推廣署在江蘇省南京市和上海市主辦

「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g) 二零一五年五月，安排及陪同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參加香港貿易發

展局於山東省濟南市主辦的「轉型升級香港博覽」，並設立展位宣

傳香港投資環境；以及協助安排投資推廣署、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香港貿易發展局以及山東省相關政府部門舉辦「中國企業融資大

會」；及  
 
(h) 在區內舉辦 /參與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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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香港

與有關地區的相互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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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務區域內舉辦巡迴展覽。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駐滬辦

於八個城市舉辦主題為「同根同心 •共創雙贏」的巡迴展覽，共吸

引了約 18萬名參觀者；而在網上進行的同名宣傳網站及微信公眾  
號，亦吸引了超過 100萬名網民瀏覽。駐滬辦透過舉辦巡展開幕式

的機會，拜會當地政府相關部門及官員，探討合作機會；同時也安

排與港商港企及香港學生的代表會面，了解他們在當地的情況；  



4 
 

 
(b) 加強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駐內地機構的聯繫，通過

組織相關的展覽與宣傳活動，共同推廣香港多方面的優勢以及最新

的經貿社會發展。例如在二零一五年一月，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

在上海舉辦了以「團圓 •香港」為主題的展覽，推廣香港的傳統節

慶文化和正面形象，加強內地居民對香港的認識；二零一五年五月，

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推出以端午節及龍舟競渡為主題的媒體宣

傳計劃；在二零一五年五月，參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濟南舉辦的「轉

型升級•香港博覽」，並設立香港館；  
 
(c) 促進兩地香港與內地文化交流。，駐滬辦支持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在

二零一五年八月於上海的演出，並安排樂團與上海青年見面交流； 
 

(d) 媒體關係方面，駐滬辦積極建立並維護與有關地區內眾多香港及內

地媒體的關係，不時就辦事處參與的活動和其他與香港有關的事務

安排媒體採訪，並進行聚會；駐滬辦亦協助眾多香港與內地媒體就

香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行政長官）訪問有關省市而進行的採訪與

媒體發布會活動。例如協助及安排傳媒採訪行政長官和財政司司長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訪問上海及出席滬港經貿合作會議第三次會

議；  
 
(e) 積極開展與媒體的合作項目。在二零一五年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二  

月，駐滬辦與山東濟南人民廣播電台合作，製作電台節目《香港─

說不完的故事》，每周播出五次，向當地民眾介绍香港的歷史文化、

旅遊資訊、傑出人物和兩地的經貿往來的情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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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協助聯繫上海市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馮偉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到香港訪問相關政府部門；及  
 

(g) 接待不同的香港團體包括學生及商界組織，向他們介紹駐滬辦的工

作、滬港兩地多方面的合作及上海自貿區的最新發展。在報告期內，

駐滬辦共接待了超過 560名來自香港各個大專院校的學生代表。  
 

加強「內交」的工作   
 
6.  駐滬辦透過不同的活動，致力擴闊和深化聯繫網絡；加強資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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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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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人港商在需要時提供協助；駐滬辦

在二零一五年拜訪了有關地區內不同層級的官員（包括負責商務、

港澳事務、教育及司法等體系），就如何為港人港商提供適切協助

方面建立渠道及交換意見；  
 

(b) 全力協助滬港兩地政府召開在二零一五年四月舉行，由上海市市長

及行政長官共同主持的滬港經貿合作會議第三次會議。會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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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碩，兩地就十個範疇，共 27 項合作措施達成共識；兩地政府亦

簽訂三份分別有關金融服務、商貿及公務員交流的合作協議，合作

內容更趨多元化和多層次。駐滬辦會繼續擔當相關政府部門 /機關之

間的聯繫人，促進雙方的多元化合作；  
 

(c) 主動聯繫有關地區的港人，了解他們的需要，以提供更適切的幫助，

包括主動聯繫在有關地區工作、生活、學習的香港人，並與之交流

（詳見第 7-10 段）；及  
 

(d) 積極搜集資料，發放資訊給港人群體，駐滬辦編制了彙集港人在杭

州生活資訊 (如醫療、升學、法律服務 )的《港人內地生活小百科－

杭州篇》並於二零一五年中出版，備有印刷版及網上版，並分發予

主要的港人組織、港澳辦及相關大學，方便在浙江的香港人索取。 
 
7.   為加強與內地港人溝通，駐滬辦在報告期間舉辦及參與多個會面、 
聚會、研討會及參觀等，當中主要活動包括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在滬舉辦兩

場以「在內地的香港大學生求職創業研討系列」為主題的研討會，讓香港

學生更能掌握面試技巧及內地市場需求。兩場研討會共吸引 110 名來自上

海、浙江及江蘇省高等院校的香港學生參與；在二零一五年四月，到訪杭

州並與約 40 名在杭州就讀的香港大學生進行交流，了解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情況；在二零一五年五月與 30 名在滬香港學生及年青人會面；在二零一五

年五月及六月，探訪在滬三間高校，與校方及就讀的香港學生會面；在二

零一五年六月，聯同中國 (香港 )商會－杭州為上海及杭州學生舉辦參觀杭州

活動，加强兩地學生對港資企業的認識及了解；在二零一五年七月舉辦午

宴，與約 60 名在滬實習的學生進行交流，了解他們在滬的實習情況；以及

在七月為香港家長舉辦交流會，與 20 名香港家長會晤及了解他們的子女的

就學情況；在二零一五年八月參加香港上海聯會的成立典禮及晚宴，與超

過 200 名不同界別的在滬港人聯繫，並與該會代表探討未來合作空間。  
 
8. 駐滬辦安排當地港人與到訪的主要官員會面交流。例如在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安排教育局局長與當地 20 多名在南京的香港學生會面；在二零

一五年四月，安排行政長官及隨行的主要官員與約 30 名在滬就讀及就業的

年青人會面；在二零一五年八月，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訪問上海期間，除參

加「香港青年上海世博五週年重聚參訪團」部分活動外，亦與 27 名到滬實

習或就讀的香港學生交流，了解香港學生在滬學習、工作及生活實際情況。  
 
9.   駐滬辦支持在內地就業或就讀的香港年青人及學生舉辦多元化活

動，當中包括支持滬港青年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舉辦的「 2014 滬港澳青

年經濟發展論壇」；支持滬港青年會在二零一五年四月在屬下成立滬港同

學會，除出席該會的「第一屆會員大會暨成立典禮」外，亦積極與該會探

討合作空間；並為香港學生提供有關特區政府職位招聘的資訊。  
 
10.   駐滬辦亦推動有關地區內的機構提供實習職位予香港學生，並為參

與實習的學生提供多方面資訊、支援和協助。駐滬辦也為部分學生提供實

習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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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山東聯絡處  
 
11.   駐山東聯絡處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在山東省濟南市成立並正式

投入服務。聯絡處致力與山東省及其轄下城市的政府機構及工商組織加強

聯繫，以促進魯港兩地在經貿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並協助有意到海

外開拓業務的山東企業以香港為平台走出去。此外，聯絡處亦會與當地港

人港商定期聚會，了解他們需要及提供實質支援。  
 
12.    駐山東聯絡處自成立以來，已拜訪山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山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山東省委員會、濟

南市分會及青島市分會、濟南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濟南市商務局、濟

南市旅遊局、青島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青島市國際投資合作促進局等，

就其工作目標及具體活動安排，建立聯繫及交換意見。聯絡處亦協助省內

機構與香港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的溝通聯繫，例如在二零一五年六

月，協助濟南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廣宇及隨行的濟南市代表團

拜訪教育局、民政事務局和香港旅遊發展局；以及協助運輸及房屋局常任

秘書長(運輸)率領香港航運業代表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訪問青島，以推廣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角色，並介紹香港的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海事

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代表團並出席了香港－青島航運服務研討會和拜訪

相關政府部門和航運業組織。  
 
13.   報告期間，駐山東聯絡處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二零一五年五

月訪問山東省濟南市，並參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和山東省多個政府機構共

同主辦的「轉型升級˙香港博覽」期間，提供支援服務。此外，聯絡處亦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和山東省內的港商代表建立緊密聯繫，並積極參與和支

持相關機構的活動，尤其與濟南港澳投資企業商會和中國香港（地區）商

會—青島保持合作及聯繫。  
 
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14. 駐滬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 12宗求助個案，並已轉介至當地相關政府

部門作跟進，駐滬辦會繼續留意個案的進展。   
 
工作展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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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內地民眾對香港正面的了解。此外，駐滬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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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a) 透過駐山東聯絡處繼續推動香港與山東省的經貿往來，並推廣香港

的正面形象，促進山東省民眾對香港的了解和認識。此外，聯絡處

會繼續加強「內交」的工作，更好地服務在山東省的港人港企，並

且做好宣傳香港最新發展的工作，促進魯港的相互了解，以及密切

留意山東省經貿發展的政策、法律法規與措施的出台並適時向香港

業界發放這些資訊；  
 

(b) 深化内交的工作，強化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和聯繫港人港商，以更

好提供服務，做好與當地政府與商界之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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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做好宣傳工作，宣傳香港的優勢，並更促進兩地的相互了解，包括

籌備巡迴展覽及網上宣傳計劃；  
 
(d) 密切留意有關地區的最新發展，適時發布相關信息及舉辦研討會，

讓香港業界可及時應對和把握機遇，如中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

滬港通、「一帶一路」政策及長江經濟帶的最新發展、《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落實、以及其他港商

關注議題；  
 
(e) 聯繫滬港兩地相關部門及機關，協助落實及深化經滬港經貿合作會

議落實的項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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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支持及協助香港貿易團考察有關地區及探討商機；及  
 
(h) 物色及吸引內地企業往香港投資、設點及上市，並利用香港為有利

平台走出去。   
 
 
 

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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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駐重慶聯絡處）的主要職能是：（一）促進香港特區與四川

省、重慶市、貴州省、陝西省、青海省及西藏自治區的經貿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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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用香港作為走

出去的平台；（二）宣傳香港，促進香港特區與服務區域各方面的合作、

溝通和聯繫；以及（三）為在服務範圍內營商、工作及求學的香港企業及

香港人提供適切的信息和協助，並處理區內香港居民的查詢及求助個案。  
 
經貿關係  
 
2.  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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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成都辦會在服務範圍內各區縣進行調研，以了

解最新的營商環境及優惠政策，通過網站和郵件定期向港商發放，協助他

們尋求新的投資及合作機遇。  
 
3.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舉辦了的重點活動包括：  

 
•  在陝西省西安市「第十九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絲

綢之路國際博覽會」（西洽會暨絲博會）及青海省西寧市「 2015 中

國‧青海綠色發展投資貿易洽談會」等國家級商品交易會上設立展

位，介紹駐成都辦的服務及職能、香港的優勢、入境事務處的服務

及人才入境計劃、《基本法》、《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香港葡萄酒貿易及投資推廣署爲內地企業｢走

出去｣所提供的免費服務等；   
 
•  為進一步推動在各省市區落實 CEPA，在貴州省完成「CEPA 落實情

況調研」並舉行新聞發布會對外發布調研成果；又於四川省成都市

與當地省政府部門、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及中國香港商會－

成都合辦「四川 CEPA 交流會」，進一步加強業界對 CEPA 的認識，

推廣 CEPA 使用，促進川港經濟發展；  
 
•  爲加强港商對西部投資環境的了解，安排港商考察團考察重慶市，

與當地政府部門和企業交流，了解當地的經貿投資環境及政策，及

探索投資機會；  
 
•  為協助香港工業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進入內地市場，開拓商機，於

四川省成都市、貴州省貴陽市和西藏自治區林芝市舉辦「香港禮品

設計展 2015」，展示香港原創設計的産品及意念，並於成都市舉辦

「香港禮品設計展開幕研討會」及「 2015 蓉港創意設計展」，讓兩

地的設計業界交流、分享心得，推廣香港作為禮品設計及生產中心

的地位；又於拉薩市主辦「香港創意優質玩具展」，讓拉薩各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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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解香港製造玩具的品質、安全、設計及創意；  
 
•  為進一步推動陝港兩地在經貿、文化產業和音樂的交流和合作，駐

成都辦於二零一五年九月舉辦「西安香港節 2015」，有關的經貿活

動包括「香港禮品設計展 2015」及「香港禮品設計展研討會」，推

廣香港的原創品牌及設計出口，促進陝港兩地創意產業的交流及發

展；與貿發局合辦香港國際影視展，展示有關電影版權交易和華語

節目海外銷售的資料，吸引中國內地電影業界以香港作爲影視娛樂

作品交易的平台，推動香港作爲亞洲影視娛樂中心的地位；以及香

港葡萄酒貿易博覽展和香港葡萄酒貿易研討會，推廣香港作爲葡萄

酒貿易和集散樞紐的地位，增加陝西酒業及民衆對香港葡萄酒貿  
易、物流、旅遊等的認識，爲陝港葡萄酒貿易製造合作機會，共同

發展，開拓西部，以至整個內地葡萄酒市場；  
 
•  於成都市舉辦「香港法律及仲裁服務研討會」，推廣香港作爲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的重要角色，尤其在加强「一帶一路」

沿綫國家的經貿交通聯繫、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優勢企業「走出

去」等多方面，介紹香港的法律及仲裁專業能爲在內地的港商及內

地的企業提供的專業服務；   
 

•  多次與四川省商務廳、司法廳和中國香港商會－成都舉行座談，並

於各地定期舉行港商和商會會員聚會，了解在內地港商營商情况，

以提供最適切的信息和協助；並在成都市、貴陽市及西安市舉辦「稅

務及商標法講座交流會」，幫助港商更好地適應內地稅務及商標法

規的要求及加深理解和應對；  
 
•  與服務範圍內的商貿部門合作，在各地進行調研，加強收集各地發

布的重要政策、法規、重大發展及招商引資項目的資訊，尤其密切

留意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及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規劃和

政策措施，適時匯報最新發展和分析，並了解各地在「一帶一路」

中的區位優勢及營商環境，促進各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在報告期

內，駐成都辦走訪了四川省瀘州市、樂山市、綿陽市、眉山市和德

陽市；陜西省西安航空產業（國家民用航太產業基地和閻良航空基

地）、寶雞市、西咸新區和西安國際港務區；及貴州省安順市；以

及  
 
•  支持服務範圍內的省市前往香港舉辦交流活動，以及協調相關內地

官員與香港特區政府高級官員會面，例如在二零一五年五月，駐成

都辦協助四川省省長魏宏率領代表團訪港和在訪問期間舉辦的經

貿推廣活動。  
 
投資推廣  
 
4. 駐成都辦繼續積極向內地企業推廣香港的投資環境，並為有意到香

港投資的企業提供協助及諮詢服務。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組訪

問了 158家內地企業、啟動了七個投資項目及成功完成了五個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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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的主要投資推廣活動包括：  

 
•  二零一四年十一月，在貴陽市舉辦了「善用香港優勢‧開拓海外市

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  二零一四年十一月，在西安市舉辦了「善用香港優勢‧開拓海外市

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  二零一五年三月，聯同投資推廣署在重慶市和成都市共同舉辦「香

港法律及仲裁服務研討會」；  
 
•  二零一五年六月，聯同投資推廣署、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

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辦公室在成都市主辦「中國高成長企業融資上

市論壇」；及  
 
•  參與了其他投資推廣活動，以擴闊與內地企業的接觸，包括在二零

一四年十月於成都市舉行的「第六屆中國西部國際資本論壇」及二

零一五年五月於西安市舉行的「西洽會暨絲博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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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時參與內地舉辦的投資推廣合作活

動外，也會協助安排內地官員及企業到香港考察，讓他們了解香港最新的

經濟形勢及投資環境。  
 
公共關係  
 
7.  為進一步在內地宣傳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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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先後在成都市、陝西省西安市、重慶市及青

海省西寧市參與經貿博覽會，設立展位宣傳及推廣辦事處的服務、香港的

優勢、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基本法》、「一國兩制」，

以及香港多項人才入境計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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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重慶人民廣播電台攜手製作共六集的「你好 !香港」電台節目，

透過每月一集的專題報道及採訪，展示香港的軟實力、內地與香港

合作的機遇及達致的雙贏，並從中展現香港的產業及區位優勢；  
 

•  二零一五年三月，於貴陽市舉辦「香港情‧香港景」微型景觀展，

展出造工精細、呈現香港的文化和生活面貌的微型景觀模型；   
 

•  二零一五年九月舉辦的「西安香港節 2015－陝港音樂交流 2015」，
是駐成都辦在陝西舉行的首場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應陝西省文化廳

的邀請，活動亦成為「第二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的專題版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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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港音樂交流 2015」包括社區慈善演出、專業交流及「撞樂長安」

音樂會。由香港中樂團青年演奏家組成的 HKCO4U 及香港青年音

樂組合 SIU2 前往西安的敬老院和小學進行慈善表演，將關愛及香

港的原創音樂帶進社區。兩支樂隊亦專程到訪陝西廣播民族樂團，

進行座談及交流演奏。「撞樂長安」音樂會當晚有 1 000 多名觀眾入

座，樂隊傳統與前衛兼備、中西古今共融的獨特音樂風格，獲得一

致好評；及  
 

•  二零一五年九月，在「西安香港節 2015」期間亦舉辦了香港電影展，

播放多套出色的香港電影，加強陝西民眾對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

了解，推動香港電影業的發展。電影展已納入為「絲綢之路國際電

影節」的項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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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其他資訊予當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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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內交」的工作  
 
11. 駐成都辦重點加強聯繫在內地港人，了解他們在內地情況，盡量提

供協助，並加強與內地各界的溝通與宣傳，當中包括：  
 
•  舉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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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們的情況及需要，盡力提供所需服務

或資料；   
 

•  駐成都辦在報告期內完成編制《香港人內地生活小百科》的《西安

篇》及《貴陽篇》，在網站向公眾發放與當地生活有關的實用資訊；

並每半年更新一次已完成的《成都篇》及《重慶篇》；  
 

•  與各地外事僑務辦公室／港澳事務辦公室／信訪辦公室等相關單

位建立關係及保持聯繫，適時就港人求助個案的整體情況作溝通；

及  
 

•  除了與內地相關官員的恒常聯繫外，駐成都辦也主動聯繫區內政協

港澳台僑事務委員會／港澳委員，通過與他們溝通交流，增進香港

與相關省市之間相互了解。  
 
12. 駐成都辦與 16 所位於四川省、陝西省及重慶市有香港學生就讀的

大專院校保持緊密聯繫，了解學生生活及學習情況，並向他們提供特區政

府職位招聘的資訊。駐成都辦亦為在西安市就讀的香港學生舉辦新學年迎

新晚會，促進港人間互相協助；又安排在成都市就讀的香港學生參觀特區

政府於四川省的援建項目，以加強辦事處與他們的聯繫及增進他們對內地

與香港間合作關係的了解；並於成都舉辦「香港學生就業講座」，安排參

觀港資企業，邀請專家講解求職技巧，邀請企業介紹其職位空缺，以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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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成都辦介紹應屆香港公務員招聘事宜。  
 
13. 於報告期內，駐成都辦聯繫了在成都市、重慶市及西安市的企業及

機構，鼓勵它們為在內地就讀的香港學生提供暑期實習職位。結果獲得超

過 30份暑期實習機會可予學生申請。  
 
14. 駐成都辦亦推動服務範圍內的公營機構於暑期提供實習機會予於

香港就讀的大學生，增加他們對內地的了解，促進兩地更緊密的關係。駐

成都辦也提供學生暑期實習崗位。  
 
駐重慶聯絡處  
 
15. 駐重慶聯絡處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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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重慶聯絡處會在當地各區縣進行

調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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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會將相關資訊發放給香港相關商會及港商。駐重慶聯絡處亦會與當

地港人港商定期聚會，了解他們需要。  
 
16. 在報告期內，駐重慶聯絡處的主要活動包括：  

 
•  在「第十八屆中國（重慶）國際投資暨全球採購會」，介紹駐重慶

聯絡處的服務及職能、香港的優勢、入境事務處的服務及人才入境

計劃、《基本法》、 CEPA、國家全球金融中心、國際會展之都、香

港葡萄酒貿易及投資推廣署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所提供的免費服

務等；  
 

•  邀請 SIU2 及香港中樂團參與駐重慶聯絡處聯同重慶市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辦的《渝港音樂交流 2014－「撞樂山城」音樂會》及兩場慈

善表演；  
 

•  舉辦「香港禮品設計展 2014」，讓香港創意設計代表展示他們設計

的產品及意念，推廣香港原創品牌及設計，成功宣傳香港作為禮品

設計及生產中心的地位；  
 

•  舉辦「稅務及商標法講座交流會」，幫助香港企業改善稅務業務以

及更好的理解和適應新商標法；  
 

•  舉辦「香港法律及仲裁服務研討會」，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解決爭議中心的重要角色，尤其在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經貿交通聯繫、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優勢企業「走出去」等多

方面，介紹香港的法律及仲裁專業能為在內地的港商及內地的企業

提供的專業服務；  
 

•  在駐重慶聯絡處積極協助下，「渝港職業教育交換生項目」進展良

好。香港職業訓練局及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生已進行互訪。項目幫

助搭建渝港兩地青年學習、實踐和交流的平台，提升學生的專業技

能，拓展學生的視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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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 2015 秋季在渝港人聚會」，有約 120 名在重慶生活、工作或

營商的港人港商參與。藉此機會進一步了解在渝港人的生活需要和

營商情況，向他們介紹駐重慶聯絡處的職能，分享最新動態及預告

日後舉辦的活動，並為出席的港人港商提供相互認識和交流機會。 
 
入境事務及提供的協助  
 
17. 駐成都辦處理的入境事務包括處理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宣傳及

推廣各項人才入境計劃，以及為在駐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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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可行的協助。在報告期內，駐成

都辦共收到 49宗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個案，其中 18宗涉及遺失旅行

證件或金錢；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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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成都辦亦處理了 1 015宗查詢。  
 
18. 此外，駐成都辦在報告期內共接到八宗其他求助個案，已轉介至當

地相關政府部門跟進，並留意進展。   
 
工作展望  

 
19. 駐成都辦及駐重慶聯絡處，將繼續與服務範圍內的政府機構及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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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在服務範圍內營運或開拓市場。同時，駐成都辦將會繼續加強與服務

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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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會繼續密切留意在

服務範圍內各省市區有關「一帶一路」政策及國家「十三五」規劃的佈局

和政策，並主動聯繫相關部門，收集有關資料，推動利用香港作為走出去

的平台，促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為香港企業帶來新的商機。  
 
 
 
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五年十月



附錄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武漢

辦）的主要職能為：（一）促進香港特區政府與湖北、湖南、山西、江西和

河南五個中部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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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和協助。駐武漢辦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一

日投入服務，並於二零一五年三月遷入其長期辦公室，象徵辦事處全面開展

工作。  
   
經貿關係  
 
2.   駐武漢辦積極與香港及中部地區的相關單位組織聯繫合作，推廣香

港商界及協助他們拓展內地的商機。具體工作包括：  
 

(a) 支持香港業界團體考察有關地區，加深港商對當地營商及投資環境

的認識，並向內地推廣香港的不同行業，以促進經貿合作。例如於

二零一五年七月在長沙舉辦「香港城市規劃及建設經驗分享研討會」 
，邀請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代表與

湖南省的相關官員及業界人士分享經驗，促進兩地業界交流；二零

一五年四月參與香港總商會「湖南省考察團」考察長沙和湘潭；     
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和七月分別與赴武漢參加活動的香港商會代表

團 1及香港律師會代表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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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赴鄭州出席「第九屆中國（河南）國際投資

貿易洽談會」和二零一五年五月參加在武漢舉行的「第九屆中國中

部投資貿易博覽會」；   
 

(c) 支持有關地區省市前往香港舉辦經貿活動，以及協調相關內地官員

與香港特區政府高級官員會面。例如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零一五

年月及六月，分別協助湖北省副省長甘榮坤、江西省省長鹿心社及

湖南省省長杜家毫率領代表團訪港和期間的經貿推廣活動；   
 

(d) 與有關地區的港商協會及團體保持緊密聯繫，並積極參與和支持它

們舉辦的活動。在報告期間內，駐武漢辦多次與中國香港（地區）

商會－武漢、湖南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及多家在有關地區省市投資

經營的港商會面及參與他們的活動；   
 

(e) 透過發布通訊及舉辦交流會，向香港主要工商團體及在有關地區的

港人港商適時通報區內最新經貿政策、法規和措施的資訊；密切留

                                                       
1  代表團包括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總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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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當中有可能影響香港企業的最新政策發展和法規，適時向特區政

府有關政策局 /部門匯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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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告期間，駐武漢辦已發

布 12期的每月《駐武漢辦通訊》、21期《專題通訊》和一期的每季

《駐武漢辦內地經貿活動通訊》，提供相關內地經貿資訊，以及港

商一直關注的營商政策課題（例如稅務、勞務、知識產權和社保等）

的分析。此外，駐武漢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舉辦「武漢市政府與港

資企業代表座談會」，提供機會予在武漢的港資企業與當地多個相

關政府部門直接溝通及反映意見；及  
 

(f) 通過舉辦研討會，邀請相關專家向當地營商的港資企業介紹內地稅

務、勞動法及社會保障體系等熱點議題。例如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和

二零一五年六月在武漢分別舉辦「內地稅務研討會」和「勞動法及

社會保障體系講座」；二零一五年三月在長沙和鄭州分別舉辦「內

地稅務研討會」。  
 
投資推廣  
 
3.   為吸引內地企業前往香港投資開業，駐武漢辦投資推廣組致力聯繋

和拜訪有潛質的企業和相關工商組織，介紹香港作為內地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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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告期間，

駐武漢辦投資推廣組主動聯繫及探訪了不同企業及機構 193次，啟動了七項

活躍投資項目，並完成了二項投資項目。  
 
4.  在報告期內，駐武漢辦的主要投資推廣活動包括：  
 

(a) 二零一四年十月，聯同投資推廣署、武漢市律師協會、湖北省拍賣

行業協會及武漢房地產開發企業協會舉行圓桌會議；  
 
(b) 二零一五年三月，聯同投資推廣署分別在武漢和鄭州舉辦「善用香

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廣研討會；  
 
(c) 二零一五年九月，聯同投資推廣署在長沙和武漢為企業介紹香港商

業及專業服務行業的發展機遇，以及企業如何在香港拓展業務；及  
 
(d) 參與有關地區的投資推廣活動，以擴闊與中部五省企業的接觸。例

如二零一四年十月於武漢舉行的「第七屆中國中部 (湖北 )創業投資大

會」和二零一五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第九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

覽會」等。  
 
公共關係    
 
5.   作為香港與有關地區之間的橋樑，駐武漢辦透過不同渠道、官員互

訪及參與各類活動，在有關地區宣傳香港的優勢和推廣其正面形象。具體工

作包括：  
 

(a) 為配合行政長官到訪武漢，駐武漢辦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在有關地區

共八份暢銷及具影響力的報章同步刊登跨頁專題特輯，向中部地區

市民介紹駐武漢辦及推廣香港。是次訪問亦得到多家香港及內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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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導；  
 
(b)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第九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設立「香港館」，向參觀者展示香港作為亞

洲商貿樞紐及創意之都的非凡魅力；  
 
(c)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及二零一五年一月在武漢舉辦推廣香港的展  

覽；並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展開「見‧識香港」2015-16中部五省巡迴

展覽，加深當地民眾對香港各方面情況的了解；   
 
(d) 與湖北廣播電視台農村廣播頻率合作，繼續製作播放《下一站‧香

港》電台節目，在湖北及其他華中地區宣傳及推廣香港；  
 
(e) 與「荊楚網」合作設立香港專題網頁，由二零一五年九月起透過專

題報導及新聞資訊等，讓湖北省及其他中部地區民眾更全面地了解

香港情況；  
 
(f)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開通微信帳戶，以新媒體形式提供有關駐武漢辦

及香港的資訊；  
 
(g) 配合香港話劇團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在武漢的演出，安排採訪及協助

宣傳推廣香港文化藝術；  
 
(h)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至九月，在武漢市商業區內多個地點，透過戶外

LED屏幕播放推廣香港平面廣告；及  
 
(i) 二零一五年九月，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在武漢及長沙市，通過電視

台、電台及報章雜誌推廣香港旅遊。  
 

加強「內交」的工作  
 
6.    駐武漢辦致力開拓和深化聯繫網絡、加強資訊收集，以及推展各項

支援在有關地區生活、經商、工作及求學港人的措施。具體工作包括：  
 
(a) 加強政府對政府之間的聯繫工作。透過訪問有關地區的政府機構，

以及參與他們舉辦 /合辦的活動，加強彼此的聯繫及搭建合作的平台。

駐武漢辦並會就有關地區的規劃和政策等聯繫相關單位以了解詳情，

及向特區政府匯報。在報告期間，駐武漢辦協助安排行政長官及其

他主要官員訪問有關地區的多項活動。另外，駐武漢辦積極協助有

關地區的政府官員赴港出席活動及考察，加深他們對香港的認識及

了解最新發展情況。例如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安排湖北省代表團與

規劃署和民政事務總署交流城市規劃和物業管理經驗；二零一五年

五月江西省代表團考察香港科技園公司；二零一五年六月湖南省代

表團與發展局和規劃署交流香港新市鎮規劃建設經驗。  
 
(b) 主動聯繫有關地區的港人港商，了解他們的需要，以提供適切的幫

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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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多次聚會，與有關地區的港人港商保持緊密聯繫，了解他們

在中部投資經商和生活的情況和需要。例如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在

武漢舉辦「在鄂港人新春聚會 2015」；及在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

員訪問有關地區時，安排當地港人與主要官員會面交流，包括二

零一五年四月行政長官訪問武漢、二零一五年五月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訪問武漢、二零一五年七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訪問

長沙及鄭州；  
 
•  與在武漢及長沙就讀的香港大學生及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交

流，了解學生的生活及學習情況；  
 

•  鼓勵武漢的港資企業為在武漢及長沙就讀的香港大學生提供實

習機會，並將有關資料發放予香港學生；並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在

武漢舉辦「在內地的香港學生求職創業研討會」，為當地的香港

大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及就業相關資訊，協助他們規劃自己的發展

方向，為投身社會作好準備；及  
 

•  通過網站向在有關地區的港人提供資訊，例如特區政府職位招聘

的資訊。  
 
(c)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相關內地辦事處保持緊密聯

繫，共同合作有關宣傳香港等工作。  
 
為香港居民提供的協助   
 
7.   駐武漢辦在報告期內共接獲十宗求助個案，並已轉介至內地相關政

府部門作跟進，及留意進展。  
 
工作展望  
 
8.  駐武漢辦會繼續推動香港與有關地區的經貿往來，並在有關地區宣

傳香港以促進內地民眾對香港的了解。此外，我們會繼續強化政府與政府之

間的關係，加強聯繫和服務有關地區的香港企業和香港人，包括密切留意中

部地區的最新發展，適時發布相關資訊，並就港商關注議題（例如CEPA、

稅務、勞務等）及中部地區的政策舉辦研討會，搜集關於港人在內地生活的

相關資訊（例如工作、營商、醫療、升學、法律服務等）並在網站發放。我

們亦會留意有關地區主要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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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武漢辦並已開展在有關地區開設聯絡

處的研究和籌備工作，聯絡處預計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內開展服務。   
 
 
 
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一五年十月  
  



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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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衞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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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文辦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台灣辦

事處緊密合作，支持及協助在二零一四年八月成立的「台北市香港商業

協會」籌辦多項活動，包括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主持的揭牌儀式。經貿文辦也接待了多個香港工商界訪台的考

察團，並與他們交流港台經貿關係的最新發展。報告期間，經貿文辦處

理了 35 宗涉及港台經貿事務的查詢。  
 
4 .  報 告 期 間 ， 經 貿 文 辦 每 月 出 版 《 港 台 經 貿 通 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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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 t co .hk）下載。  
 

5 .  為 增 強 台 灣 各 界 對 香 港 的 了 解 ， 加 強 兩 地 的 經 貿 合 作 和 交 流 ，

經 貿 文 辦 分 別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於 台 北 和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於 台 南 主

辦兩場「港台經貿合作論壇」。在台北舉行的論壇聚焦如何加強兩地金

融業的合作，包括開拓離岸人民幣商機，以及證券市場的合作；而在台

南舉行的論壇則探討港台兩地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以及品牌和設計的

行銷策略。此外，經貿文辦在二零一五年五月及六月，分別於宜蘭縣和

台北市舉辦了兩場經貿座談會，以及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主辦了一場港台

金融界交流午宴。  
 

投資推廣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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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內地及國際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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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家 企業，遍

及台灣北、中及南部，共啟動了 238 個新項目，並完成了 13 個 項 目 。  
 
7 .  經 貿 文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在 報 告 期 間 出 席 了 多 項 活 動 ， 例 如 二 零 一

五年一月的「 2015 智慧城市展」及「 2015  兩岸移動互聯網年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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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一 五 年 三 月 的 「 2015 網 路 暨 電 子 商 務 產 業 論 壇 」 和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的「台北國際電腦展覽會」等，以了解台灣主要產業最新的發展和趨勢。

另 一 方 面 ， 投 資 推 廣 組 亦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參 加 「 2015 創 業 小 聚 暨 台

北搖籃計劃年會」，並發表演講，向台灣具潛力的新創企業介紹在香港

發展的優勢、資源和機會。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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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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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和其他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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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 報 告 期 間 ， 經 貿 文 辦 主 任 訪 問 了 宜 蘭 縣 、 南 投 縣 、 屏 東 縣 、

嘉義市和嘉義縣，與縣市首長或主要人員，以及當地工商團體會面，向

他們介紹經貿文辦的工作和香港的最新情況。  
 
11 .  此 外 ， 經 貿 文 辦 亦 積 極 推 動 港 台 兩 地 文 化 交 流 ， 除 了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和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至 十 月 協 辦 「 香 港 週 2014」 和 「 香

港 週 2015」 外 ， 也 贊 助 香 港 的 藝 術 文 化 團 體 和 人 士 到 台 灣 進 行 演 出 和

交流。  
 

12 .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的主要宣傳推廣工作包括：   
 
( a )  配合「香港週 2014」和「香港週 2015」活動（見下文第 1 5 ( a )

及 ( e )段），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及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出 版 共 兩 期《 藝

行 @香 港 》 ， 吸 引 更 多 台 灣 民 眾 訪 港 作 深 度 旅 遊 ， 探 索 香 港 的

藝術文化和旅遊好去處；  
 
( b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參 與 在 台 中 舉 行 的 全 台 性 「 台 灣 燈 會 」 ， 展

出 以 「 我 和 香 港 有 個 約 會 」 為 主 題 的 香 港 霓 虹 燈 街 景 燈 組 ， 並

播 放 香 港 經 貿 文 辦 與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旅 發 局 ） 台 灣 辦 事 處 合

作推出的「香港大食佬」短片（見下文 1 2 ( d )段），推廣香港的

飲食文化；  
 
( c )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與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台 灣 辦 事 處 及 旅 發 局 台 灣

辦 事 處 聯 合 舉 辦 新 春 酒 會 ， 加 強 與 台 灣 各 界 的 聯 繫 ， 並 介 紹 香

港的最新發展；   
 
( d )  與 旅 發 局 台 灣 辦 事 處 合 作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推 出 「 香 港 大 食

佬」短片，推廣香港美食。短片邀得台灣著名插畫家 D u n c a n、
H.H 先 生 和 著 名 配 音 員 星 期 天 合 作 ， 深 受 台 灣 民 眾 歡 迎 ， 網 上

觀看高達 70 萬 人 次。經 貿 文 辦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至 六 月 亦 和 旅 發

局 台 灣 辦 事 處 合 辦 「 我 的 香 港 時 刻 」 照 片 徵 選 活 動 ， 鼓 勵 台 灣

民 眾 上 傳 香 港 照 片 ， 分 享 大 家 眼 中 的 香 港 ， 藉 以 鼓 勵 他 們 發 掘

和體驗香港不一樣的面貌，並推廣香港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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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支 援 香 港 出 版 總 會 和 香 港 印 刷 業 商 會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六 日 參 與「 台 北 國 際 書 展 」，設立「 騰 飛 創 意 － 香 港 館 」，

展 出 多 元 化 的 香 港 印 刷 品 及 出 版 作 品 ， 並 派 發 介 紹 香 港 的 刊

物，推廣香港的文化特色；  
 
( f )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 與 台 灣 《 天 下 雜 誌 》 合

作 ， 製 作 香 港 專 欄 ， 每 月 訪 問 香 港 不 同 界 別 人 士 ， 就 經 貿 、 文

化 、 金 融 、 教 育 等 不 同 議 題 ， 分 享 港 台 兩 地 的 經 驗 與 觀 點 ； 並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起 ， 與 台 灣 青 年 雜 誌 《 30》 及 財 經 雜 誌 《 商

業 周 刊 》 合 作 ， 分 別 隔 月 製 作 專 欄 ， 專 訪 港 台 兩 地 人 士 ， 推 廣

香港各方面的優勢；  
 
( g )  配合「香港週 2014」，以香港詩人也斯的詩作製作筆記本，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起 在 台 灣 免 費 派 發 ， 以 推 廣 香 港 的 本 地 文 化 ；

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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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在台港人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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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經貿文辦主任及主要人員訪問了八所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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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

在 台 香 港 學 生 組 織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 以 及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舉 辦 就 業 講

座，為在台香港學生提供求職資訊。經貿文辦亦在二零一五年四月舉辦

足球盃賽，聯繫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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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看法。  
 
14 .  報告期間，經貿文辦共收到 254 宗港人求助及查詢個案，這些

個案主要與出入境、在台意外事故及尋求法律協助有關。在處理港人在

台遇事求助個案時，經貿文辦與香港入 境 事 務 處 經 常 保 持 緊 密 的 聯 繫 ，

並按情況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包括就當地行政程序、如何聯絡相關機

構、如何尋求法律服務等提供意見。此外，經貿文辦亦編制了《港人在

台生活指南》，提供有用資訊予在台港人參考。   
 
支援政府及「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的工作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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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於 台

北舉辦「香港週 2014」，向台灣民衆推廣香港的藝術和文化。

「香港週 2014」各項活動吸引逾 120  000 人次參加，台灣觀衆

反應熱烈；  
 

( b )  支 援 「 協 進 會 」 籌 劃 其 與 台 方 對 口 「 策 進 會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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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在台北召開第五次聯席會議的相關行程；  
 

( c )  陪 同 「 協 進 會 」 副 主 席 兼 「 香 港 － 台 灣 商 貿 合 作 委 員 會 」 主 席

李 大 壯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 六 月 及 七 月 分 別 拜 會 桃 園 市 市 長 、

高 雄 市 市 長 、 台 中 市 市 長 、 「 策 進 會 」 董 事 長 及 台 北 市 市 長 ，

就港台經貿合作和交流交換意見；  
 

( d )  與 桃 園 市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八 月 六 日 合 辦 「 香 港 － 桃 園 城 市 交

流 論 壇 」 ， 討 論 如 何 利 用 大 型 國 際 機 場 的 優 勢 推 動 經 濟 和 產 業

發展，並就會展和物流業的前路作深入探討。約 200 位香港和

桃 園 兩 地 的 官 員 、 專 家 、 學 者 和 相 關 持 份 者 出 席 論 壇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和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以 「 協 進 會 」 副 主 席 的 身

份出席；以及  
 

( e )  協 助 「 港 台 文 化 合 作 委 員 會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至 十 月 於 台 北

舉辦「香港週 2015」，向台灣民衆推廣香港的藝術和文化。  
 
工作展望  
 
16 .  經 貿 文 辦 運 作 至 今 已 接 近 四 年 ， 成 功 與 台 灣 各 界 建 立 聯 繫 ， 今

後會繼續拓展和深化這一方面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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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在台

北再度舉辦經貿合作論壇；以及促進兩地的文化交流，包括繼續每年在

台 北 舉 辦「 香 港 週 」、出 版《 藝 行 ＠ 香 港 》及 參 與「 台 灣 燈 會 」活 動 。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  
二零一五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