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特區政府 1 4 個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貿辦 ) 1

在過去一年 (即二零二三年十一月至二零二四年十月 )就推廣香港對外
關係方面和招商引才的工作。  

概述  

2 .  經貿辦是特區政府在覆蓋國家 /地區的官方代表機構，設於香港
主要貿易伙伴的城市。經貿辦 2的職責是致力在政府層面加強與當地政

商各界的關係和聯繫，以及處理香港與經貿辦所覆蓋國家 /地區在經濟
及文化方面的雙邊事務。各經貿辦亦透過支援行政長官及各司局長到

訪其覆蓋的國家 /地區與當地官員和政商界領袖推廣香港。  

3 .  現時 1 4 個經貿辦一直透過其網絡，以不同渠道進行對外聯繫和
推廣工作。各經貿辦走訪其覆蓋的國家和地區，與當地主要政府官員、

議員、商界、智庫、傳媒、相關組織、旅居當地的港人等會面，介紹

香港最新發展，並向他們積極推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以及由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和
「一帶一路」倡議兩個國家重點策略所帶來的機遇。  

                                              
1 現 時 1 4 個 經 貿 辦 分 別 位 於 曼 谷 、 柏 林 、 布 魯 塞 爾 、 迪 拜 、 日 內 瓦 、 雅 加 達 、
倫 敦 、 紐 約 、 三 藩 市 、 新 加 坡 、 悉 尼 、 東 京 、 多 倫 多 及 華 盛 頓 。  

2 駐 日 內 瓦 經 貿 辦 是 中 國 香 港 在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世 貿 組 織 )和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經 合 組 織 )貿 易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 主 要 負 責 處 理 與 這 些 組 織 有 關 的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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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香港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亦是內地對接國際市場的

重要窗口。為了更積極和進取地「搶企業」、「搶人才」，特區政府

在 1 2 個經貿辦 3各設有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以支援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引進辦 )及勞工及福利局的香港人才服務辦
公室為招商引才提供便利服務。  

5 .  此外，經貿辦透過舉辦和參加各類座談會及研討會、以多種語言

發出新聞公告及社交媒體資訊等，向各界別人士發放有關資訊。同時，

經貿辦密切留意當地人士、媒體對香港事務的言論，並會見傳媒及主

動撰文，回應他們對香港議題的報道，以及在有謬誤時，即時作出澄
清和反駁，以正視聽。經貿辦就不同議題，包括落實《香港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完善選舉制度、司法制度等重要議題，加

以解說和澄清誤解，亦讓各界人士對實施上述條例和制度後香港的實

際情況有更全面和準確的理解，以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說好香港故

事。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經貿辦的網絡，向國際社會做好講解和宣傳

的工作。  

經貿辦過去一年的工作  

說好香港故事、積極推廣重點政策  

6 .  作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香港的制度基礎和其他核心

優勢，包括簡單稅制及低稅率、良好的營商環境、高效透明的市場、

銜接國際規則的規管制度，以及貨物以至人才、資金及資訊等生產要

素自由流動，令香港成為全球唯一融合國際優勢與國家優勢的經濟體。

香港不但是「超級連繫人」，更是「超級增值人」。香港除了提供多

元和高質的專業服務，包括法律、融資、設計等，更可提供廣闊網絡

和解決方案。  

7 .  在過去一年，經貿辦繼續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相關的政策措施，包

括推廣香港的創新及科技；吸引外來投資及促進本港企業對外拓展市

場；展現本港藝術、文化及創意軟實力；吸引人才和國際知名機構來

港開展或拓展業務；推廣香港提供全面的專業配套服務 (例如貿易融
資、會計、法律及爭議解決、教育及培訓等 )；以及促進香港在國家《十
四五規劃綱要》支持下的「八大中心」發展。經貿辦繼續積極舉辦和

參與各方面推廣香港的活動，亦與其他香港駐海外的機構 (例如香港貿

                                              
3  駐 日 內 瓦 經 貿 辦 及 駐 華 盛 頓 經 貿 辦 並 無 設 立 「 招 商 引 才 專 組 」 。 如 註 解 2 所
述 ， 駐 日 內 瓦 經 貿 辦 主 要 負 責 處 理 與 世 貿 組 織 和 經 合 組 織 貿 易 委 員 會 有 關 的

事 宜，與 瑞 士 雙 邊 經 貿 關 係 的 工 作 由 駐 柏 林 經 貿 辦 負 責。駐 華 盛 頓 經 貿 辦 則 主

要 負 責 與 美 國 政 界 聯 繫 ， 美 國 東 部 的 招 商 引 才 工 作 由 駐 紐 約 經 貿 辦 負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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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展局 (貿發局 )、香港旅遊發展局等 )緊密合作，對外推廣及解說特
區政府的各項重要政策，以及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重點宣傳高質

量共建「一帶一路」和發展大灣區。  

8 .  經貿辦全力支援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安排外訪行程，積極推動與

當地官方及各界的高層交流，推進香港「八大中心」的發展，並支援

不同政策局推廣轄下面向世界的政策措施。就以下其中數次主要外訪

活動為例，經貿辦均克盡己職，積極協助統籌行程及 /或提供支援：行
政長官於二零二四年七月訪問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 )三國 (老撾、柬埔
寨和越南 )，就發展和廣泛合作的領域達成共同意向並簽署了 55 份合
作備忘和協議，涵蓋範圍包括貿易和經濟合作、投資、海關合作、物

流、文化交流、旅遊推廣、科技合作、航空服務等；財政司司長於一

月訪問瑞士、五月訪問格魯吉亞、法國和美國、九月訪問澳洲和英國，

推廣香港經濟並朝著八大中心不同領域發展；財政司司長亦特別推廣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在離岸人民幣

服務、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有助大灣區城市的企業「拼船出

海」；律政司司長於五月則訪問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九

月訪問越南、馬來西亞和汶萊、十月訪問新加坡，推廣香港的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為業界開拓更多機遇，鞏固本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除了出席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部長級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外，亦於

五月訪問法國和美國、九月訪問新加坡，分別與當地主要商會的代表

會面，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和協助企業在港落戶的措施，以建立更緊

密的雙邊關係。  

9 .  此外，其他局長例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訪問比利時及法國，

加強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歐盟和法國在創新科技等領域的

聯繫和合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訪問美國、荷蘭、西班牙和葡萄

牙，宣揚香港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率領香港海運

港口局代表團到日本和德國訪問，向國際海事界推廣香港作為國際航

運中心的優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訪問越南，強調國家明確支持

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業界帶來源源不絕的發展機

會。教育局局長訪問英國、芬蘭、美國和法國，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教

育樞紐的優勢，並與當地教育專家交流，以鞏固香港作為高等教育樞

紐。經貿辦亦支援醫務衞生局局長宣傳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等。 

與商界聯繫及招商引才  

1 0 .  1 2 個經貿辦所設的專組透過參與大型會議和講座及舉辦外展活
動，以及聚焦一些策略性發展範疇 (例如創新及科技、金融科技和初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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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等 )，積極吸引潛在的目標對象來港投資落戶。專組主動接觸具有
高潛力和代表性的重點企業，與其負責人進行初步洽商，為他們提供

所需資料，以協助他們來港投資、擴充業務和落戶香港，然後轉交引

進辦作進一步跟進工作。在吸引人才方面，經貿辦繼續透過不同渠道

和活動，以及聯繫百強等著名大學，向目標人才積極推廣香港的各項

人才入境計劃，例如在商務研討會推介香港的優勢和鼓勵人才來港發

展、於大學舉辦講座介紹香港提供的就業機會等。  

1 1 .  在過去一年，各經貿辦除了與香港駐海外的相關機構相互合作宣

傳香港外，亦繼續與當地商界和組織保持密切聯繫，介紹香港各方面

的最新發展和優勢，並鼓勵他們到香港營商及投資。例如駐紐約經貿

辦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邀請了太盟投資集團執行主席兼聯合創始人單偉

建出席對談，分享香港作為國家和亞洲金融中心的角色，以及金融市

場如何適應新興趨勢和應對地緣政治逆風的見解；駐倫敦經貿辦自行

或與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商貿協會、專業團體或其他組織機構合作，

在其覆蓋的國家舉辦和支持午宴、研討會、酒會、圓桌會議等商務活

動，介紹香港的優勢。  

1 2 .  此外，作為特區政府在中東地區開設的第一個經貿辦，駐迪拜經

貿辦致力加強香港與區內 (特別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六個成
員國 )的經貿關係。經貿辦亦致力鼓勵其所覆蓋國家 /地區的企業和投
資者把握香港獨有的優勢，包括香港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金融服

務、貿易和航運方面的固有優勢，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法律和解決

爭議服務、知識產權貿易等領域均有迅速的發展。這些活動不但有助

提升香港形象，亦促進香港與相關國家商界之間的聯繫。  

推廣文化藝術和促進與當地居民交流  

1 3 .  經貿辦繼續舉辦、贊助及參與不同文化藝術活動，包括電影節、

音樂會、舞蹈表演、藝術展覽、龍舟競賽等，讓當地居民認識香港多

方面的優勢和最新發展，推廣香港的軟實力。經貿辦亦支援負責推廣

文化藝術活動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文體旅局 )和其轄下的康樂文化事
務署，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專項撥款，支持更多香港藝團和藝術家到香

港以外地方演出 (例如進行「一程多站」巡演 )，展覽或參加其他活動，
銳意將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此外，文體旅局支持經貿

辦按需要聘請人手，以加強覆蓋文化藝術領域的推廣工作，促進文化

交流。同時，經貿辦積極配合改組後的文創產業發展處推廣香港電影

等創意產業。  



 

5  

1 4 .  報告期內，各經貿辦積極舉辦、贊助及參與不同文化藝術活動，

包括贊助或舉辦國際及地區電影節，播放香港電影及推廣香港電影文

化，支持香港劇團到不同地方演出，並推廣香港音樂劇文化。此外，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於七月聯同文體旅局、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

克委員會和貿發局合辦「中國香港之夜」酒會，為參加二零二四年巴

黎奧運會的香港運動員加油打氣，席間亦邀請了香港藝術家作音樂表

演，並安排時裝表演，展示香港時裝界融合尖端科技與藝術表達的創

意設計。  

1 5 .  經貿辦亦與其所覆蓋國家 /地區的當地港人一直保持良好關係。
相關經貿辦亦繼續安排香港高等教育學生在當地機構 (包括經貿辦、公
營機構、私人公司等 )實習，讓學生親身體驗不同國家的經濟和文化，
以及了解相關行業 /機構的工作環境和運作，從而擴闊他們的視野。  

與海外政府聯繫及其他相關工作  

1 6 .  經貿辦繼續與所覆蓋國家 /地區的政府主要官員保持緊密聯繫，
並密切留意當地可能影響香港的政治及經濟發展。相關經貿辦因應不

同區域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採取合適的拓展工作策略。考慮到地緣政

治及全球經濟重心由西向東移，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東盟市場

對香港尤其重要。東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雙方的高層互訪頻

繁。東盟區內各經貿辦 (包括駐曼谷、駐雅加達和駐新加坡經貿辦 )積極
支援了行政長官及多名司局級官員於今年訪問不同東盟國家，例如老

撾、柬埔寨和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等，簽署了多份合作備

忘錄和協議，加強特區政府與各地政府之間的關係和往來；就發展和

合作領域達成共同意向；擴闊商業網絡，為香港開拓新空間、為新機

遇增添動能；建立強烈共識共建「一帶一路」等，並獲得上述國家支

持香港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 EP )。  

1 7 .  儘管歐美國家的政治傾向為駐美國及歐洲的經貿辦的工作帶來

不同挑戰，但有關經貿辦仍然盡力確保它們作為特區政府官方代表的

正常工作不受影響，並透過所有合適途徑，包括向當地商界及智庫組

織解說特區政府的各項重要政策和推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特殊

地位和優勢，並積極透過善用不同平台和舉辦各類型活動，全力推廣

香港優良的營商環境以及未來發展策略。  

1 8 .  特區政府一直堅守自由貿易的信念，並堅定支持以世貿組織為核

心的多邊貿易制度。中國香港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透過駐日內瓦經

貿辦積極參與多邊貿易制度的工作，促進和保障中國香港的商貿利益，

並減少環球貿易壁壘。除了參與貿易談判之外，經貿辦亦積極參與討



 

6  

論有關革新世貿組織和改善其解決爭端機制等重要議題，以維護多邊

貿易制度和確保其有效運作。  

1 9 .  各經貿辦在過去一年的工作報告載於附件 1 -1 4  4：  

工作展望  

2 0 .  展望未來一年，各經貿辦與其他香港駐海外機構將繼續進行聯繫

工作，務求深化香港與海外各界的經貿關係，加強推廣和進一步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的各項重要措施。其中包括各項

吸引人才和投資的政策，宣傳香港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CEP A )的最新措施以吸引外國
公司落戶香港以進入內地市場，大幅減低烈酒稅帶來的商機，及繼續

爭取 R CEP 成員支持香港盡早加入 RC EP 等。各經貿辦亦會繼續與各
政策局和部門、香港駐海外機構、商會、專業團體等合作舉辦或參與

不同活動，並加強與海外藝術文化機構的合作，以各種形式及渠道對

外介紹香港，以及透過海外宣傳推廣香港經濟新亮點、文化新視野及

旅遊新體會。  

2 1 .  同時，經貿辦會與在香港的外國商會和本地政商界加強聯繫和合

作，藉這些商會和政商界有關代表外訪的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

合作宣傳香港的最新發展和主要政策措施。多角度說好香港故事。  

2 2 .  此外，為持續拓展香港的海外經貿網絡，財政司司長於 20 24 -2 5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特區政府計劃分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及馬

來西亞吉隆坡設立經貿辦，加強特區與中東和東盟貿易伙伴的連繫。

特區政府亦會考慮包括各地對香港的經濟及政治重要性、當地治安情

況、航空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繼續研究在不同地方設立新經貿辦的

可行性。  

                                              
 

4 經 貿 辦  附 件  經 貿 辦  附 件  
 駐 布 魯 塞 爾 經 貿 辦  1  駐 多 倫 多 經 貿 辦  8  

 駐 倫 敦 經 貿 辦  2  駐 雅 加 達 經 貿 辦  9  

 駐 柏 林 經 貿 辦  3  駐 曼 谷 經 貿 辦  1 0  

 駐 日 內 瓦 經 貿 辦  4  駐 新 加 坡 經 貿 辦  1 1  

 駐 華 盛 頓 經 貿 辦  5  駐 東 京 經 貿 辦  1 2  

 駐 紐 約 經 貿 辦  6  駐 悉 尼 經 貿 辦  1 3  

 駐 三 藩 市 經 貿 辦  7  駐 迪 拜 經 貿 辦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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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經貿辦會密切留意各界對香港事務相關的評論，主動發放正確訊

息，闡釋特區政府的政策措施，並透過各種途徑嚴正澄清不實報導和

駁斥無理指控，讓各界人士對香港的實際情況有更準確的理解。  

2 4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1  

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 )負責代表
香港在歐洲聯盟 (歐盟 )的經貿利益，以及促進香港與 1 5 個歐洲國家的
雙邊關係。這些國家是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地亞、塞浦路斯、法國、

希臘、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馬耳他、荷蘭、葡萄牙、羅馬尼亞

和西班牙 1 4 個歐盟成員國，以及土耳其。  

2 .  報告期內，歐洲受俄烏戰爭持續、以巴衝突升溫等地緣政治局勢

影響，面臨内外矛盾與挑戰。英國「脫歐」後首次歐洲議會選舉在二零

二四年六月舉行，除了直接影響歐盟政局外，亦被廣泛視為各成員國

國內政治走勢的晴雨表。議會整體投票結果進一步向右傾斜，極右翼

政黨的力量雖未能推翻傳統歐盟主流政黨的統治地位，但已對部分成

員國的執政黨造成深遠影響，其中法國提前舉行國會大選，最終沒有

任何政黨或聯盟取得過半優勢；同期舉行聯邦大選的比利時亦顯示整

體偏右的投票結果，首相宣布内閣集體請辭。此外，多個歐盟成員國

在報告期內換屆或組成新政府，當中包括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愛爾

蘭、盧森堡、馬耳他、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  

3 .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除了一直留意歐盟和其成員國的政治和經濟

發展外，亦積極加強各項推廣工作，在歐洲向相關持份者提供香港政

商、文創、科研等各方面的最新發展資訊，説好香港故事。  

商貿關係  

4 .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一直與歐盟組織、各國政府、多國派駐布魯塞

爾的大使和代表，以及各國的政商界保持恆常對話，並留意歐盟領袖

在高峰會討論的事項、歐盟的重要政策、指令或討論，特別是與香港

有關的討論，以及可能影響香港對外貿易的政策。  

5 .  貿易方面，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密切留意歐盟委員會討論及推行的

貿易措施，例如加強審批外來及向外投資的措施，管制人工智能的規

則，及對電能車的反補貼調查等。經貿辦亦持續關注歐盟與其他貿易

伙伴的雙邊關係及談判。  

6 .  報告期內，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協助安排 1 2 次高層官員訪問，包
括二零二四年四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文體旅局 )局長訪問意大利威尼
斯、教育局局長訪問馬耳他；五月文體旅局局長訪問法國康城、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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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到訪法國巴黎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局長訪問比利時布魯塞爾及巴黎、財政司司長訪問巴黎；六月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訪問阿姆斯特丹、西班牙馬德里和葡萄牙里斯本；

七月及九月文體旅局局長訪問巴黎；九月教育局局長訪問法國里昂、

巴黎和圖盧茲，運輸及物流局局長訪問希臘雅典，以及財政司司長訪

問馬德里。  

7 .  其中，財政司司長五月訪問巴黎時，出席由廣東省人民政府、香

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聯合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歐洲 (法國 )
經貿合作交流會」並致辭，重點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

勢。財政司司長亦與當地商界和藝術界人士會面，推廣香港的優勢，

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帶來的機遇，並與多家企業和機構
代表探討在香港開展業務和進行項目合作，包括晶片研發公司、公共

交通系統營運商、航空創新中心、 Viv a T e c h 科技創新展覽會等。  

8 .  此外，財政司司長九月率領創科界代表團訪問馬德里，到訪當地

多家創科機構和企業、初創加速器、創投基金、大學，並與政商和創

科界人士會面，創造兩地企業更多務實合作的機會。財政司司長也出

席由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  和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合辦的商務午餐
會，向當地政商、金融和創科界推介香港的優勢，特別是香港日益蓬

勃的創科生態。  

9 .  報告期內，駐布魯塞爾經貿辦與投資推廣署、貿發局，以及各地

的商會和組織合作，在比利時、法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盧森

堡、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土耳其，舉辦超過 5 0 場座談會、講座、
酒會、午餐會、晚宴等推廣活動，宣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各方面

的獨特優勢，並特別強調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下確立香港「八大

中心」的定位。經貿辦亦透過重點宣傳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帶來的龐大

商機，以及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所扮演的獨特角色，鼓勵歐洲企

業和人才在香港發展。  

公共關係  

1 0 .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致力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並支持香港藝術

家，特別是富香港特色的個人藝術家和小型藝術團體，在歐洲演出或

作巡展，展示香港的優秀人才和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優勢。

有關活動包括經貿辦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分別支持香港弦樂團在希

臘、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四個中東歐「一帶一路」國家舉

行「一代香港情 •弦繫祖國心」巡迴音樂會及香港文化推廣大使譚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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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羅馬舉行《敦煌 •慈悲頌》演奏會；以及十二月在意大利米蘭舉
辦的中國獎頒獎活動上安排香港女高音歌手表演。  

1 1 .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在比利時安特衞普舉辦《醒

獅傳說》活動，介紹香港的文化遺產、工藝和農曆新年傳統及香港的

最新發展；一月至二月在巴黎、米蘭、盧森堡、土耳其安卡拉和伊斯

坦布爾、布魯塞爾、里斯本、西班牙巴塞羅那和荷蘭海牙共九個城市

舉行新春酒會，席間除了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外，亦邀請香港藝術家

展出畫作、表演芭蕾舞、書法、音樂、舞蹈和花藝，展現香港中西薈

萃的獨特文化；二月至三月，支持香港管弦樂團在法國、荷蘭、意大

利和比利時等國舉行巡迴音樂會；四月，支持香港舞蹈藝術家參加第

6 0 屆威尼斯視藝雙年展；五月，支持香港的劇團在羅馬尼亞參與「克
拉約瓦國際莎劇節」；六月，支持香港低音大提琴青年演奏家參加第

2 1 屆羅馬室樂音樂節。  

1 2 .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亦積極推廣香港的創意產業。二零二四年一月

至二月，經貿辦與貿發局合作，在巴黎舉辦展覽介紹香港設計師的作

品 (產品和平面設計項目、藝術裝置、數碼藝術和創意攝影、畫作等 )；
三月與貿發局合作在巴黎設立香港快閃店推廣香港設計 (服裝、珠寶和
其他配飾、畫作等 )；六月至七月支持香港理工大學在巴黎舉行「 Fl yi n g  
H i gh  展翅高飛」展覽  (時裝、紡織品、可持續物料等 )；七月，經貿辦
聯同文體旅局、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貿發局合辦「中

國香港之夜」酒會並安排音樂和時裝表演。在動漫和出版設計方面，

經貿辦支持香港出版總會和香港印刷業商會參加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在

意大利舉行的「博洛尼亞兒童書展」；以及支持香港數碼娛樂協會安

排動畫公司在六月參與在法國舉行的「安錫國際動畫電影節」。  

1 3 .  香港電影作品在歐洲和全球的電影業佔獨特地位。駐布魯塞爾經

貿辦繼續聯同文創產業發展處 (前稱創意香港 )，贊助香港電影作品在
歐洲多個國際電影節放映，並支持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出席國際電影節

及相關交流活動。報告期内，經貿辦支持共 1 1 項相關活動，包括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在西班牙舉行的「第 11 屆巴塞羅那亞洲電影節」、在法
國舉行的「第 45 屆南特三大洲電影展」、十二月在愛爾蘭都柏林舉行
的「光影浪潮香港影展」、二零二四年三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

2 0 屆荷蘭亞洲電影節」、四月在比利時舉行的「第 43 屆布魯塞爾國
際奇幻電影節」和意大利烏甸尼舉行的「第 2 6 屆遠東電影節」、五月
在法國舉行的「第 7 7 屆康城影展」、九月在意大利特里卡塞舉行的「第
2 1 屆薩蘭托國際電影節」和在里斯本舉行的「光影浪潮香港影展」，
十月在西班牙舉行的「第 57 屆加泰羅尼亞錫切斯國際奇幻電影節」，
以及與貿發局在阿姆斯特丹合辦「香港電影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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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積極宣傳香港活力之都的形象，例如在二零

二四年一月贊助在比利時舉行的 Bino t a n 競跑及單車賽，推廣香港為
活力充沛的綠色國際城市。經貿辦亦贊助五月在西班牙舉行的「第五

屆巴塞羅那國際龍舟節」、六月在比利時安特衞普舉行的「第十屆香

港龍舟節」，及九月在意大利拉文納舉行的國際龍舟比賽。經貿期望

透過這些體育活動，在展現香港人的團隊精神之餘，進一步推廣香港

的文化。  

1 5 .  在學生交流方面，駐布魯塞爾經貿辦自二零一六年起推出為香港

的高等教育學生提供暑期海外實習的計劃。在二零二四年，經貿辦提

供兩個實習崗位，以擴闊香港學生的視野。  

1 6 .  與居於歐洲的港人保持聯繫，亦是駐布魯塞爾經貿辦日常聯絡工

作的重要一環，例如在安特衞普、盧森堡、巴黎、海牙，以及阿姆斯

特丹等地舉辦聚會招待當地港人，讓他們得知香港的最新發展。  

招商引才  

1 7 .  報告期內，駐布魯塞爾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與 4 1 0 間有
意來港設立業務的公司及商業推廣機構會面，並協助 8 4 間公司著手在
港開展業務。  

1 8 .  專組亦繼續與當地大型商業推廣機構合辦活動，增進當地人士對

香港市場的認識和了解，並在駐布魯塞爾經貿辦舉辦的商務研討會和

由當地組織舉辦的商務活動中發言，推廣香港的策略性優勢，著力招

商引才。駐布魯塞爾、駐柏林和駐倫敦經貿辦的專組亦緊密合作，組

成強大的香港推廣團隊參與大型國際活動，包括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在

里斯本舉行的「網絡峰會」，二零二四年二月在巴塞羅那舉行的「世

界移動大會」，六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金融 2 0 / 20 大會」，以及
十月在荷蘭贊丹舉行的「W o r ld  S ummi t  A I 峰會」。專組亦為香港的貿
易代表團、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投資推廣署等官員來訪作出支援。  

1 9 .  自行政長官於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宣佈各項招攬人才措施後，

駐布魯塞爾經貿辦配合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加強宣傳，在報

告期內與比利時梅赫倫、希臘塞薩洛尼基等歐洲城市的著名大學舉辦

多場講座，向大學生和畢業生推廣人才入境計劃及擴大「人才清單」

等措施。此外，經貿辦向參與歐洲醫學大會的學者推廣有關招攬人才

措施，並於伊斯坦堡國際高等教育展覧中設置攤位，向當地學生推廣

來香港深造及工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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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展望  

2 0 .  今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反映過去五年，因為新冠疫情、俄烏及中

東戰爭等國際情勢變化，導致移民問題、能源價格飆升、通貨膨脹等，

令多國選民對現任執政者日益不滿，亦使極右派政黨逐漸吸引大量選

民。歐洲議會右傾的政治取態可能導致往後五年歐盟就涉及移民、安

全、氣候變遷、中國和歐美產業競爭等議題的政策越趨保守。  

2 1 .  在歐洲政局轉向和地緣政局不穩的情況下，部分歐洲商界人士對

投資亞洲市場繼續持觀望態度。駐布魯塞爾經貿辦會繼續致力推廣，

讓更多人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並積極宣傳香港在

「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發展中的特殊地位，鼓勵歐洲企業和人才

利用香港作為進入內地及亞洲市場的平台，並在文化藝術、創新科技

包括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金融科技、先進製造、新能源

科技等範疇推進合作，製造共贏發展機遇。  

 
香港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2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倫敦經貿辦 )負責促進香港與英
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挪威、俄羅斯和瑞

典共九個國家的雙邊關係。儘管不時面對當地反對勢力的衝擊和挑戰，

經貿辦繼續透過善用不同平台和舉辦各類型活動，積極推廣香港在國

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下的「八大中心」定位、優勢和機遇，促

進香港與相關國家之間的文化互動和人才交流，並重點加強招商引才

方面的工作。  

商貿關係  

2 .  駐倫敦經貿辦一直透過其聯繫網絡，留意所覆蓋國家的經濟和政

治發展，與相關國家促成更緊密的經貿關係。英國國會大選於二零二四

年七月舉行，由施紀賢帶領的工黨取得壓倒性勝利，組成新一屆工黨

政府。經貿辦會密切留意新一屆政府的動態，以評估對港英雙邊關係

的影響。此外，芬蘭前總理斯圖布於二零二四年二月當選芬蘭總統；

普京在三月的俄羅斯總統選舉再次當選，並於五月宣誓就職展開第五

個任期；立陶宛亦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及十月分別舉行總統和國會選舉，

瑙塞達再次當選總統，而在野的社會民主黨即在兩輪投票取得最多席

位，籌組新一屆聯合政府。  

3 .  駐倫敦經貿辦積極推動官方高層交流活動，促進香港與不同地方

的雙邊聯繫和商貿關係。報告期內，經貿辦協助籌辦了三次香港主要

官員的訪問，包括教育局局長在二零二四年一月到訪英國倫敦和芬蘭

赫爾辛基，以及財政司司長在五月到訪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和在九月到

訪倫敦。  

4 .  其中，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二四年五月赴第比利斯出席亞洲開發銀

行 (亞開行 )第 5 7 屆理事會年會，並分別與亞開行行長、格魯吉亞財政
部長、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中國駐格魯吉亞大使等會晤。在九月到訪

倫敦時，財政司司長出席了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舉辦的研討會和
「香港晚宴」、英國香港工商協會舉辦的午宴、獨立智庫「亞洲之家」

舉辦的研討會，以及商界組織 Th eC i tyU K 舉辦的圓桌會議，介紹香港
特別在創新科技和金融方面的發展情況。司長亦與英國各界人士會面，

包括英國經濟事務大臣和英倫銀行行長，促進兩地商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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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此外，駐倫敦經貿辦安排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出席英國香港工商

協會於二零二四年五月舉辦的午宴及演講，推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經貿辦亦安排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出席英國香港工商協會於六月

舉辦的網上研討會，介紹香港延續普通法制度和法律發展方面的情況。 

6 .  駐倫敦經貿辦與各政府部門、貿易組織、工商團體、學術界、文

化界、傳媒機構等保持密切聯繫，並透過定期交流、訪問及舉辦研討

會和酒會等活動，推廣香港的營商及就業機遇。報告期內，經貿辦自

行或與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商貿協會、專業團體或其他組織機構合

作，在其覆蓋的國家舉辦和支持午宴 /研討會 /酒會 /圓桌會議等商務活
動，介紹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以及宣傳《十四五規劃綱要》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重點戰略所帶來

的龐大機遇。  

公共關係  

7 .  駐倫敦經貿辦繼續舉辦和贊助多項公關和文化活動，展示香港蓬

勃的藝術文化和創意產業。為協助推廣「香港電影」品牌，經貿辦支

持不同電影活動包括二零二三年十二月的「香港專輯」蘇格蘭格拉斯

哥放映會；二零二四年二月的「香港專輯」龍年放映會，以及英國優

質華語電影展映計劃沉浸式電影放映會；六月的「許鞍華回顧展」及

「香港專輯」倫敦英國電影協會夏日放映會；九月於丹麥舉辦的「哥

本哈根香港電影節」、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的「亞洲電影節」及於

倫敦和五個英國城市舉辦的「 O d ys s e y 電影節」；以及十至十一月的
「倫敦東亞電影節」，並邀得導演鄒穎、編劇莊文強及演員任達華和

吳君如出席。  

8 .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駐倫敦經貿辦致力支持各項文化藝術活動以說好香港故事，

包括二零二四年一至二月香港表演藝術團體 TS  C r ew 在英國般尼茅

夫、曼徹斯特及倫敦呈獻香港當代舞獅團巡迴演出；二至三月香港鋼

琴家黃懿倫教授在英國進行文化交流之旅，並在英國湯布里奇公學舉

辦大師班及擔任黑斯廷斯國際鋼琴比賽評審；三月明愛 (倫敦 )學院在
倫敦聖馬田教堂舉行香港流行音樂中西樂器演奏會，以及由香港在英

留學生組成的無伴奏合唱團 Th e  Mo ck in gb i r d 在倫敦舉辦音樂會；五
月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和香港女演員葉童在倫敦演出《李爾王》無言肢

體劇，以及明愛 (倫敦 )學院在英國劍橋舉行「金庸傳奇  ─  百年誕辰
紀念研討會」；七月香港誼樂社與英格蘭室樂團在英文化交流，當中

包括香港學生與英國學生及音樂家於聖保羅教堂攜手演出弦樂合奏，

以及於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舉行的「文化 ✕人工智能 20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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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5：靳埭強 ✕人工智能設計研究所 ( A i D La b )✕香港時裝設計師展」；
八月四個香港表演藝團及兩名街頭表演藝術家在「愛丁堡國際藝穗節」

的表演，即一桌兩椅慈善基金、進劇場、 TS C r e w、舞蹈家王丹琦和黃
大徽、馬戲表演者麗兒及花式足球運動員施寶盛；以及十月與香港中

文大學文物館友會合辦的倫敦文化對話晚宴。  

9 .  駐倫敦經貿辦亦參與各類公關活動，包括二零二四年二月，經貿

辦參與倫敦華埠年度大型新春慶典；六月端午節，經貿辦支持在丹麥

哥本哈根和英國曼徹斯特舉辦的龍舟慶祝活動；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 2 7 周年，經貿辦支持了全英華人高爾夫球公開賽，贊助「回歸
盃」特別獎；經貿辦亦支持了倫敦華埠在九月舉辦的中秋慶祝活動。  

1 0 .  駐倫敦經貿辦一直致力拓展聯繫網絡，主要活動包括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與投資推廣署在倫敦合辦年終答謝酒會；二零二四年二至三月

在英國和北歐四國舉辦共六場新春酒會；五月於挪威奧斯陸舉辦商務

酒會，以及在國際海事組織舉辦酒會；六月與投資推廣署合辦倫敦科

技周香港酒會；七月支持英國香港工商協會舉辦商務講座；八月於愛

丁堡舉辦以香港表演藝術為主題的招待會；九月與投資推廣署合辦

P ro p Te c h  C on n ec t  2 0 24  展前貴賓酒會；十月與香港律師會合辦講座及
酒會、於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與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 (人才辦 )合辦招募
人才的講座及酒會，以及於瑞典哥德堡舉辦商務酒會。  

招商引才  

1 1 .  報告期內，駐倫敦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與不同的公司進
行了 55 3 次會面，並協助 1 8 間公司在香港開展業務。  

1 2 .  專組除了參與網絡峰會、世界機動通訊大會及 Mo n e y 2 0 /2 0 等大
型活動外，於二零二四年六月首次贊助在倫敦科技周舉辦投資香港講

座，重點推廣香港作為科技及初創企業的亞太區域中心。專組亦定期

每一至兩個月舉行特定行業的早餐座談會，當中包括「投資推廣署：

香港倫敦商情面面觀」，涵蓋金融服務及金融科技行業、零售和旅遊

業，以及創意產業等。此外，專組與其他香港機構合作 (例如香港交易
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宣傳香港的融資優勢。  

1 3 .  此外，專組於報告期內積極與英國當地機構 (包括倫敦發展促進
署、英國商業貿易部 )合辦路演，推動英國不同行業組織代表團到香港
實地考察、參加峰會及大型活動，例如倫敦金融科技周、創業節等，

並協助安排相關單位與英國公司會面，以宣傳特區政府對企業的支援

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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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報告期內，駐倫敦經貿辦繼續重點推廣香港在招商引才方面的措

施，並與醫院管理局、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建造

業議會、專業團體 (包括香港顧問工程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
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香港建造商會、香港機電工程商會、香港機電

工程商聯會、香港規劃師學會、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和香港律師會 )
及大學等機構合作，舉辦研討會和招待會，介紹香港的就業機遇和各

項輸入人才措施，以吸引相關的機構和人才來港發展。  

1 5 .  專組亦積極配合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引進辦 )各項宣傳活動，於
不同活動上派發小冊子及主動與目標公司進行會面。專組協助引進辦

選出具重要策略價值的產業的企業，當中包括金融科技、新能源科技、

生命及健康科技行業，向企業探討個別需求，並提供度身訂造方案，

協助企業在香港落實其計劃。專組亦重點推廣「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先後於多個網上講座、行業峰會、商務宴會、招商展覽等活動中介紹

此計劃。另外，專組主動向協助英企拓展亞洲市場的律師事務所、企

業服務提供商、諮詢公司及大學介紹計劃詳情，以配合人才辦的工作。 

工作展望  

1 6 .  駐倫敦經貿辦會繼續與所覆蓋國家的相關政商機構、人士及業界

加強溝通，並舉辦各項商務、公關和文化創意活動，以鞏固雙邊關係、

協助有關國家了解香港的最新發展，並積極推廣香港在《十四五規劃

綱要》內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角色和定位，在「一國兩制」下的獨

有優勢，以及在多個重要範疇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1 7 .  駐倫敦經貿辦亦會繼續密切留意所覆蓋的九個國家可能影響香

港經貿發展的事宜，包括當地立法建議，以及政府政策和規管措施，

並適時作出匯報和分析。專組會為引進辦和人才辦提供持續支援。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3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柏林經貿辦 )負責促進香港與中
歐和東歐 (中東歐 )地區八個國家的雙邊經貿關係，包括奧地利、捷克共
和國、德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瑞士。  

2 .  在過去一年，上述八個中東歐國家政府繼續採取有利於自由和開

放貿易的政策，為與香港持久合作奠定基石。儘管全球和地區經濟前

景及地緣政治存在不明朗因素，中東歐國家普遍仍持續關注香港作為

首選營商地點的競爭力。  

商貿關係  

3 .  駐柏林經貿辦與中東歐地區的商界、政界及政府領袖、學術界、

智庫組織、傳媒機構、藝術及文化團體保持密切聯繫。報告期內，駐

柏林經貿辦在區內舉辦和協辦多項商貿活動，以推廣香港作為通往國

家和亞洲的門戶和亞太區科研中心的優勢，向中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

宣傳香港為一個商機處處的城市，以及推廣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和香

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及服務。  

4 .  二零二四年二月至三月期間，駐柏林經貿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和

當地商會在中東歐地區多個主要城市 1 合辦八場新春酒會，向聯絡對
象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包括香港在吸引國際人才和企業方面的措施

和成果，以及其成為國際藝術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吸引力，共有超過

1  20 0 名來自外交界、政界、商界以至文化界的嘉賓出席。  

5 .  駐柏林經貿辦安排多位特區政府高層官員到其覆蓋的國家訪問，

包括二零二四年一月財政司司長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陪同下率

領香港代表團到訪瑞士，參加在達沃斯舉行的二零二四年世界經濟論

壇年會，並出席逾 3 0 場論壇對談環節、雙邊會議、企業活動和傳媒訪
問，與不同界別的領袖會面，向他們講解香港最新的情況並推廣香港

的優勢；一月政務司司長到訪瑞士日內瓦及洛桑，出席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會議，以及與不同國際及當地組織、院校和

商界代表會面，並介紹香港各方面最新發展，包括招商引資引才、推

動盛事經濟等新措施；四月教育局局長訪問德國法蘭克福，其間參觀

德國最大的應用科學大學之一的達姆斯塔特應用科技大學和法蘭克福

                                              
1 即 奧 地 利 維 也 納、捷 克 布 拉 格、德 國 柏 林、匈 牙 利 布 達 佩 斯、波 蘭 華 沙、斯 洛
伐 克 布 拉 迪 斯 拉 發 、 斯 洛 文 尼 亞 盧 布 爾 雅 那 ， 以 及 瑞 士 蘇 黎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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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總會，了解學術界和商界推動職專教育的工作；五月醫務衞生局

局長訪問瑞士日內瓦，出席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衞生大會，並到訪巴塞

爾的跨國製藥及醫療企業諾華集團和羅氏，與其高層人員會面，推廣

香港發展醫療創新樞紐方面的最新發展和機遇；亦與蘇黎世大學醫院

臨床試驗中心代表會面，了解中心在醫療研究和臨床試驗方面的最新

成果。  

6 .  「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和創新及科技發展是
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就此駐柏林經貿辦積極聯繫有意與國家和香

港加強貿易和創科合作，以及往亞洲尋找新商機的政商界領袖。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經貿辦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商務午餐會，介紹香港

作為企業理想營商地點的優勢；在二零二四年四月於瑞士第 4 9 屆日內
瓦國際發明展舉辦酒會，推廣香港創新及科技的最新發展和政府支援

研發活動和研發成果商品化的工作；五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支援國家

商務部及「一帶一路」辦公室率領的經貿代表團，協助企業發掘「一

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潛在商機。  

公共關係  

7 .  為協助推廣香港文化並提高香港藝術家在中東歐地區的地位，駐

柏林經貿辦支持多項文化活動，以展現香港藝術家在不同藝術範疇的

才華和成就。電影方面，駐柏林經貿辦贊助及支持區內多個電影節，

包括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在波蘭華沙的五味亞洲電影節；同年十二月在

捷克布拉格的亞洲影展；二零二四年四月在奥地利維也納的 R e d  Lo t us
亞洲電影節；九月在德國柏林的「光影浪潮：香港電影新動力」電影

節，以及十月在瑞士蘇黎世的蘇黎世電影節，其間放映多部香港電影，

並同時舉辦不同活動如開幕酒會和對談環節，多方位介紹香港藝術及

文化界的最新發展。  

8 .  在音樂方面，駐柏林經貿辦邀請香港著名年輕音樂家以及在地的

香港音樂學生，在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新春酒會上表演。在二零二四年
二月至三月，經貿辦亦支持香港管弦樂團 5 0 周年巡演在德國和瑞士的
演出，並贊助誼樂社在六月於布達佩斯與當地表演者合作的音樂會，

向歐洲觀眾展示香港多元的音樂面貌。  

9 .  此外，駐柏林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五月支持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在

柏林演出《李爾王》，以及六月贊助在柏林舉行的柏林市盃龍舟比賽，

並與居於柏林的港人和當地人組成「香港乘風破浪者」隊伍參賽。  

1 0 .  駐柏林經貿辦與當地傳媒機構定期聯絡，向各傳媒和其他聯絡對

象發布消息，並透過官方網頁、社交媒體及發出新聞公告和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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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提供有關香港發展情況及駐柏林經貿辦各項工作的最新資訊，以

及宣傳各項吸引人才措施和人才輸入計劃。經貿辦亦安排七名中東歐

地區的新聞從業員訪問香港，讓他們親身了解香港各方面的最新發展。

他們在港期間採訪在香港舉行的大型盛事，包括「香港金融科技周」、

「香港桂冠論壇」、「亞洲金融論壇 2 0 24」、「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論壇 20 24」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另一方面，
經貿辦亦不時協助到訪中東歐國家的香港學校和青年交流團，聯絡當

地機構為他們安排參觀，以加強推動香港和中東歐國家的青年交流。

此外，經貿辦安排四名來自香港高等院校的學生於二零二四年六月至

八月期間到經貿辦實習，以擴闊香港學生的視野。  

招商引才  

1 1 .  為吸引各地人才來港升學和工作，駐柏林經貿辦積極推廣香港的

升學機會、各項吸引人才計劃和工作假期計劃，包括二零二三年十一

月在德國慕尼黑舉辦的 Ei ns t i e g 教育展覽會和二零二四年三月在奥地
利維也納舉辦的 Be St 教育展覽會，並於展覽會場設置攤位和發表演
講，向中東歐青年人介紹香港各所世界頂尖大學和各項獎學金計劃。  

1 2 .  另外，駐柏林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繼續與當地商會及其
他推廣機構合作，舉辦商務研討會，以提升香港的形象。專組亦透過

參與外間機構舉辦的活動宣傳香港的優勢，推廣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和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及服務。此外，專組與有意在香港開展、

擴充業務及 /或設立企業辦公室的公司會面。報告期內，專組與 4 96 間
公司會面，並協助十間公司在香港開展業務。  

1 3 .  專組全力在其覆蓋國家推廣香港的吸引人才措施，特別是「高端

人才通行證計劃」，以配合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此外，專組

亦加強聯繫其覆蓋國家的著名高等院校，以吸引當地人才來港發展。  

工作展望  

1 4 .  來年，駐柏林經貿辦會繼續加強在中東歐地區的聯繫工作，提升

香港的國際形象，吸引更多的人才來港發展，並推廣香港在「一帶一

路」倡議和大灣區發展下獨有的優勢、角色和所帶來的商機，以及香

港作為創新科技、金融及文化藝術交流等方面的樞紐地位，藉以促進

香港與中東歐地區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並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4  

香港駐日內瓦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按「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繼續以單獨關稅區成員的身份，以

「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世貿組織 )。香港駐日內瓦經濟
貿易辦事處 (駐日內瓦經貿辦）的首要職能，是代表中國香港參與世貿
組織的工作。駐日內瓦經貿辦同時亦代表中國香港參與設於巴黎的經

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貿易委員會。  

概述  

2 .  世貿組織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 (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 )在二零二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日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比舉行。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率領中國香港代表團出席有關會議。適逢世貿組

織成立三十周年，各成員的部長重申《馬拉喀什建立世界貿易組織協

定》所載的原則和目標，並通過了《阿布扎比部長宣言》 1。第十三次

部長級會議的成果和跟進工作，以及駐日內瓦經貿辦的其他工作詳情，

見下文第 3 至 2 3 段。  

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的成果和跟進工作  

《阿布扎比部長宣言》與世貿組織改革  

3 .  《阿布扎比部長宣言》重申上次部長級會議所作出的承諾，致力

推動世貿組織改革以改善其職能，並對迄今取得的進展予以肯定。各

成員指示總理事會及其附屬機構繼續推行改革，並在下次部長級會議

適度匯報進展。中國香港支持世貿組織持續進行改革，以更有效地推

動全球多邊貿易。  

爭端解決機制改革  

4 .  面對爭端解決機制的不足，世貿組織早於第十二次部長級會議已

承諾開展討論，以期在二零二四年或之前建立一套所有成員均可參與

兼且完備而運作良好的爭端解決機制 2。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進一步指

                                              
1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D E C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2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3 7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DEC.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DEC.pdf&Ope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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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官員以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加快討論，以迄今取得的進展為基礎繼續

努力。改革過程自二零二四年四月起正規化，並由毛里求斯大使 Us h a  
D w a r k a- Ca n ab a d y 居中協調，集中處理尚未解決的問題。改革工作雙軌
進行，各成員的大使或常駐代表專注提供政策方向，屬下的專家團隊

則聚焦技術問題，以實現在二零二四年底前建立一套完備而運作良好

的爭端解決機制的承諾，並恪守包容、平衡和由成員主導的原則。中

國香港一直積極參與討論，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保持溝通，以促成此

重要目標。  

電子商貿  

5 .  於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各成員的部長同意繼續重點關注電子商

貿工作計劃 3 (工作計劃 ) 4 中與發展相關的議題和繼續推進工作計劃，
並維持現行不對電子傳送徵收關稅的做法，直至第十四次部長級會議

或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以較早者為準。此外，部長們同意： 

( a )  深入討論與電子商貿有關的議題，並從實踐經驗進一步探討
實施不對電子傳送徵收關稅的範圍、定義和其可能對發展的

影響；  

( b )  呼籲不同政府機構之間保持合作，並討論發展中國家與最不
發達國家成員在發展數字經濟期間所面對與貿易相關的主

要挑戰，並找出差距，以協助消除數碼鴻溝；以及  

( c )  指示世貿組織總理事會根據世貿組織相關機構所提交的報
告，定期檢視工作計劃，以期向第十四次部長級會議呈交行

動建議。  

                                              
3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3 8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4  電 子 商 貿 工 作 計 劃 旨 在 探 討 所 有 與 全 球 電 子 商 貿 有 關 的 貿 易 議 題 ， 同 時 考 慮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經 濟、金 融 和 發 展 需 要。近 期 工 作 計 劃 討 論 的 議 題 包 括 不 對 電 子

傳 送 徵 收 關 稅 的 做 法、保 障 網 上 消 費 者 權 益、數 碼 鴻 溝、法 律 和 監 管 框 架、數

字 產 業 化 等 。 工 作 計 劃 最 顯 著 的 成 果 是 每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決 定 延 續 不 對 電 子 傳

送 徵 收 關 稅 的 做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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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  

6 .  在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上，成員同意維持現行做法，即不會在《與

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下展開非違反申訴和狀況申訴 5，並繼續研

究該等申訴的範圍和模式，以期在第十四次部長級會議上提出建議。

然而，成員未能就進一步擴大豁免若干保障生產和供應 20 1 9 冠狀病毒
病疫苗所需的專利權責任，以涵蓋生產和供應 20 1 9 冠狀病毒病的診斷
工具和藥物達成共識。  

加強監管合作以減少技術性貿易壁壘  

7 .  各成員的部長指示技術性貿易壁壘委員會在第十次世貿組織《技

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的三年一度審議中，推進和監管與合作相關的工

作 (例如提高技術法規的透明度和促進對話 )，以減少不必要的監管分
歧和貿易衝突 6。  

8 .  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在其他範疇亦取得顯著的成果，包括正式批

准科摩羅和東帝汶加入世貿組織成員的資格條款，這是自二零一六年

以來首次有新成員加入世貿組織。在照顧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

的需要方面，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亦作出了多項決定及宣言，其中包

括決定容許剛脫離最不發達國家類別的成員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享有特

殊與差別待遇 7；另一項宣言則繼續探討優化《實施衞生與植物衞生措

施協定》和《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下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的實施 8。 

                                              
5  非 違 反 申 訴 和 狀 況 申 訴 指 縱 使 相 關 行 為 並 未 違 反 某 項 協 定 的 義 務 ， 惟 某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認 為 其 利 益 因 其 他 成 員 的 行 為 或 現 行 狀 況 而 被 抵 銷 或 導 致 減 損 所 引

發 的 糾 紛 。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3 9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6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3 5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7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3 4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8  參 閱 h t t p s : / / d o c s . w t o . o r g / d o l 2 f e / P a g e s / S S / d i r e c t d o c . a s p x ? f i l e n a m e = q : / W T /
M I N 2 4 / 3 6 . p d f & O p e n = T r u e (英 文 )。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39.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39.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35.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35.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34.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4/34.pdf&Ope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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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貿組織的其他主要工作  

貿易政策審議  

9 .  貿易政策審議是世貿組織其中一個常設的主要職能。為提高多邊

貿易制度的透明度及促進其運作效能，世貿組織所有成員定期接受審

議，以增進其他成員對其貿易政策和措施的了解。  

1 0 .  世貿組織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對中國香港進行第九次貿易政策

審議。此外，在過去一年，中國香港積極參與冰島、加拿大、中國、

哈薩克斯坦和尼日利亞的審議。  

1 1 .  上述對中國香港的第九次貿易政策審議涵蓋與世貿協議關係最

直接的核心議題，例如貨物和服務貿易、政府採購政策、保護知識產

權、扶助中小企業、擴展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中國香港亦向世

貿成員介紹特區政府推動長期、高質量發展及競爭力的最新政策，包

括致力招商引才、落實發展創科藍圖；並推動綠色轉型及加強支援婦

女和中小企業開拓商機，以促進包容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1 2 .  此外，中國香港藉此審議的機會重申堅定支持以世貿為核心、以

規則為本、非歧視性和透明的多邊貿易制度，並將繼續與所有世貿成

員攜手合作應對多邊貿易制度面臨的挑戰，積極推進世貿談判和改革

議程。是次貿易政策審議中，世貿成員均讚揚中國香港恪守自由和開

放的貿易政策，並能於 20 1 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維持穩健的財政和金
融根基。  

《漁業補貼協定》  

1 3 .  世貿組織第十二次部長級會議通過了《漁業補貼協定》(《協定》)，
當中訂立的規則包括禁止提供助長非法、未報告及無管制捕魚的補貼，

以及停止補貼捕撈已過度捕撈的魚類種群。《協定》將於全體 1 66 名
世貿組織成員中的三分之二 (即 11 1 名成員 )將其接納《協定》的加入
文書存放於世貿組織後生效。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底，包括中國香港

在內共 8 6 個世貿組織成員已正式接納該協定，即尚欠 2 5 名成員《協
定》才能生效。  

1 4 .  爲使《協定》能更詳盡周全，世貿組織成員原本寄望第十三次部

長級會議能增訂處理「產能過剩和過度捕撈」和「特殊與差別待遇」

的條文，惟最後未能達成共識。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後，成員繼續在

日內瓦進行談判。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包括中國香港在內共

https://www.protocol.gov.hk/tc/consular_detail.html?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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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名成員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支持在世貿組織夏季休會前完成增設條
文的談判及早日令《協定》生效。惟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底，成員仍

未能就增設條文達成共識。  

農業  

1 5 .  農業一直是世貿組織核心談判議題之一，但成員在不少關鍵範疇

存在顯著分歧，例如以糧食安全為目的之公共儲糧措施，不同談判議

題之間的平衡，以及最弱勢成員的糧食進口。故此，儘管世貿組織成

員已在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上進行了緊密的談判，但依然未能取得成

果。成員會繼續在農業委員會特別會議進行談判，尋求突破。  

1 6 .  此外，農業委員會在二零二四年四月通過一份報告，就如何協助

最不發達國家和糧食淨進口發展中國家應對嚴峻糧食安全挑戰，提出

多項建議 (例如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採用電子程序，以便利糧食和農產
品通關 )。中國香港駐世貿組織的一名助理代表在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
一日獲選為農業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負責監督《農業協定》的實施

情況，並提供平台讓成員討論其關注的事項。  

《以發展為本的投資便利化協定》 (《投資便利化協定》 )  

1 7 .  在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期間，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 12 0 多個成員
發表聯合部長聲明，標誌着《投資便利化協定》最終文本的敲定，並

要求將《投資便利化協定》納入世貿組織的法律框架內。《投資便利

化協定》為一份諸邊貿易協定 9，旨在透過改善透明度、精簡行政程序、

採取投資便利化措施，以及鼓勵國際合作，從而促進世貿組織成員之

間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動以及推動可持續發展。絕大多數成員認同該協

定在促進外來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 )方面的
價值，並支持把其納入世貿組織的法律框架內，惟有數名成員對此仍

有保留。中國香港會繼續與其他參與成員合作，回應個別成員的具體

關注事項，以期全體成員能取得共識，將《投資便利化協定》納入世

貿組織的法律框架內。  

                                              
9  諸 邊 貿 易 協 定 只 對 已 接 受 該 等 協 定 的 世 貿 組 織 成 員 有 約 束 力 ， 而 不 會 對 未 接

受 該 等 協 定 的 成 員 施 加 義 務 或 賦 予 權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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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本地法規聯合聲明措施  

1 8 .  在諸邊的服務貿易本地法規聯合聲明措施下，就便利服務貿易而

制定的本地法規守則在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期間正式生效。該守則獲

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 7 2 個參與成員支持 10，佔全球服務貿易超過

9 2 .5 %。守則旨在提高有關本地措施的透明度、可預測性和效率，省卻
企業提供服務時須遵守的繁瑣規則和減省其貿易成本。大多數參與成

員已將守則納入各自在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下的具體承諾附

表中，並按最惠國待遇的原則，惠及所有世貿組織成員。  

電子商貿聯合聲明措施的談判  

1 9 .  全球電子商貿業務正迅速增長，並已成為 2 1 世紀發展和經濟增
長的主要動力。為推動世貿組織的電子商貿工作，自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世貿組織第十一次部長級會議起，立場相近的成員分別加入了電子

商貿聯合聲明措施。透過進行電子商貿協定的諸邊談判，該聯合聲明

措施旨在締造更高透明度和更便利營商的電子商貿環境，減少數字貿

易壁壘，促進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  

2 0 .  雖然電子商貿聯合聲明措施並不在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的議程

中，但相關談判已進入最後階段。現時，佔全球貿易逾九成的 9 1 個參
與成員 (包括中國香港 ) 11 已完成技術談判，世貿組織亦於二零二四年
七月應電子商貿聯合聲明措施三位聯合召集人 (即澳洲、日本和新加
坡 )的要求，發布《世貿組織電子商貿協定》的「穩定文本」。參與成
員將於未來數月繼續討論，以期盡快敲定最終文本，並尋求世貿組織

全體成員支持將文本納入《世貿組織協定》。《電子商貿協定》主要

的要素包括：  

( a )  促進電子商貿  — 維持規管電子交易的法律框架；為使用電
子文書和電子交易工具提供法律保障；推廣無紙化清關程序

和貿易單一窗口，以加快電子商貿的跨境貨物流動；以及促

進電子支付；  

                                              
10  7 2 個 參 與 成 員 包 括 中 國 香 港 的 主 要 服 務 貿 易 夥 伴 ， 例 如 澳 洲 、 中 國 、 歐 洲 聯
盟 、 日 本 、 新 加 坡 、 英 國 和 美 國 。  

11  參 與 成 員 包 括 中 國 香 港 的 主 要 貿 易 夥 伴，例 如 澳 洲、中 國、歐 洲 聯 盟、日 本、
新 加 坡 、 英 國 和 美 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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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確保開放的電子商貿環境  — 重新確立不對電子傳送徵收
關稅的做法 12；便利公眾取覽政府數碼資料；以及便利電子

商貿使用者連接和使用互聯網；  

( c )  建立對電子商貿的信任  —  確保消費者權益和其個人資料
得到保障；遏制非應邀電子訊息；以及保障商業利益免受進

行電子商貿期間的風險和挑戰所影響；  

( d )  優化電訊服務監管原則以完善電子商貿的框架  — 重新確
立世貿組織基本電訊服務參考文件 13 的監管原則，並增設有
關電訊服務監管機構的額外條文；以及確保為電訊服務供應

商提供申訴渠道，以解決服務供應商之間的爭端；以及  

( e )  合作及發展  — 鼓勵參與成員間就電子商貿議題合作；為發
展中及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提供技術援助及能力提升的支援；

以及容許這些成員在實施協定上有更大靈活性。  

2 1 .  上述聯合聲明措施的參與成員已同意《電子商貿協定》不會包括

影響市場准入或國民待遇的條文。  

美國對香港貨品修訂產地來源標記規定  

2 2 .  美國在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發出一項聯邦登記冊公告，規定進

口美國的香港貨品須標明產地來源為中國。中國香港在二零二零年十

月三十日就這項有違世貿組織規則的措施，啟動爭端解決程序。專家

組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裁定中國香港勝訴。二零二三年一月

二十六日，美國向已停止運作的上訴機構提出上訴。在翌日舉行的世

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中國香港對美國蓄意拖延執行專家組的

裁決，表示遺憾。美國在此後 1 2 次的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一再重提
其片面的論點，而中國香港則在會議上一直堅決反對美國濫用爭端解

                                              
12  雖 然 部 長 們 於 第 十 三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中 同 意 維 持 電 子 商 貿 工 作 計 劃 下 現 行 不 對

電 子 傳 送 徵 收 關 稅 的 做 法 (見 5 ( a )段 )，但 在 電 子 商 貿 協 定 的 談 判 文 本 中，除 了
延 續 有 關 做 法 外，其 適 用 範 圍、文 本 用 詞 及 參 與 成 員 等 方 面 均 與 電 子 商 貿 工 作

計 劃 下 的 不 同 。  

13  世 貿 組 織 基 本 電 訊 服 務 參 考 文 件 是 一 套 有 關 基 本 電 訊 服 務 的 監 管 原 則 ， 僅 對
就 此 作 出 承 諾 並 已 把 該 文 件 全 部 或 部 分 內 容 附 加 至 其 在《 服 務 貿 易 總 協 定 》下

的 具 體 承 諾 附 表 的 世 貿 成 員 有 法 律 約 束 力。中 國 香 港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起 已 在《 服

務 貿 易 總 協 定 》 下 就 全 部 內 容 作 出 承 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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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機構會議，並強調如美國停止阻撓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中國香港

隨時就緒按機制回應美國的上訴。  

經合組織  

2 3 .  應經合組織的邀請，中國香港在二零二四年五月二日出席了經合

組織理事會周年部長級會議的貿易環節。該環節的主題是「推動自由

和公平的貿易及投資以促進經濟穩步增長  — 以規則為本、自由和公
平的國際經濟秩序」。各部長和高級官員就影響國際貿易的重要事項

交流意見，中國香港集中闡述貿易能如何促進環保，以及經合組織在

這方面的貢獻。  

工作展望  

2 4 .  未來一年，駐日內瓦經貿辦會繼續促進和捍衞中國香港的商貿利

益，以及維護多邊貿易制度的核心價值和有效運作。經貿辦將繼續跟

進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所通過的決定和宣言，並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

合作，推進已開展的談判和有關改革的討論。  

 
香港駐日內瓦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5  

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華盛頓經貿辦 )密切留意美國
的政治和經濟動向，並向特區政府匯報當地可能影響香港的立法建議、

政府政策，以及行政和規管措施。此外，經貿辦亦致力促進香港在美國

的經貿利益，同時積極推廣兩個經濟體之間的雙邊合作。  

2 .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美國進行總統選舉。在年初的黨內初選，總統

拜登與前總統特朗普各自勝出，特朗普力求重奪在二零二零年敗給拜

登的總統職位。年初的民意調查顯示，選民對選舉反應冷淡，但兩黨

均努力希望提高投票率，因此選戰充滿競爭性。總統拜登其後於七月

宣布退出總統選舉，並支持副總統哈里斯代表民主黨出選。特朗普和

哈里斯皆成功獲取各自政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提名。截至十一月

六日，初步點票結果顯示特朗普將會當選為新一任總統。  

3 .  至於港美關係方面，美國國務卿於二零二四年三月的所謂《香港

政策法》年度報告中「再次確認香港的現狀無法享有美國法律在一九

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特區政府已多次嚴正駁

斥美方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下的香港之肆意詆毀和政治攻擊。  

商貿關係  

4 .  在二零二三年，以個別經濟體計，美國是香港第三大貿易伙伴，

而香港則是美國第 1 8 大貨物出口市場。相對於美國其他的貿易伙伴，
香港是美國貿易順差額第二大的貨物貿易伙伴，順差金額在二零二三

年達 24 1 億美元。  

5 .  駐華盛頓經貿辦與各界人士聯繫，包括美國政府機關、國會議員

及其幕僚、智庫、傳媒、學術界、商界、前香港居民和其他輿論領袖，

以致力讓更多人了解香港的真實情況，並說好香港故事。經貿辦一直

透過會面、電郵、社交媒體等不同方式，向各界人士發放最新資訊，

解釋香港的發展和機遇，並澄清部分人士對《香港國安法》及《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的誤解。經貿辦人員亦不時與一些訪美的香港各界人

士會面，分享美國的最新情況，以及美國各界人士對香港關注的事宜。 

6 .  駐華盛頓經貿辦亦透過不同渠道向美國政府詳細闡述特區政府

就不同議題的立場，並強調港美關係對雙方而言是互利互惠。經貿辦

積極約見聯邦政府代表 (尤其是國務院、商務部及美國貿易代表署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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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香港事務的官員 )和國會議員幕僚 (尤其是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委員的幕僚 )。在解說香港最新情況的同時，經貿辦向他們重申香港與
美國在貿易及商業聯繫深厚，互惠互利，而雙邊關係不限於經貿方面

合作，亦涉及其他範疇，例如在打擊洗黑錢及反恐方面等亦是重要

伙伴。  

7 .  二零二四年，駐華盛頓經貿辦出席了約 35 0 次不同形式的會面和
活動。經貿辦主動接觸相關界別人士，向他們強調香港貫徹執行「一

國兩制」和奉行自由經貿政策。經貿辦特別向他們闡述香港對自由貿

易的立場，指出貿易爭端會對世界貿易和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爭

端和分歧應透過雙邊會談和世界貿易組織處理。   

8 .  駐華盛頓經貿辦亦致力宣傳香港的各項最新發展，包括立法會年

初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為香港加快實現由治及興提供了重要

制度保障，同時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經貿辦亦繼續積極

宣傳香港為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最有利營商的城市之一，以及

通往國家和亞太區的門戶。此外，經貿辦亦著力推廣及闡述「一帶一

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美國商界可帶來的經貿利益。   

9 .  駐華盛頓經貿辦繼續密切留意美國本土可能影響香港的重要事

宜和該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關係，並作出匯報。這些事宜包括：   

( a )  美國總統及國會選舉；  

( b )  美國總統拜登及其政府和美國國會提出的政策重點和綱領，
例如 ( i )印太經濟框架；( i i )美台 2 1 世紀貿易倡議；及 ( i i i )美國
與其他貿易伙伴開展的雙邊貿易協議；  

( c )  美國鎖定中國半導體產業而展開的針對性措施，包括促進美
國國內半導體的研究和製造的《晶片與科學法》；美國工業

與安全局發布針對先進運算及半導體設備等高科技產品輸

往中國 (包括香港及澳門 )的出口管制；及美國提倡與日本、
南韓及台灣組成「晶片四聯盟」；  

( d )  美國總統拜登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九日發佈行政命令，指示財
政部長制訂方案，以限制美國資金在中國包括香港於半導體

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系統等領域的投資。

美國財政部已完成相關程序，包括擬訂規則及徵詢意見，並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布實施該行政命令的最終規

則。最終規則將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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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自二零一八年七月起美國根據貿易法 30 1 條款，對中國內地
的四個清單特定產品加徵懲罰性關稅。美國貿易代表就多項

向中國內地原產品徵收的「 30 1 關稅」進行詳盡覆檢後，於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發表報告，建議目前須繳交「 301 關
稅」的中國內地產品清單維持不變。此外，報告亦建議提高

多個產品類別的關稅，包括電動車、電動車用鋰離子電池和

非電動車用電池、電池零件 (非鋰離子電池 )、天然石墨和其
他若干關鍵礦、永久磁鐵、半導體、太陽能電池 (不論是否組
裝成模組 )、鋼鋁製品、某些醫療產品，以及船岸起重機。美
國貿易代表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八日發佈最終定案，大致採

取五月所發表的方案，並對數類別產品作出調整。新增關稅

將分別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生效；  

( f )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特區政府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十一日發出新聞公告，強烈譴責美國眾議院假借所謂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詆毁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和抹黑香港人權狀況。特區政府亦強調在美國設立的

三個經貿辦會繼續無畏無懼和不偏不倚地推廣香港的獨特

優勢、說好香港故事，並在必要時駁斥不實報道和澄清誤解，

冀可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下，推動港美經貿關係發展和不同方

面的合作；  

( g )  美國各界對有關《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
施所引起的誤解；  

( h )  與中國內地和香港有關的經貿事宜，例如各項貿易調查 (包
括知識產權、匯率操縱、傾銷、補貼和涉及國家安全 )、執法
行動 (包括加徵關稅、貿易禁令和其它制裁 )、出口管制、外
來投資覆檢等；以及  

( i )  美國的財政及貨幣政策，特別是聯邦基金利率的走勢。基於
港元與美元掛鈎的原因，美國利率波動對本港經濟構成的影

響。  

公共關係  

1 0 .  駐華盛頓經貿辦繼續拓展聯繫網絡，致力提升香港的形象，推廣

香港的核心優勢，並解釋特區政府的政策措施和重點。經貿辦定期向

當地主要聯絡對象闡述香港的最新發展，包括「一國兩制」的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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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回應他們所關注的事項。經貿辦亦舉辦不同類型的公共關係活

動 (例如簡介會、文化活動和酒會 )，以維持並拓展其聯繫網絡。  

1 1 .  二零二四年，駐華盛頓經貿辦舉辦慶祝農曆新年的大型新春酒

會，並分別向不同對象 (包括學生、學術界、智庫、傳媒和當地華人等 )
介紹香港的發展。為了推廣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經貿辦除了在官方網

站和派發的宣傳物品發布訊息外，亦透過演講進行宣傳，以學生和年

輕專業人士為主要推廣對象。  

1 2 .  駐華盛頓經貿辦舉辦和支持藝術文化活動，以接觸新的持份者，

並推廣香港在這些領域的軟實力。駐華盛頓經貿辦與其餘兩個駐美經

貿辦 (即駐紐約及駐三藩市經貿辦 )繼續合辦多場網上公關活動，推廣
香港文化藝術的新動態。  

工作展望  

1 3 .  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的背景下，部分美國政界人士或會忽略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獨特而具優勢的地位，再加上對《香港國安法》及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的刻意誤解，預期美國各界會持續針對

香港。   

1 4 .  駐華盛頓經貿辦會繼續密切留意美國各界對香港 (包括《香港國
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在內 )的關注，並及時嚴正駁斥惡
意言論和澄清誤解。經貿辦會繼續就香港的最新情況向美國各方解說，

並透過推廣和其他活動，說好香港故事。此外，二零二四年十一月美

國已選出下一屆總統，同時眾議院全部 4 35 個席位及參議院約三分之
一議席亦已進行改選以產生美國第 11 9 屆國會。經貿辦會繼續密切留
意有關發展，與美國政府負責處理香港事務的高層官員、國會議員幕

僚、智庫、傳媒和學術界維持緊密工作關係，並繼續密切留意美國政

府的政策取向和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尤其是中美關係最新發展及其

對港美雙邊貿易可能帶來的影響。  

 

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6  

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紐約經貿辦 )負責促進香港在美
國東部 3 1 個州 1 的經貿利益，以及加強香港與這些州份之間的經濟聯
繫和網絡。  

2 .  美國的後疫情經濟穩步復蘇，並持續增長。儘管地緣政治局勢緊

張，香港與美國之間經濟活動依然頻繁。駐紐約經貿辦一直與美國東

部各界保持緊密聯繫，並適時解釋香港的情況，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

經貿辦亦繼續加強香港和美國東部兩地在經貿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

作，鞏固雙邊關係。  

商貿關係  

3 .  駐紐約經貿辦一直密切留意香港和美國東部 3 1 個州份的雙邊經
貿關係，尤其是中美貿易關係變化帶來的影響。二零二三年，美國東

部州份輸往香港的貨物出口總值約 16 6 .6 億美元，佔美國輸港貨物總
值的 60 %。按貨物總值計算，紐約州在 5 0 個州中排行第一，出口總值
約 83 . 3 億美元，較二零二二年增加約 35 .6 %。同時，香港亦是紐約州
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僅次於加拿大和瑞士。除紐約州外，香港在美

國東部的其他主要進口伙伴，即田納西州、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

新澤西州、馬薩諸塞聯邦、伊利諾州及賓夕法尼亞聯邦，分別排名美

國各州份輸港貨物出口總值第四至第十位。  

4 .  駐紐約經貿辦繼續致力與美國東部的政界、商界、學術界、文化

界、傳媒、智庫等機構保持緊密聯繫，透過定期訪問會面，以及舉辦

和支持各項交流活動，向他們介紹香港各方面的最新發展，並推廣香

港在連接國家和全球市場的獨特角色。報告期內，駐紐約經貿辦到美

國八個區域和州份 2，以及秘魯利馬進行共 1 4 次訪問。  

                                              
1  即 肯 塔 基 聯 邦、馬 薩 諸 塞 聯 邦、賓 夕 法 尼 亞 聯 邦 及 弗 吉 尼 亞 聯 邦，以 及 阿 拉 巴
馬 州、阿 肯 色 州、康 涅 狄 格 州、特 拉 華 州、佛 羅 里 達 州、喬 治 亞 州、伊 利 諾 州、

印 第 安 納 州、艾 奧 瓦 州、路 易 斯 安 納 州、緬 因 州、馬 里 蘭 州、密 芝 根 州、明 尼

蘇 達 州、密 西 西 比 州、密 蘇 里 州、新 罕 布 什 爾 州、新 澤 西 州、紐 約 州、北 卡 羅

來 納 州、俄 亥 俄 州、羅 德 島 州、南 卡 羅 來 納 州、田 納 西 州、佛 蒙 特 州、西 弗 吉

尼 亞 州 及 威 斯 康 辛 州 。  

2  即 馬 薩 諸 塞 聯 邦、賓 夕 法 尼 亞 聯 邦、康 涅 狄 格 州、佛 羅 里 達 州、喬 治 亞 州、伊

利 諾 州 、 新 澤 西 州 及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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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報告期內，駐紐約經貿辦為到訪美國東部的香港高層官員安排活

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庫局 )局長於二零二四年四月訪問紐約市和
芝加哥。在訪問紐約市期間，財庫局局長與多個金融和商業機構的領

袖及當地政府部門會面。他亦出席三場分別由經貿辦及美中關係全國

委員會、亞洲協會及百人會舉辦的午餐會，以及一場與當地的香港各

界人士會面的酒會，與他們分享香港金融服務發展的最新情況，並推

廣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以及作爲吸引全球商業、投資和人才的理

想地。此外，財庫局局長出席駐紐約經貿辦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舉辦的
兩場圓桌會議，與金融科技和家族辦公室界別人士進行交流。在訪問

芝加哥期間，財庫局局長出席由香港美中商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
局 )合辦的早餐研討會，向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與會者介紹香港金融業
的最新發展。他亦與芝加哥大學學者會面，簡述香港在金融科技、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的龐大發展機遇。  

6 .  教育局局長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訪問伊利諾伊州芝加

哥市、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和紐約州紐約市，推廣香港作為國際

教育樞紐的優勢。在出訪芝加哥期間，教育局局長與西北大學和芝加

哥大學的代表會面，就推動學術研究和進一步合作交換意見。她亦聯

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和香港主要大學的代表，出席在新奧爾良舉行

的美洲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在出訪紐約期間，教育局局長到訪當地

一所學校，並與教育專家交流，以及與當地大學和學院的學者會面。  

7 .  財政司司長於二零二四年十月訪問紐約市。他出席了由彭博主辦

的全球監管論壇，就如何構建面向未來的金融系統，發表主旨演講。

他亦出席了由駐紐約經貿辦舉辦的午餐會，向出席的企業、機構、商

會和智庫代表簡介香港的最新情況，並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

倫斯對談，就美國政商界普遍關心有關香港的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此外，他於訪問期間出席了兩場早餐會和一圓桌會議，分別與當地政

商界、金融及銀行業等人士會面。  

8 .  此外，駐紐約經貿辦定期舉辦或合辦各類有關香港不同經濟議題

的座談會，闡釋香港的競爭優勢及釋除誤解。二零二四年三月，駐紐

約經貿辦與美國中國總商會合辦慶祝國際婦女節的女性專業人員午餐

會，探討在應對文化與專業挑戰下，東西方華人專業女性的角色和定

位。五月，經貿辦與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邀得太盟投資集團執行主
席兼聯合創始人單偉建出席對談，分享香港作為中國和亞洲金融中心

的角色，以及金融市場如何適應新興趨勢和應對地緣政治逆風的見解。

在九月，經貿辦亦與其他金融機構合辦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論壇，分

享香港在此的優勢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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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駐紐約經貿辦為多個訪問美國東部各地的香港團體和人士的行

程提供協助，包括到美國出賽的運動員、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代

表團、影視演員、導演、監製，以及演藝團體和工作者。經貿辦亦統

籌美國不同界別的代表訪問香港的安排，當中包括美中關係全國委員

會 清 華 大 學 蘇 世 民 學 者 校 友 訪 問 團 及 公 共 知 識 份 子 項 目 代 表 團 、

A m e r i c a  A ch i e v es 行政總裁 J o n  S ch nu r、哥倫比亞大學多位領袖代表、
標普全球環球首席經濟顧問 P a u l  G rue n w al d  、百人會及華美協進社代
表等。  

公共關係  

1 0 .  駐紐約經貿辦繼續透過舉辦和贊助公關、藝術文化及體育活動，

積極鞏固及拓展經貿辦的聯絡網絡，以推廣香港為國際商業樞紐，並

展現香港的文化創意軟實力，吸引更多人才和機構來港發展，進一步

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1 1 .  二零二四年二月至四月期間，駐紐約經貿辦分別在紐約市、亞特

蘭大及芝加哥舉辦大型酒會，向來自不同界別的聯絡對象介紹香港的

最新發展和各項新機遇。  

1 2 .  在推廣香港電影產業方面，駐紐約經貿辦過去一年繼續贊助紐約

亞洲電影節的「香港全景」電影系列及芝加哥的亞洲躍動電影節「香

港電影系列」，選映多部不同類型的香港電影，向美國觀眾推廣香港

的多元電影文化及人才。多位香港演員、電影導演、監製及編劇出席

電影節。  

1 3 .  在推廣藝術文化方面，駐紐約經貿辦贊助由紐約華美協進社於二

零二四年三月至七月舉辦主題為「山水重啟：為多變的世界造景」的

特別展覽，當中包括香港藝術家林東鵬的作品。此外，為慶祝香港指

揮家陳以琳首度亮相紐約愛樂樂團，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在林肯

中心大衛格芬音樂廳舉行慶祝酒會。  

1 4 .  駐紐約經貿辦繼續贊助在亞特蘭大、波士頓及紐約市舉行一年一

度的香港龍舟節，並設立遊戲和紀念品攤位，成功吸引數以萬計的當

地人士及訪客參與。其中二零二四年紐約香港龍舟節更是空前觸目，

超過 18 0 支來自不同領域的商界和社區團體的隊伍參賽。  

1 5 .  為推動港美文化交流，駐紐約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一至十

三日，在新澤西州大型商場和室內遊樂場 Am e r i c a n  D r ea m 主辦「 H on g  
K o n g  M e e t s  Am e r i c a :  Po p  A r t  Ex h i b i t i on  b y C ho c o l a t e  Ra i n」展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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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香港知名品牌 Ch o co l a t e  R a i n 創作總監麥雅端設計一系列以香港和
紐約著名地標和美食為主題的展品和舉辦互動工作坊，並創作多媒體

地圖和精美紀念品，派發給參與活動人士。  

1 6 .  駐紐約經貿辦亦繼續贊助亞洲文化協會的藝術研究員項目，並安

排香港藝術家唐文曦到紐約參與藝術學習計劃，以建立界別的關係網。 

1 7 .  在體育推廣方面，駐紐約經貿辦贊助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在芝加哥
舉行的 20 24  W i ndy C i t y 壁球公開賽，以推廣香港作為國際體育盛事
之都，並在相關宣傳品及比賽場地展示香港品牌。賽事共有約 5 0 名頂
尖選手參加，當中包括五名來自香港的球員，即劉子均、梁子軒、何

子樂、湯芷穎和李嘉兒。  

1 8 .  此 外 ， 駐 紐 約 經 貿 辦 積 極 透 過 社 交 媒 體 ( 例 如

「 Ho n gKo n gM e et sA m e r i c a」的 Li n k ed In、 Fa c e bo o k 及 In s t a g r a m)和每
雙周的電子通訊等不同渠道，與不同界別人士保持緊密聯絡，發放有

關香港的最新資訊。  

招商引才  

1 9 .  專組在美國東部進行廣泛的投資推廣工作，並繼續着眼於傳統的

主要商業界別及具海外投資潛力的初創企業。報告期內，專組與 2 58
間公司會面並提供協助，合共完成 13 個項目，協助有關公司在香港開
展業務。  

2 0 .  專組聚焦於重點行業，參與和舉辦共 6 1 場會議和展覽會，包括
Le ga l W e ek ,  So u r c in g  J ou r n a l  Su s t a i na b i l i t y  S u mm i t ,  e Me r ge  A m e r i c as ,  
N e w  Y or k  T e c h  W e e k ,  Co l l i s i on ,  T ec h s t a r s  D em o  D a ys ,  NC  T e c h  和  
M A G IC  N ew Y o rk。專組亦有於邁阿密 e Me r ge  Am er i c as 和羅利物聯網  
D e mo  Ni gh t 兩個展覽會上參展。  

2 1 .  專組於二零二四年五月推出「與專家對談」系列活動，就個別的

香港營商專題，向紐約相關界別提供實用資訊，迄今已舉辦了三場以

金融科技、私募基金及可持續發展，以及環球採購發展為題的活動。

專組亦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分別於紐約市和芝加哥舉辦一系列聚焦初創

的活動，以推廣香港初創的生態圈。  



 

5  

2 2 .  在招攬人才方面，駐紐約經貿辦主動接觸美國著名高等院校 3 及
海外港人，以宣傳香港的就業機會和特區政府吸引全球人才的最新措

施。此外，經貿辦於多間大學舉辦職業座談會，向學生介紹香港最新

發展和機遇，以及專才計劃。經貿辦亦定期透過其社交媒體分享有關

資訊及海外人才在香港的成功故事，以配合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

工作。  

工作展望  

2 3 .  駐紐約經貿辦會繼續密切留意中美貿易關係的發展，亦會繼續透

過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繫，以及不同的商貿和文化推廣活動，加強香

港與美國東部 31 個州的雙邊關係。經貿辦亦會繼續與金管局、貿發
局、投資推廣署和各持份者緊密合作，推介香港在高度國際化及「一

國兩制」下擁有的獨特優勢，把握香港在傳統優勢產業的機遇之餘，

加强宣傳香港在創科等新興策略產業的發展，鼓勵更多美國公司利用

香港作爲基地及樞紐，為香港開拓新機遇，增添發展新動能。  

 
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3 包 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紐 約 大 學、耶 魯 大 學、芝 加 哥 大 學、喬 治 亞 理 工 學 院、喬

治 亞 州 立 大 學、埃 默 里 大 學、賓 夕 法 尼 亞 大 學、哈 佛 大 學、波 士 頓 大 學、麻 省

理 工 學 院 和 北 卡 羅 來 納 大 學 教 堂 山 分 校 。  



 

 

附件 7  

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三藩市經貿辦 )負責推廣香港
與美國西部 1 9 個州份 1 之間的經貿關係。  

2 .  在報告期內，駐三藩市經貿辦一直與美國西部的聯絡對象保持聯

繫，就相關議題溝通及了解，並適時解釋有關香港的情況。經貿辦積

極將足跡擴展至具潛力的新市場 (如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德薩斯州的
奧斯汀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牙哥 )，以吸引當地企業和人才，以及各
界到訪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作商務活動或旅遊。這些新市場的

當地企業普遍對香港的貿易、經濟和金融市場及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
區 )發展的機遇感興趣。經貿辦繼續在美國西部州份促進商貿發展及文
化交流的工作，以鞏固互惠互利的雙邊關係。  

商貿關係  

3 .  香港與美國之間經濟活動頻繁。二零二三年，美國西部州份輸往

香港的貨物出口總值為 10 3 . 7 億美元，佔美國輸港貨物總值的 37 .4 %。
按輸港貨物價值計算，加州、德薩斯州和華盛頓州在 50 個州份中分別
居於第二、第三和第 1 2 位。駐三藩市經貿辦一直密切留意中美貿易關
係對香港和美國西部 1 9 個州份的雙邊經貿關係所帶來的潛在影響，並
就此與持份者緊密聯繫。  

4 .  過去一年，駐三藩市經貿辦致力與美國西部的商界、政界及政府

領袖、學術界、智庫組織、傳媒機構、藝術及文化團體保持緊密聯繫，

並透過交流、訪問、研討會和酒會，重點介紹香港在吸引創科和招商

引才方面的措施，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享有的獨特優勢及

機遇。駐三藩市經貿辦處長曾到美國西部九個州份的 13 個城市 2 ，進
行了逾 1 7 次訪問，並在各種商貿活動中致辭，向州政府和市政府高層

                                              
1  即 阿 拉 斯 加 州、亞 利 桑 那 州、加 利 福 尼 亞 州 (加 州 )、科 羅 拉 多 州、夏 威 夷 州、

愛 達 荷 州、肯 薩 斯 州、俄 克 拉 何 馬 州、俄 納 岡 州、蒙 大 拿 州、內 布 拉 斯 加 州、

內 華 達 州、新 墨 西 哥 州、北 達 科 他 州、南 達 科 他 州、德 薩 斯 州、猶 他 州、華 盛

頓 州 和 懷 俄 明 州 。  

2  訪 問 的 城 市 包 括 亞 利 桑 那 州 的 鳳 凰 城；加 州 的 三 藩 市、洛 杉 磯、薩 克 拉 門 托 和
聖 地 牙 哥；夏 威 夷 州 的 檀 香 山；蒙 大 拿 州 的 密 蘇 拉；內 華 達 州 的 拉 斯 維 加 斯；

德 薩 斯 州 的 奧 斯 汀 和 休 士 頓；愛 達 荷 州 的 波 夕；新 墨 西 哥 州 的 聖 達 菲；以 及 華

盛 頓 州 的 西 雅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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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立法機關和商業機構領袖、智庫及學術界人士介紹香港的經濟

情況和最新發展，以及作為連接國家與世界的門戶之角色。  

5 .  駐三藩市經貿辦夥同投資推廣署及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協
助安排不同香港政府部門及其他專業組織聯繫美國西部的持份者，促

進香港與美國在不同方面的經貿關係及投資往來。在創科和金融方面，

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一月聯同香港科技園與北加州香港商會合辦主題

為「參與構建香港蓬勃科技生態圈」的創新交流會，向區內的投資者

及其他科技界人士介紹香港在創科界別的龐大機遇和資源。在三月，

經貿辦與貿發局及大奧斯汀亞洲商會 ( G r e a t e r  Au s t i n  As i a n  Ch am b er  o f  
C omm e r c e )合作舉辦了 “ As i a  X  A us t in  –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M a r k e t  Sum mi t ”  
研討會。  在九月，  經貿辦、貿發局和美國北加州香港商會合辦創科
交流會，提供機會予五家獲香港科技園支援在矽谷培訓的初創企業，

與三藩市灣區的初創創始人和投資者交流，並藉此推廣香港的初創生

態圈。  

6 .  在綠色發展方面，財政司司長 (司長 )在二零二四年五月率領由 20
多名成員組成的香港代表團 3 出席了兩個大型會議。當中一個是以大
灣區與三藩市灣區的綠色發展、商務及投資合作和人文交流為主題的

「中美灣區對話」，另一個是聚焦於應對氣候變化及綠色轉型與發展

的「中美地方氣候行動高級別活動」。兩場會議匯聚了中美兩地逾 20
個地方省、州和城市的政府部門、企業、學術及智庫機構等，合共 2 00
多名代表出席交流討論。在會議的發言環節中，香港代表團指出了香

港在各方面 (包括營商、投資合作、綠色發展和綠色航運 )的獨特優勢。
司長及代表團亦出席了由駐三藩市經貿辦和美國三藩市商務組織「灣

區委員會」聯合舉辦的商務午餐會，向當地工商和創科界介紹香港的

最新情況和商機。此外，司長跟當地政商界人士會面和到訪位於矽谷

的科技公司、機構及初創企業，包括矽谷初創加速器 P lu g  a nd  P l a y。
藉著這次灣區對話的契機，香港與三藩市灣區夥伴簽訂了兩份合作意

向書及一份備忘錄，包括： (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加州—中國氣候

研究院簽訂合作意向書，就碳市場發展及可持續金融等範疇加強合作；

(二 )投資推廣署與美國三藩市的灣區委員會簽署合作備忘錄，促進兩
地投資推廣及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交流；及 (三 )香港大學氣候
及碳中和研究中心，與加州—中國氣候研究院簽訂合作意向書，促進

人才培育、青年交流及培訓。  

                                              
3  除 了 環 境 及 生 態 局、運 輸 及 物 流 局、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辦 公 室，以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等 政 府 代 表 外，香 港 代 表 團 亦 包 括

金 融 管 理 局、香 港 交 易 所、香 港 科 技 園、數 碼 港，以 及 香 港 大 學 及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的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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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  

7 .  駐三藩市經貿辦透過舉辦和贊助多項公共關係、藝術文化及體育

活動，積極鞏固及拓展聯絡網絡，推廣香港為國際商業樞紐之餘，展

現香港的文化創意軟實力，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8 .  二零二四年二月至三月期間，駐三藩市經貿辦分別在三藩市和洛

杉磯、華盛頓州西雅圖及德薩斯州休斯敦舉辦四場新春酒會，廣邀不

同界別人士，包括各州市官員、社會賢達、學者、商界代表、社區領

袖等，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和各項新機遇。當中三藩市和洛杉磯的兩

場酒會與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合作舉辦。  

9 .  在推廣香港電影方面，報告期內，駐三藩市經貿辦共贊助或舉辦

了十個分別在加州、科羅拉多州、夏威夷州、新墨西哥州和華盛頓州

舉行的國際及地區電影節，播放香港電影及推廣香港電影文化。當中

為期三日的「最愛列治文：周星馳電影節」精選了七部周氏最具代表

性的作品，吸引了近 1  50 0 名影迷在夏季周末到場觀看。此外，一眾
香港電影人均獲邀赴美出席電影放映會，與影迷會面，並和電影節單

位交流及對話。  

1 0 .  駐三藩市經貿辦亦安排及支持香港的演藝人及藝術家赴美演出

和參展，展示香港的多元人才。二零二四年三月，香港五名粵劇新秀

在經貿辦的支持下參與加州三藩市粵劇節演出。經貿辦亦邀請了香港

著名口琴組合 Re dBr i c ks，在上文第 8 段提及的多場新春酒會上表演。
此外，經貿辦支持其他演藝節目，例如贊助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邀

請香港樂團敲擊襄舉行《聲音之旅》演奏會；以及贊助舊金山中華文

化中心邀請 A rt  Toge t h e r 兩位香港藝術家陳佩玲和葉啟俊駐留三藩市，
參加該中心舉辦的華埠鬼節社區藝術活動，進行藝術創作及交流等。  

1 1 .  在體育相關活動方面，駐三藩市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七月至十月

參與了在加州、俄納岡州和科羅拉多州舉行的龍舟節，派發香港特色

紀念品，以宣傳香港文化。經貿辦更於福斯特市和波特蘭的龍舟節設

立攤位，向參加活動及賽事的人士介紹有關香港的資訊，並透過小型

遊戲與攤位與訪客互動，促進文化交流。  

1 2 .  報告期内，駐三藩市經貿辦積極鼓勵和便利美國不同界別的代表

訪問香港，包括向夏威夷州到訪香港的商務代表團提供協助。此外，

經貿辦積極透過社交媒體和每季電子通訊等不同渠道，與不同界別人

士保持緊密聯繫，發放有關香港的最新資訊；亦繼續邀請區內香港商

會和校友會協助向會員介紹特區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並向有意前往香

港工作的人士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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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才  

1 3 .  報告期內，駐三藩市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進行了 48 0 次
公司訪問，並完成  15 個項目，協助有關公司在香港開設或擴充業務。
專組共安排九次主要訪問活動，包括財政司司長在於二零二四年五月

在三藩市訪問，香港科技園總裁及生物科技公司代表團在二零二四年

於六月在聖迭哥訪問，以及在奧斯汀、洛杉磯、及西雅圖等訪問活動，

並參與十個涵蓋不同界別的大型會議展覽，就生物科技、創意產業、

金融科技、資訊科技、初創企業、半導體、其他創新及科技等重點範

疇進行推廣，闡述關於香港及大灣區的投資機遇及推廣香港的優勢。

其 中 ， 專 組 在 業 界 活 動 「 生 物 科 技 國 際 大 會  ( B IO  In t e r na t io n a l  
C on v en t io n ) 」 、 「 華 美 半 導 體 協 會 周 年 會 議 ( Ch in e se  Am e r i c an  
S em ic on du c to r  P r o fe s s i on a l  A sso c i a t i on  A nn u a l  Co nf e r en ce )」、「華人
生 物 科 技 協 會 周 年 會 議 ( Ch i n ese  B io sc i en c e  As so c i a t i on  A nn ua l  
C on f e r en c e )」、創意產業博覽「西南偏南大會 (S XSW )」及創科會議
「 Te c h c ru nc h  Di s ru p t」參展，介紹生物科技、半導體、創意產業、及
金融科技等行業在香港的發展和機遇。此外，二零二四年一月，專組

與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在矽谷舉辦宣傳推廣活動，宣揚香港的科技

研發優勢。  

1 4 .  專組積極支援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引進辦 )及香港人才服務辦
公室的工作。專組與引進辦緊密合作，在美國西部物色及接觸重點企

業，尤其是在生物及醫療科技、資訊科技和半導體行業具有高潛力和

代表性的企業，並介紹引進辦的工作，以及政府為重點企業提供量身

定制方案的新政策。專組亦積極推廣香港最新的人才吸引措施及入境

計劃，協助安排和參與上文第 13 段提及的活動，並在數碼媒體宣傳
二零二四年 St a r t me u p HK 創業節和二零二四年香港金融科技週等在港
進行的行業活動，吸引相關的專才赴港探索機遇和發展。  

工作展望  

1 5 .  經貿辦會繼續與貿發局、旅發局及其他相關組織緊密合作，舉辦

商貿及文化活動，並定期造訪美國西部州份主要城市，宣傳香港是通

往中國內地及亞洲的重要橋樑。因應美國西部本身的優勢，來年駐三藩

市經貿辦的推廣工作會繼續聚焦於創新及科技、藝術與文化、綠色發

展、吸引人才，以及加強大灣區與三藩市灣區的聯繫。  

 

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8  

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多倫多經貿辦 )與加拿大三級
政府 (即聯邦政府、省 /地區政府和市政府 )、商會組織、學界智庫、傳
媒等保持緊密聯繫，舉辦及與其他香港駐海外機構合辦不同類型的推

廣活動，宣傳香港的優勢及最新發展，促進香港與加拿大兩地的經濟

貿易關係及文化交流。  

2 .  過去一年，加拿大各界關注香港的最新經濟情況，以及《香港國

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情況。加拿大政府繼續實施特

別為香港人而設的移民措施，配合該國的移民政策。  

商貿關係  

3 .  報告期內，駐多倫多經貿辦繼續向不同經貿團體介紹香港最新的

經濟發展，同時宣傳香港在「一國兩制」和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
策略下的獨特營商優勢，以及香港是加拿大企業進軍內地市場、亞洲

其他地區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最佳跳板。  

4 .  駐多倫多經貿辦與投資推廣署、香港貿易發展局、港加商會、其

他當地商會及政府部門合作，在加拿大全國不同城市舉辦商務研討會

和各類型活動。經貿辦重點推廣香港的獨特優勢，包括香港是加拿大

商貿及初創企業發展業務、落戶或開拓亞洲市場的理想門戶，在港營

商的加拿大企業亦可善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及大灣區的發展策

略進軍內地市場。此外，經貿辦大力宣傳香港在創新科技、綠色經濟、

家族辦公室等新發展的獨特角色，以及香港可以如何與加拿大企業合

作把握商機。  

5 .  此外，駐多倫多經貿辦參與多項以特定行業為對象的商務活動，

宣傳香港的傳統產業，例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暨全球最大離岸人民

幣樞紐，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以及能夠提供首屈一指的國際法

律和爭議解決服務。在推廣新興行業方面，經貿辦積極與各城市的政

府和組織舉辦創科相關的商務活動，並參與世界級的展覽及會議。例

如經貿辦與投資推廣署參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在多倫多舉行的大型創

科會議 C ol l i s io n  20 2 4，邀請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的創業投資專家和
本地創科組織舉辦大型演講、大師班專題討論會及交流活動，宣傳香

港在金融科技、第三代互聯網、虛擬資產等最新的優勢，以及相關的

招商引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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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隨著加拿大與香港之間的航班數目於疫後逐步回升，駐多倫多經

貿辦聯同其他香港駐加拿大機構合辦貿易代表團，吸引商務旅客訪港，

及重點推廣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例子

包括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一月支持由香港加拿大商會及港加商會合辦

的第十屆跨太平洋企業家會議，探討香港為創新理念、生物科技初創

公司提供的商機，以及加強加拿大、香港和其他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商

貿關係。此外，經貿辦於四月繼續贊助加拿大華商創業協進會主辦的

工商業獎評選活動，並頒發「最佳亞太貿易奬」；以及於六月舉行的

萬錦市烈治文山市旺市華商會「雲裳楓采」2 02 4 頒獎典禮頒發傑出加
拿大 /大灣區合作促進大獎，表揚成功透過香港作為平台，將業務擴充
拓展至亞太地區的成功華裔加拿大企業家。  

7 .  駐多倫多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十月與港加商會合辦全國商貿會

議，邀請來自香港和加拿大各地的講者討論香港在環球及亞洲發展下

的營商優勢，鼓勵加拿大企業憑著香港平台，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

綱要》、「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當地政商界

逾 20 0 人出席。  

公共關係  

8 .  報告期內，駐多倫多經貿辦繼續與加拿大三級政府的官員保持聯

繫，積極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經貿辦亦繼續舉辦多項宣傳活動，參

與社會各界的計劃項目，並與社區人士和傳媒緊密聯絡，以促進加拿

大不同階層人士對香港的了解並提升香港的形象。  

9 .  為加深加拿大公眾對香港的認識，二零二四年年初，駐多倫多經

貿辦為多倫多的文化愛好者呈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  麻將雕刻
技藝，除舉辦展覽展出珍貴的木材、象牙及竹片製成的麻將外，還邀

請香港的手雕麻將牌師傅張順景遠赴現場示範人手製作過程。此外，

經 貿 辦 與 多 倫 多市 政 府 及 香 港 旅遊 發 展 局 (旅 發 局 )加 拿 大 辦 事 處 合
作，邀請香港著名藝術家洪強博士參與二零二四年十月在多倫多舉辦

的當代藝術年度盛事「白晝之夜」，洪強博士與到訪香港的加拿大舞

蹈家合作，透過融入舞蹈的數碼藝術展品，向加拿大公眾介紹香港的

傳統點心文化和地標。經貿辦並安排洪強博士於加拿大的大學舉辦的

藝術講座演講，深化加港兩地文化交流。  

1 0 .  駐多倫多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二月邀請獲獎無數的香港劍球隊

於大型新春活動表演，包括經貿辦與旅發局加拿大辦事處在多倫多及

溫哥華合辦的農曆新春酒會及大型慈善活動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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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駐多倫多經貿辦亦致力推廣香港的創意工業，二零二四年繼續與

多個在加拿大城市舉辦的國際電影節合作，包括「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溫哥華國際電影節」、「 Fa n t a s i a 國際電影節」、「木蘭國際電影節」
和「多倫多亞洲國際電影節」，以及支持在加拿大文化之都蒙特利爾

舉行的「光影浪潮—香港電影新動力」影展。這些電影節放映多部香
港獲獎及經典電影，並邀請香港電影業人才出席，向加拿大觀眾宣傳

香港的多元電影文化及人才。  

1 2 .  一如以往，駐多倫多經貿辦在加拿大各主要城市舉辦的新春慶祝

活動、龍舟節、唐人街節、中秋節和其他社區活動中，以公開演講及

展覽的方式推廣香港。經貿辦每年亦與旅發局加拿大辦事處在多倫多

和溫哥華合辦農曆新年酒會，簡介香港一系列的大型盛事，並推廣香

港的深度旅遊體驗，以吸引更多訪客來港。  

1 3 .  報告期內，駐多倫多經貿辦亦繼續透過發放新聞稿、電子通訊、

社交媒體、傳媒訪問等不同渠道，發放有關香港的最新資訊。  

招商引才  

1 4 .  駐多倫多經貿辦及轄下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在加拿大各大城
市進行廣泛的投資推廣工作，對象為具海外投資及發展潛力的初創和

中小型企業，並協助加拿大企業在香港投資和擴展業務。報告期內，

專組舉行超過 10 0 場商務會議，並協助 48 間來自不同界別 (例如創新
科技、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科技、第三代互聯網、虛擬資產和消費產

品 )的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  

1 5 .  專組亦在加拿大舉辦各項研討會和投資推廣活動，並積極參與世

界頂尖科技展會議及商業活動。在過去一年，專組舉辦及 /或參與超過
2 0 場商貿活動，接觸數千名本地企業家和企業，推廣大灣區和香港的
商機。主要活動包括：二零二四年三月在多倫多舉行大灣區專題的研

討會、商務會議、展覽和交流活動；二零二四年四月與地方政府合辦

商業推廣活動，促進密西沙加市與香港之間的商貿夥伴關係；以及一

系列大型活動，包括上述第 5 段提及，在二零二四年六月舉行的大型
科技會議  C o l l i s i on  2 02 4  期間舉辦展覽、大師班專題討論會及交流活
動。  

1 6 .  此外，專組參與多個重要會議及投資推廣活動，包括 Blo c k ch a i n  
Fu tu r i s t  Co nf e r en ce、 C an a d i a n  F i n t e ch  Su mmi t、 Ca n ad a  F i n t e ch  Fo r um
和以吸引家族辦公室為重點的  P r i v a t e  W e a l t h  For um ，以及由遍及加
拿大各大城市不同商會舉辦的商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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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在吸引人才方面，駐多倫多經貿辦聯同專組與當地各大學、專上

學院、學生會、大學校友會等保持緊密聯繫和合辦講座，部分活動更

有來自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和香港專業團體的代表參與。經貿辦亦支

持港加商會舉辦以香港為題的業務推廣項目和大專學生商業比賽等。

這些活動推廣香港的就業機遇、介紹各類專才入境計劃，以及香港為

招商引資而推行的措施。此外，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暑假安排四名香

港高等教育學生在其辦公室實習，並與當地學生會面，深化香港學生

對加拿大當地工作文化的了解，並擴闊其眼界。經貿辦透過這些活動

與學術界和學生交流，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進修和工作機會，並推

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各項優才、專業人士及招商引才計劃。  

1 8 .  報告期間，專組協助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及投資推廣署訪問

多倫多，向加拿大的相關企業進行招商工作。專組會繼續擴大聯絡網，

並與相關機構合作，宣傳香港是投資、營商和工作的理想地方。  

工作展望  

1 9 .  鑑於加拿大與中國外交關係持續緊張，加拿大政府可能在對華的

外交和貿易政策，以至香港事務採取較強硬的態度。駐多倫多經貿辦

會繼續積極與加拿大三級政府保持聯繫，以及聯同其他香港駐海外機

構和地方組織舉辦活動，利用港加兩地的密切關係，推動經貿合作，

加強雙邊關係和兩地文化及其他交流，以及吸引人才到香港。此外，

經貿辦亦會繼續密切留意加拿大各界就《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實施情況的關注，並透過各種方式及時澄清誤解。  

 

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9  

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雅加達經貿辦 )代表特區政府
處理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 )整體的事務，並負責促進香港與四
個東盟國家 (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文萊 )的雙邊經貿關係和文
化交流。  

2 .  印尼於二零二四年二月舉行大選，普拉博沃以過半數當選總統，

並於十月上任；前任總統佐科．維多多之子吉布蘭則擔任其副手。普

拉博沃強調印尼會延續對外開放方針，專注發展經濟，並承諾在首個

任期實現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此外，印尼於八月首次在努山塔拉舉

辦獨立日慶典，象徵其遷都計劃邁出重要一步。  

3 .  馬來西亞方面，總理安華領導的團結政府將就任滿兩年。雖然種

族和宗教議題仍不時引起爭議，但國內政治大致維持穩定，擺脫疫情

期間的動盪局面，投資者對該國的信心亦有所提升。二零二四年一月，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就建立「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簽署諒解備忘錄，

參照深圳和香港的經驗，透過促進與新加坡的資金、貨物和人員流動，

讓柔佛成為馬來西亞經濟的新引擎；兩國政府正就相關細節進行磋商。 

4 .  菲律賓經濟穩步發展，但其與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關係因南海問

題持續緊張，為地緣政治環境帶來不確定性。文萊則高度依賴石油和

天然氣產業，相關市場波動亦影響該國經濟。整體而言，四個國家的

國內生產總值均於二零二三年錄得增長，但增幅全部按年放緩。  

商貿關係  

5 .  香港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 (《自貿協定》 )和《投資協定》全
面生效後，香港進一步於二零二四年一月簽署《修訂〈自貿協定〉的

第一議定書》 (《議定書》 )，將《自貿協定》中特定產品原產地規則涵
蓋的產品類別增至接近 6 00 項，駐雅加達經貿辦更於二月應邀見證菲
律賓貿工部長簽署《議定書》。經貿辦亦透過參與《自貿協定》下「經

濟和技術合作工作計劃」的項目，例如二零二四年六月在馬來西亞舉

行的「東盟與中國香港中小企業走向 ES G 政策對話及研討會」，促進
香港與東盟的交流。  

6 .  正如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中所述，香港會繼續鞏固與東盟等

市場的商貿合作，並爭取早日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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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 EP )。東盟秘書長於二零二四年七月訪港，與行政長官、立法會主
席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面，討論香港加入 RC EP 等議題。立法
會主席於五月率領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訪問印尼和馬來西亞，其間與

東盟副秘書長和各國駐東盟使節交流，爭取其支持香港加入 R CEP。代
表團亦與馬來西亞下議院議長、印尼人民代表會議副議長和印尼地方

代表理事會副議長等國會領袖會面，並會晤當地政商界翹楚，介紹香

港加入 R CE P 對東盟各國的裨益。  

7 .  另一方面，香港與東盟各國的高層往來仍然頻密。律政司司長於

二零二四年九月出訪文萊，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總檢察長和各界

領袖會面。該訪問為疫情後兩地的最高層交流，亦屬文萊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於二零二三年五月訪港後的回訪，乃雙邊合作的重大里程碑。 

8 .  律政司司長其後轉往馬來西亞，與總理府法律及制度改革部長和

總檢察長會面，並率領一個由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和多個替

代爭議解決機構組成的代表團，與當地法律業界交流，鞏固香港作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二零二四年年中，馬來

西亞第一副總理、交通部長和總理府法律及制度改革部長亦分別訪港，

與行政長官會面或出席活動。  

9 .  此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在馬來西亞出席第 19
屆亞太區首席法官會議，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司法機構領導層交流。

連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主席分別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和二零二四年五月

訪問該國，香港和馬來西亞已建立全面且頻繁的高層聯繫，兩地關係

在中馬建交五十周年的背景下更持續深化。  

1 0 .  於二零二四年，駐雅加達經貿辦所覆蓋的國家有多名高層官員訪

港並參與大型商貿活動，例如印尼財政部副部長出席一月的「亞洲金

融論壇」、菲律賓資訊及通訊科技部長出席四月的「香港國際創科展」，

以及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及工業部長出席九月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有關訪問亦提供機會，讓相關官員親身了解香港的最新情況和作為盛

事之都的定位。  

1 1 .  報告期內，駐雅加達經貿辦支援多個機構訪問其覆蓋的國家，包

括香港金融發展局 (金發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要商會 (如香港中
華總商會和香港工業總會 )及業界組織 (如香港電子業商會、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和香港軟件行業協會 )。相關訪問期間，經貿辦透過協助安排
行程、舉辦商貿活動、出席大型活動等方式，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貿易和創科中心的地位，以及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 (大
灣區 )發展中扮演的獨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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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駐雅加達經貿辦亦積極出席各國的大型商貿活動，例如二零二四

年六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盟商業論壇」和國務院總理李強訪馬期

間與總理安華共同主持的商務午宴、八月在菲律賓舉行的「中菲關係

馬尼拉論壇—粵港澳大灣區的前景與機遇」，以及九月在馬來西亞舉
行的「世界華商大會」。經貿辦透過在這些場合列席及 /或發言，向當
地政商界領袖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  

公共關係  

1 3 .  駐雅加達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初繼續在多個地方舉辦新春慶祝

活動，除其覆蓋國家的四個首都城市外，亦包括印尼泗水和峇里、馬

來西亞檳城和亞庇，以及菲律賓宿霧。九場活動總共接待約 1  70 0 名
賓客，包括多名當地高層官員、商界和文化界代表，反映相關國家對

香港的正面取態。  

1 4 .  二零二四年二月，駐雅加達經貿辦支援廣播處長訪問印尼，與印

尼國家廣播電台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加強兩地公共廣播合作，並透過

製作印尼語節目加深印尼民眾對香港的了解。同年三月，經貿辦協助

政府新聞處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香港：沉浸式之旅」展覽，此乃

繼印尼雅加達和泰國曼谷後的東盟第三站。經貿辦亦透過「新聞從業

員贊助計劃」，安排八位記者到香港採訪多項盛事，並以新聞稿、電

郵及社交媒體等渠道發放資訊，以增進當地媒體對香港的認識。  

1 5 .  報告期內，駐雅加達經貿辦致力推展文化藝術領域的工作，以配

合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提出的相關措施。二零二四年八月，兩個

香港主要表演藝術團體到馬來西亞首演，包括香港舞蹈團在檳城參加

喬治市藝術節，以及香港中樂團在吉隆坡、金寶和檳城巡演，慶祝中

馬建交五十周年。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同月亦在吉隆坡呈獻音樂會，乃

超過十年後再次在馬來西亞演出。此外，經貿辦積極推動香港藝術人

才參與東盟各國的文化盛事，例如同年六月綠葉劇團出席印尼的峇里

島藝術節，以及兩名香港演藝學院導師在馬來西亞檳城出席 Ro nd o Fes t
音樂節。  

1 6 .  創意產業方面，駐雅加達經貿辦在報告期內安排超過 30 場香港
電影放映會，並舉辦多項活動讓香港電影人才與各地同業交流，相關

項目包括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菲律賓的奎松國際電影節，以及印尼

的峇里島國際電影節、雅加達國際電影周和日惹亞洲電影節。二零二

四年九月，經貿辦更與亞洲電影大獎學院合作，在馬來西亞的香港電

影巡迴放映活動上設展介紹電影製作過程，深受當地民眾歡迎。電影

以外，經貿辦亦支持多名「『港漫動力』─香港漫畫支援計劃」下的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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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前赴吉隆坡出席二零二三年十二月的 C om ic  F i es t a 和二零二四年
五月的馬來西亞香港國際漫畫周。  

1 7 .  文創產業發展處 (文創處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成立後，文創產業專
員和助理專員同年第三季分別出訪印尼和馬來西亞。駐雅加達經貿辦

為相關訪問提供支援，以宣傳「香港時裝設計周」和「歐亞文化交流

電影製作資助計劃」等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下的項目，並加強與

當地業界聯繫。  

1 8 .  駐雅加達經貿辦亦重視弘揚中華文化，在報告期內分別支持印尼

的雅加達國際龍舟節、菲律賓的長灘島國際龍舟節和馬來西亞的檳城

國際龍舟賽，三項賽事共有八支香港隊伍參加。首兩項活動期間，經

貿辦與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合作設展介紹現代龍舟競賽在香港發源的歷

史；而檳城國際龍舟賽結束後，當地官員更來港觀摩二零二四年香港

國際龍舟邀請賽，就籌辦大型龍舟賽事交流經驗。此外，經貿辦分別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和十月首次參與日惹中華文化周和檳城國際高樁舞

獅邀請賽，聯同當地華人社群推廣傳統文化習俗。  

1 9 .  為配合《青年發展藍圖》，駐雅加達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香港

高等教育學生東盟實習計劃」下協助安排近 8 0 個實習崗位，除印尼、
馬來西亞和文萊外，更首次擴展至菲律賓。青年交流方面，經貿辦於

二零二四年二月協助黃大仙民政事務處籌辦馬來西亞青年交流團，而

馬來西亞青年及體育部副部長更於同年八月來港出席首屆「青年發展

高峰論壇」。因應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提出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

上教育樞紐，駐雅加達經貿辦亦致力推廣「一帶一路獎學金」等措施，

並支持香港大專院校的東盟招生活動。  

招商引才  

2 0 .  報告期內，駐雅加達經貿辦及其轄下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繼續
與投資推廣署、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和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 (人才辦 )
全力合作，在印尼、馬來西亞、文萊和菲律賓推動招商引才工作。  

2 1 .  招商引資方面，專組共約見近 25 0 間私人企業，並推動其在香港
開業，相關工作涵蓋多個主要城市。專組亦積極參與不同商業活動，

例如印尼多個省份的投資論壇、馬來西亞的「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所

銀行財經高峰會」，和菲律賓的「馬尼拉科技峰會」，向當地具海外

投資及發展潛力的客戶介紹香港在金融科技、綠色科技、數字經濟、

專業服務等重點領域的最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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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投資推廣署署長於二零二四年四月訪問印尼和馬來西亞，在專組

安排下拜會當地官員、主要商會和大型企業，並分別與印尼僱主協會

和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合辦商務研討會，集中推廣吸引家族辦公室的

政策和「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其中，印尼僱主協會主席於同月

率領代表團訪問大灣區，在港期間與行政長官和商界領袖會面，討論

加強兩地投資關係。  

2 3 .  此外，專組全力配合投資推廣署舉辦的東盟市場訪問。在二零二

三年十月至十一月，投資推廣署出訪印尼和馬來西亞，其間專組與印

尼醫療保健協會合辦商務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在醫療科技方面的優勢。

在二零二四年七至八月，投資推廣署聯同金發局率領金融科技業界赴

印尼和馬來西亞，其間專組亦在雅加達籌辦研討會，讓香港科技園和

數碼港代表向印尼企業講解香港的金融科技發展。  

2 4 .  招攬人才方面，專組繼續致力宣傳各項吸引人才措施，尤其向百

強大學之一的馬來亞大學推廣「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高才通計
劃」 )。二零二四年三月，專組為該校學生舉辦就業講座，勞工及福利
局副局長更拜會大學校長及管理層，深化在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人

才辦總監於同年十月訪問馬來西亞期間，專組亦支援人才辦在馬來亞

大學宣傳「高才通計劃」，並會晤多個當地專業團體，介紹擴大後的

「人才清單」和各項相關的入境便利措施，鼓勵當地人才來港發展。  

2 5 .  同時，駐雅加達經貿辦全力支援不同機構，推廣特定範疇的吸引

人才措施，以擴大香港的人才庫。為配合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公

布的「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經貿辦積極協助職業訓練局在印尼、

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三個目標市場的招生工作，更聯同其代表拜會當地

相關官員。《二零二三年護士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通過後，經貿辦亦
支持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於二零二四年八月在馬來西亞主持招聘

講座，並安排其會晤當地大學管理層商討合作，讓馬來西亞護士了解

來港工作的新途徑。  

工作展望  

2 6 .  隨著印尼新政府上任，過去多月的權力交接期已告終結，駐雅加

達經貿辦會全力協助主要官員與當地新內閣建立聯繫，並配合香港貿

易發展局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在雅加達舉辦的「成就機遇．首選香港」

旗艦推廣活動，加強兩地高層交流和經貿關係。鑑於馬來西亞和菲律

賓分別為二零二五年和二零二六年的東盟主席國，將在東盟整體議程

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經貿辦會致力強化與兩國經貿部門和商界的

聯繫，推動香港在加入 RC EP 和其他範疇上與東盟的合作。同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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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辦會繼續著力招商引才，並深化與各國在文化、教育、青年等方面

的合作，促進人文交流、民心相通。  

 

香港駐雅加達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10  

香港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 港 駐 曼 谷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駐 曼 谷 經 貿 辦 )負 責 促 進 香 港 與
泰國、柬埔寨、緬甸及孟加拉國的雙邊經貿關係。  

2 .  在報告期內，泰國經歷了總理更換。泰國憲法法院於二零二四年

八月十四日因時任總理賽塔在內閣改組時任命不符合道德標準的部

長 1，違反《憲法》而罷免時任總理賽塔和他的內閣。在眾議院約三分

之二席位的支持下，現年 3 7 歲的前總理他信的女兒貝東丹於八月十六
日當選為泰國新任總理，並於八月十八日獲國王正式任命，成為泰國

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貝東丹於二零二一年加入現屆政府的執政黨為

泰黨，並於二零二三年十月被任命為黨魁。泰國社會在這次總理更換

期間保持平靜，商業環境及金融市場穩定，未受影響。  

3 .  柬埔寨的政商環境保持穩定，其參議院選舉在二零二四年二月舉

行，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奪得 5 5 席 (約 89 %的議席 )。參議院有權審查
國民議會通過的法律草案。前首相洪森 (現任首相洪馬奈的父親 )其後
獲選為參議院主席。  

4 .  孟加拉國在報告期內出現政局不穩的情況。時任總理哈西娜領導

的人民聯盟在二零二四年一月大選的 30 0 個議席中奪得 2 2 3 席 (約
7 4 % )，令哈西娜成功第五度出任總理。二零二四年七月，數千名大學
生於首都達卡就政府為退伍軍人家庭保留公務員職位的配額制度  走
上街頭抗議。雖然政府其後大幅調低配額，但抗議活動已變為全國性

的反政府運動，暴力不斷升級。抗議者要求時任哈西娜總理辭職，而

她於八月五日辭職。孟加拉國在八月八日成立臨時政府，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及經濟學家尤努斯擔任臨時政府的首席顧問。至於緬甸，其軍

事衝突持續，局勢未見有緩和跡象。  

商貿關係  

5 .  在報告期內，駐曼谷經貿辦繼續透過不同途徑，深化和擴闊香港

與其覆蓋國家的商貿聯繫。經貿辦繼續與當地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及

商會會面聯絡，並恆常與當地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商會或
其他組織合作，舉辦展覽、研討會、午餐會議等商務活動。其中包括

                                              
1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的 內 閣 改 組 中 ， 時 任 總 理 賽 塔 任 命 有 刑 事 紀 錄 的 披 吉 ·春 班
先 生 為 總 理 辦 公 室 部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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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二月與柬埔寨商務部在柬埔寨金邊合辦以「實施《區域

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 EP )和中國—柬埔寨自由貿易協定的最新
情況」為題的研討會；三月與投資推廣署、貿發局及泰國香港總商會

合辦「發掘機會：連繫泰國與香港並推動兩地增長」研討會；四月與

香港中華總商會和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協會 (大灣區聯盟 )在金邊
合辦「柬埔寨與粵港澳大灣區伙伴合作關係商業論壇」；以及七月與

貿發局在金邊合辦「超級聯繫通往成功之新路徑：香港—柬埔寨伙伴
合作商務午宴」等。透過這些活動，經貿辦介紹香港最新的經濟情況

和政策，推廣香港的商貿優勢和商機，宣揚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綱要》、「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中扮演的獨特
角色，以及在招商引才方面的最新政策，並積極爭取各界支持香港加

入 R CEP。  

6 .  除首都城市外，駐曼谷經貿辦的推廣工作亦覆蓋其他城市 /地區，
包括泰國的清邁府、清萊府和宋卡府；柬埔寨的暹粒市，以及孟加拉

國的賽義德布爾市。經貿辦拜訪當地政府官員及商界領袖，了解當地

最新的經貿發展；同時推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並鼓

勵當地企業來港營商。此外，經貿辦與其覆蓋四個國家的港商保持緊

密聯繫，並不時拜訪當地香港企業，以了解他們的經營情況。  

7 .  在報告期內，駐曼谷經貿辦支援行政長官於二零二四年七月率領

代表團訪問柬埔寨，代表團成員包括財政司副司長、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等多名高級政府官員，以及三十多位來自多個界別的高級別代

表。經貿辦協助安排行政長官與柬埔寨首相洪馬奈及副首相兼內政部

長韶索卡會面，到訪柬埔寨重點企業，並宴請柬埔寨工商界領袖等。

訪問期間，香港與柬埔寨簽署了 1 3 份合作備忘錄，涵蓋貿易和經濟合
作、投資促進、技術創新、航空服務發展等多個領域。雙方就發展和

合作領域達成共同意向，鞏固和擴闊了香港與柬埔寨之間的商業網絡，

並為雙方開拓新機遇增添動能；同時建立強烈意願共建「一帶一路」，

柬埔寨亦再次肯定支持香港加入 RCEP。  

8 .  駐曼谷經貿辦亦支援相關機構到訪其覆蓋的國家，包括在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協助香港旅行社協會和泰國香港總商會在曼谷合辦海外

年會暨研討會；在二零二四年一月協助香港工業總會與泰國香港總商

會在曼谷合辦「泰國—香港商業論壇」，以及與投資推廣署合辦泰國
初創企業聯誼活動；四月，經貿辦支援香港中華總商會和大灣區聯盟

組成的聯合商貿代表團訪問金邊；六月，經貿辦支援國際青年商會香

港總會於「 2 02 4 年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區會議」在柬埔寨暹粒市舉行期
間，舉辦一系列推廣香港的活動；同月支援香港九龍城工商業聯會訪

問泰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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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  

9 .  駐曼谷經貿辦在報告期內繼續拓展聯繫網絡，積極聯絡當地政府

官員、各大企業、藝術文化及傳媒機構等，並透過舉辦和贊助多項文

化藝術及體育活動，宣傳及推廣香港的優勢，展現香港的文化軟實力。 

1 0 .  駐曼谷經貿辦不時與商會及團體合辦聚會，包括二零二四年二月

在曼谷、金邊、達卡及緬甸仰光的新春聚會，以及九月在曼谷、金邊

及仰光的中秋聚會，與當地的港商、港人及政商界嘉賓聚首，並藉機

發放香港最新資訊及講解一系列招商引資引才的新措施。  

1 1 .  在推廣文化交流方面，駐曼谷經貿辦致力透過舉辦及支持不同形

式活動，展示香港作為亞洲文化都會的魅力，包括在二零二四年七月

及八月與亞洲電影大獎學院攜手，分別在金邊及曼谷舉行「香港電影

巡禮」，共放映 16 部精選香港電影，提高香港電影在當地知名度及吸
引更多當地觀眾。在電影巡禮期間，經貿辦同步舉辦「香港電影．都

市活力」展覽，透過重現精選電影中的場景及香港的標誌性景點，推

廣香港多元的城市景觀。此外，經貿辦分別支持聲輝粵劇推廣協會和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在八月，以及纓華粵劇團在十月於曼谷演出。  

1 2 .  在推廣香港的創意產業方面，駐曼谷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四月支

持由創意創業會在「泰國玩具展 2 02 4」設立「香港館」，滙集 2 0 名香
港原創潮玩玩具設計師的作品，展示香港豐富多彩及極具創意的潮玩

玩具。  

1 3 .  為加強香港與泰國的體育交流，駐曼谷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五月

贊助及參與由泰國體育管理局主辦的 U TM B 超級越野賽，在賽事期間，
經貿辦設置攤位，向各地跑手推廣香港的著名山徑。  

1 4 .  在二零二四年六月至八月期間，駐曼谷經貿辦透過「香港高等教

育學生東盟實習計劃」安排 1 6 名香港高等院校學生到泰國實習，當中
六名在經貿辦實習，讓他們擴闊視野及汲取工作經驗。  

1 5 .  駐曼谷經貿辦定期透過社交媒體及其網站發放資訊，介紹香港的

最新發展。經貿辦亦與當地主流媒體保持緊密聯繫，在其平台上宣傳

經貿辦舉辦或合辦的活動，以及各項推動雙邊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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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才  

1 6 .  在報告期內，駐曼谷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積極聯繫各行
各業的企業，特別是餐飲、時裝企業，以及涉及金融、食品、健康和

綠色科技的初創企業，並與超過 1 27 家公司會面，推廣香港的獨特優
勢和最新招商政策，以及大灣區的龐大發展機遇，鼓勵它們在香港開

展或擴充業務。專組亦透過持續舉辦、合辦或贊助投資推廣活動，介

紹香港相關業界的概況及泰國企業在香港的營商機遇。當中包括聯同

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技園 )、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於東南亞旗艦科技展
覽的 T e ch s au c e  Glo b a l  Sum mi t  20 2 4 設立香港館，一方面向東南亞初
創企業推廣香港的獨特優勢，介紹相關的資助計劃及香港金融科技周

等將在香港舉辦的大型活動，並鼓勵他們利用香港作為平台擴展業

務﹔另一方面亦邀請 1 4 間香港初創企業於香港館設立攤位，展出其最
新的科技方案。此外，專組協助科技園在泰國招募初創企業參與其 Id e a  
La n d i n g  P ro gr a m，獲選的初創企業會獲得科技園提供的資助，在科技
園開設業務。專組亦與參與計劃的初創企業保持聯繫，鼓勵及支援它

們在香港拓展業務。  

1 7 .  專組全力配合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引進辦 )的工作，除協助聯絡
當地媒體宣傳引進辦的服務外，專組亦安排泰國的重點企業參加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由引進辦贊助的訪客計劃，並在推廣活動和商務會面中

向當地企業，特別是金融科技公司，介紹引進辦的服務。在吸引人才

方面，專組在相關推廣活動中介紹香港的各項人才入境計劃，以配合

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此外，經貿辦亦透過在曼谷和其他府的

國際及內陸機場、輕軌及地鐵站、主要商場、商業大廈、報章，以及

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投放廣告，宣傳專組吸引企業和人才措施的服務。 

工作展望  

1 8 .  駐曼谷經貿辦會繼續密切留意所覆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最新發

展及政策，亦會繼續與當地政府、商會、企業和相關機構保持緊密聯

繫，以及聯同相關政府部門和其他香港駐海外機構舉辦推廣活動，促

進香港與相關國家的雙邊關係和文化交流。經貿辦亦會繼續積極宣傳

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作為內地與相關國家之間的「超級聯繫人」
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優勢，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積極貢獻。  

 

香港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11  

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新加坡經貿辦 )所覆蓋的國家
為新加坡、越南、老撾和印度。  

2 .  二零二四年，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的政壇分別發生了重大變化。

五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結束了他 20 年的執政生涯，職位由副總理黃
循財繼任。同月，越南公安部長蘇林當選國家主席，陳青敏當選國會

主席。七月，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阮富仲逝世，蘇林於八月

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總理一職則由范明政繼

續擔任。梁強於十月當選為新國家主席。印度大選在六月結束，總理

莫迪第二度連任。不過莫迪領導的執政人民黨未能贏取下議院大多數

議席，因此要與其他政黨籌組聯合政府。  

3 .  新加坡、越南、老撾和印度於二零二四年的經濟表現持續改善。

新加坡第一季和第二季的經濟增長按年分別為 3 .0 %和 2 . 9%，新加坡
政府將二零二四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的增幅從「 1 .0 - 3 . 0%」向上修定至
「 2 . 0 - 3 . 0 %」，高於二零二三年全年 1 .1 %的增幅。越南在二零二四年
首六個月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6 .4%，高於二零二三年全年 5 .1 %的
增幅。老撾經濟在二零二四年首六個月估計的增長為 4 .7 %，高於二零
二三年全年 3 . 7 %的增幅。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財
政年度增長 8 . 2 %，高於上一個財政年度 7 . 0 %的增幅。越南和印度繼續
是區內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商貿關係  

4 .  整體而言，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 )繼續是香港的第二大貨物貿易
伙伴，其中新加坡及越南分別是香港的第四及第七大貿易伙伴，東盟

亦是「一帶一路」倡議下一個極具發展潛力的地區。老撾作為二零二

四東盟輪值主席，亦是國家「一帶一路」項目的友好合作伙伴，故對

於增強香港和東盟之間的區域合作亦佔一定的角色。印度是香港的第

八大貨物貿易伙伴，駐新加坡經貿辦繼續在當地開展建立網絡的工作，

以推動雙邊經貿關係。  

5 .  駐新加坡經貿辦在不同場合積極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香港在聯繫國家與東盟國家方面擔當的獨特角色，以及香港在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和「一帶一路」
倡議等國家戰略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帶來的商機。經貿辦亦透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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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商務活動，積極推廣香港作為內地和國際之間「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把全球企業引進香港及內地。  

6 .  駐新加坡經貿辦與其覆蓋國家的政府部門，商會和商界組織一直

保持緊密接觸，並統籌和支援行政長官、主要及高層官員到訪這些國

家。二零二四年七月底至八月初，行政長官率領特區政府和商界高層

代表團訪問老撾首都萬象，以及越南首都河內及胡志明市。行政長官

在老撾與總理、副總理、商界團體和公司領袖會面，就兩地之間的合

作和機遇作交流。行政長官在經貿辦與老撾中華總商會合辦的商務晚

宴中，向 1 00 多名的老撾商界人士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和龐大機遇。
他亦見證香港和老撾雙方交換 1 2 份合作備忘錄，涵蓋海關合作、投資
推廣、經貿合作、金融服務、教育交流等範疇。行政長官在河內與越

南國家主席、副總理和商界領袖會面，亦在胡志明市與人民委員會主

席及市委副書記會面，就加強香港及越南各方面的合作 (包括高層互訪
和聯繫等 )作交流。他在經貿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在胡志明市合辦的商
務午宴中，向超過 2 00 名越南的政商界人士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和龐
大商機。行政長官亦見證香港和越南雙方交換 3 0 份合作備忘錄，涵蓋
領域廣泛，包括貿易和經濟合作、投資、教育、旅遊、航空服務發展

等。  

7 .  行政長官是次帶領的政府和商界高層代表團訪問東盟三國 (即老
撾、柬埔寨和越南 )達成了五項成果：即加強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和
往來；就發展和合作領域達成共同意向；鞏固和擴闊商業網絡，為開

拓新空間、新機遇增添動能；建立強烈意願共建「一帶一路」；以及

再次肯定了三國對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 EP )的
支持。  

8 .  律政司司長分別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到訪越南河內及二零二四

年七月和十月到訪新加坡出席大型論壇及會議。在越南與法律和工商

界代表會面，就共同關注的事項交換意見，而在新加坡期間則與最高

法院首席大法官會面和到訪當地的公共政策和爭議解決相關機構。九

月，律政司司長率領法律界的專業代表團訪問越南胡志明市，與當地

的法律界團體及商界會面，就解決爭議服務交流意見，並推廣香港的

優質法律服務。  

9 .  報告期內，其他政府高層官員 (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和環

境及生態局局長 )亦分別到訪新加坡、越南及老撾，就金融服務、商務
及經濟合作、創意產業、文化交流等範疇與當地政府高級官員和商界

領袖交換意見。此外，駐新加坡經貿辦支援立法會主席及聯絡小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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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出訪新加坡，拜訪當地國會議長及議員，了解當地政治體制、經

濟、房屋、職業訓練、培育新興產業等方面的最新發展。  

1 0 .  駐新加坡經貿辦一直與 R CE P 成員國中的新加坡、越南及老撾官
員和商界保持緊密聯繫，積極游說他們全力支持香港儘快加入 R CEP。 

1 1 .  此外，海事處在駐新加坡經貿辦內設立的香港船舶註冊區域辦事

處繼續在區內推廣香港的高增值海運服務，包括船舶註冊、船舶管理、

經紀、租賃、融資、海事保險等。報告期間，船舶註冊區域辦事處在

新加坡舉辦了兩場香港船舶註冊安全及推廣研討會，每場研討會均有

超過 5 0 位來自當地航運界的代表參與。船舶註冊區域辦事處亦與投資
推廣署合作，分別在越南河內及印尼參展兩個大型海事會議 /展覽，以
鼓勵船東在香港註冊船舶。  

公共關係  

1 2 .  駐新加坡經貿辦積極接觸其覆蓋國家的政府官員、商界組織、大

學、傳媒和香港僑民，讓他們掌握香港最新情況和經濟發展。報告期

內，經貿辦在新加坡舉行了新春酒會，宴請超過 2 00 名政商界代表，
同時在新加坡香港商會的新春午宴中，介紹香港優勢，並和新加坡香

港商會、越南香港商會、老撾中華總商會等商界組織，推廣香港作為

區內營商首選地和進入大灣區龐大市場的聯繫人角色。同時，經貿辦

亦接待了到訪新加坡的不同香港公司、團體和專業團體代表、中學、

大學學生、區議會、立法會議員等，讓他們了解東盟的最新情況和與

香港的雙邊發展關係。  

1 3 .  報告期內，駐新加坡經貿辦繼續致力促進人文交流，例如贊助香

港的管弦樂團、粵劇團、青年管弦樂團和電影工作者到新加坡演出與

交流，充份凸顯香港作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二零二四年六至

十月，經貿辦贊助新加坡首屆香港娛樂及演藝文化節的話劇、音樂劇

及粤劇節目，呈獻香港演藝界不同領域的瑰寶。除上述表演外，其他

香港團體和人士亦在新加坡作不同藝術表演，包括話劇、粵劇、聲樂

和流行音樂。  

1 4 .  駐新加坡經貿辦在二零一四年起推行「香港高等教育學生東盟實

習計劃」，讓來自 1 1 間香港高等院校學生拓闊視野和體驗東盟地區的
生活。在二零二四年暑假期內，計劃吸引了 6 8 位學生到 6 個東盟國家
實習。提供實習的機構包括駐東盟的三個經貿辦 (即駐新加坡、駐曼谷
及駐雅加達經貿辦 )、非政府組織和不同行業的私人企業。計劃自二零
一四年推行至今已有超過 90 0 名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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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報告期內，駐新加坡經貿辦通過政府新聞處的新聞從業員贊助計

劃，安排了新加坡媒體分別採訪了香港亞洲金融論壇、「藝術三月

2 0 24」，以及香港國際創科展和數字經濟峰會。另外，經貿辦安排越
南和老撾媒體採訪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在港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此外，經貿辦分別在老撾萬象以及越南河內和胡志明市進行了

四次傳媒茶聚或會面，向當地媒體介紹香港最新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

發展。經貿辦亦安排特區政府多名高層官員在訪問東盟國家期間接受

傳媒訪問。經貿辦定期透過官方網頁、社交媒體、刊物、電子通訊等

發放消息，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和政策措施，包括優化輸入人才計劃

及經貿辦的各項工作。  

招商引才  

1 6 .  為了吸引商業投資，駐新加坡經貿辦與當地的政府機構、商會和

其他相關的組織合作，舉辦和出席商務活動，積極向商界介紹香港最

新的經濟發展和推廣香港的營商優勢和投資機遇。在報告期內，經貿

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與超過 1 4 0 間新加坡、越南和老撾企業會面，
並協助 2 0 間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這些企業主要來自國家《十四五規
劃綱要》所確定的關鍵行業，包括金融科技、信息和通信技術、創新

科技等。專組亦參與多個主要商業活動 /會議，例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中小型企業大會和新加坡金融科技節。此外，專組在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到訪新加坡時，安排局長與多間關鍵運輸與物流企業會面，鼓勵他

們到香港拓展業務。  

1 7 .  專組及投資推廣署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在胡志明市，首次舉行兩場

專題講座，向越南公司介紹香港的投資機遇和金融市場，鼓勵他們到

香港拓展業務和籌集資金 (包括公開上市 )，兩場研討會合共吸引了超
過 1 80 名公司高層參加。專組於十月在河內市繼續舉辦同類型講座，
鼓勵越南當地公司高層及媒體參加。  

1 8 .  在吸引人才方面，駐新加坡經貿辦透過外展活動和社交媒體，包

括安排到訪的高級官員與在新加坡和越南工作的港人會面，介紹香港

的最新工作環境、就業機會及優化人才入境措施，鼓勵他們返回香港

發展，以配合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此外，經貿辦協助香港的

大學與越南及老撾的優秀中學合作，支持有潛質的學生到香港升學，

並鼓勵他們畢業後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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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展望  

1 9 .  駐新加坡經貿辦所覆蓋的國家正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貿易和投

資體制各異，但有關的國家大致上都正朝着進一步開放和便利貿易投

資的方向發展，而港商亦一直在不少東盟國家作出重大投資。隨着香

港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在二零二一年二月全面

生效，香港和東盟的關係更趨緊密，相信可創造更多貿易和投資的機

遇。另一方面，越南和印度在經濟高速發展下，亦會為香港帶來商機。 

2 0 .  駐新加坡經貿辦會繼續全力協助特區政府和商界加強與當地政

府和工商界合作和開拓商機。在「搶企業、搶人才」方面，經貿辦會

根據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積極發掘和協助有潛力的企業和初創公司

來港拓展業務。此外，經貿辦會進一步協助香港主要商會和公司前往

當地，與不同機構 (包括大學和商會 )舉行職業講座和招聘活動，以廣
納人才。  

2 1 .  與此同時，駐新加坡經貿辦將繼續與駐曼谷經貿辦和駐雅加達經

貿辦在多方面緊密合作，致力提升香港在東盟地區的地位；亦會與當

地的政府官員、商會、商界、學術界、智庫和普羅大眾加強聯繫，宣

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進一步促進雙邊經貿關係及加強各

方面的交流，並會繼續積極遊說他們繼續支持香港儘快加入 R CEP。  

 
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12  

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東京經貿辦 )負責促進香港與日
本和大韓民國 (韓國 )的經貿聯繫、了解和合作，以及推廣文化和旅遊交
流，致力鞏固香港在這兩個經濟體系的地位、可見度和知名度。  

2 .  日本方面，受到政治捐款風波所拖累，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內閣

支持度持續低迷。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舉行的執政自由民主黨

(自民黨 )總裁選舉中，岸田放棄尋求連任。前自民黨幹事長兼前防衛大
臣石破茂在破紀錄的九名候選人中當選，隨後於十月一日獲日本天皇

任命為日本第 1 02 任首相。他緊接於十月九日解散眾議院，並於十月
二十七日提前舉行大選。然而，由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集團在

選舉中慘敗，未能維持眾議院的多數席位。截至報告期末，新首相的

正式提名和任命程序尚未完成。  

3 .  韓國方面則繼續維持少數派政府。二零二四年四月，韓國舉行第

2 2 屆國會大選。主要反對黨共同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大勝，連同其衞
星政黨在國會合共取得 1 75 席，中間偏左的第三大黨祖國革新黨則贏
得 1 2 席。執政黨國民力量成績則未如理想，連同其衞星政黨在國會取
得 1 08 席。這是韓國執政黨自一九八七年總統直選修訂案實施以來取
得最少席位的一次。  

商貿關係  

4 .  在二零二三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香港的第五和第六大貿易伙

伴，而香港則分別是日本和韓國的第 1 3 和第十大貿易伙伴。  

5 .  駐東京經貿辦一直致力與日韓兩國政商界保持緊密聯繫，透過會

議、禮節性拜訪及其他活動，持續接觸兩地的政府官員、國會議員、

商界領袖、學術界、傳媒及其他具影響力人士，推廣香港及介紹其最

新發展和商機。在高層官員交流方面，經貿辦在報告期內協助兩名主

要官員訪問日本。教育局局長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訪問東京，出席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亞洲區結果發布研討會，

與其他地區的教育界代表就教育的未來路向交換意見。她亦與在日本

就學和工作的香港學生和青年會面，了解他們在日本的學習和生活情

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兼香港海運港口局主席於二零二四年七月率領

海運業代表團訪問東京，推廣香港作為國際航運及物流樞紐的優勢。

其間，代表團設宴款待日本船主協會，到訪多間海運企業，並禮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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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日本國土交通副大臣，向他們介紹香港海運業的最新發展，以及

探討與日本海運界進一步合作的商機，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韓國方面，經貿辦協助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專員及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總監於二零二四年八月訪問首爾及周邊地

區，擔任年度香港晚會的主講嘉賓，出席招攬人才交流午宴，到訪當

地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等，亦會見韓國政府高層人員和具影響力的

商會代表，介紹特區政府在發展創新科技領域的工作、香港在「一國

兩 制 」 下 的 獨 特優 勢 ， 以 及 粵 港澳 大 灣 區 (大 灣 區 )發 展 帶 來 的 龐 大
機遇。  

6 .  報告期內，駐東京經貿辦亦在日本和韓國多個地區拓展與當地公

私營機構的聯繫網絡。在日本方面，經貿辦的聯繫工作遍及 2 4 個都道
府縣，包括北海道、宮城、山形、埼玉、東京、神奈川、新潟、石川、

愛知、大阪、兵庫、奈良、和歌山、鳥取、島根、廣島、德島、高知、

福岡、佐賀、大分、宮崎、鹿兒島和沖繩。至於韓國的聯繫工作則涵

蓋首爾、釜山、蔚山、京畿道 (包括水原市、城南市、高陽市及華城市 )、
濟州等城市及道。經貿辦透過不同形式的接觸，向外推廣香港作為通

往國家 (尤其是大灣區 )、其他亞洲國家和新興市場 (如中東 )的門戶，以
及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航空、創新科技、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等優勢，並爭取日韓兩地不同界別人士支持香港儘早加入《區域

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RC EP )。  

7 .  此外，香港和日本之間的民航服務日漸加強，逐步回復至疫情前

水平 1。以二零二四年十月計算，六間本地航空公司及四間日本航空公

司每周合共營辦近 4 20 班客運航班，來往香港與日本十二個航點，以
及近 5 0 班貨運航班，來往香港與日本三個航點。航空公司亦逐步恢復
經營或開拓航點，包括米子、函館、仙台、德島等；其中香港與仙台

兩地暌違 1 3 年，再次重啟直航。駐東京經貿辦出席首航慶祝活動，支
持兩地旅遊和商貿物流蓬勃發展。香港和韓國之間的民航服務也逐步

回復至接近疫情前水平。以二零二四年十月計算，五間本地航空公司

及五間韓國航空公司每周合共營辦近 1 40 班客運航班來往香港與韓國
三個航點，以及超過 3 0 班貨運航班來往香港與首爾。  

8 .  駐東京經貿辦亦協助多個政府部門及其他組織訪問日本和韓國，

當中包括環境及生態局、投資推廣署、海事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
文署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引進辦 )、文創產業發展處、大埔區民政
事務處、離島區民政事務處、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電影發展局、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科 技 園 公 司 )、 港 深 創 新 及 科 技 園 公 司 (港 深 創 科 園

                                              
1  航班數量已回復至疫情前之水平而航點數目則在穩步恢復中。  



 

3  

公司 )、香港大學、香港律師會、香港物流協會及屯門婦聯等。經貿辦
亦協助韓國的釜山市政府官員訪問香港，以及透過新聞從業員贊助計

劃安排共十一名新聞從業員分別在「香港桂冠論壇」、「香港海運週」、

「亞洲金融論壇」、「藝術三月」、「數字經濟峰會」、「香港國際

創科展」及「香港金融科技周」舉行期間訪問香港。  

9 .  此外，駐東京經貿辦與投資推廣署、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
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科技園公司、港深創科園公司、香港律師
會、香港物流協會、日本香港協會、九州日本香港協會、北海道日本

香港協會、韓國國際貿易協會等組織合作，舉辦 2 1 個不同類型的研討
會和交流活動，從多方面宣傳香港，包括香港的獨特地位、營商優勢、

優質服務、金融科技及創科初創生態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的實施，以及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龐大機遇。  

公共關係  

1 0 .  駐東京經貿辦繼續拓展聯繫網絡，致力提升香港的形象，推廣香

港的核心優勢，向當地主要聯絡對象闡述香港的最新發展，包括「一

國兩制」的推行情況，並回應他們所關注的事項。經貿辦亦舉辦和參

與不同類型的公共關係活動，包括酒會、文化及體育活動，說好香港

故事。  

1 1 .  報告期內，駐東京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在東京舉辦春節酒會

及於八月在首爾舉辦香港晚會，分別向 4 00 名來自日本及 2 50 名來自
韓國政商界、學術界、傳媒及民間團體的嘉賓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

分享特區政府為迎接未來龐大機遇所推出的措施。  

1 2 .  電影活動方面，駐東京經貿辦與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合辦「光影

浪潮：香港電影新動力 (光影浪潮 )二零二三」香港電影節，於二零二三
年十一月在東京放映合共七部香港的新電影和經典電影，部分電影的

製作人亦出席分享會與在場觀眾分享製作心得。另外，「大阪亞洲電

影節」在二零二四年三月舉行，其間舉辦由經貿辦、創意香港 (現為文
創產業發展處 )及電影發展基金支持的「香港電影特輯」活動，放映七
部香港電影。其中，香港電影《盜月者》更獲選為大阪亞洲電影節的

特別開幕電影，相關電影的導演和演員與約 3 00 名在場觀眾分享製作
心得。為慶祝「光影浪潮二零二四」於十一月在東京、大阪和福岡舉

行，經貿辦贊助大阪亞洲電影節於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七日在該三

個城市舉行一系列香港電影海報和劇照展覽。為配合「東京國際電影

節二零二四」 (選映五部香港電影 )和「光影浪潮二零二四」 (選映十一
部香港電影 )，經貿辦支持由香港電影發展局和文創產業發展處於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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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在東京舉辦的「香港之夜」交流酒會，以推廣香港電影業的

活力，超過 3 0 名來自香港的業界人士參與。  

1 3 .  藝術活動方面，駐東京經貿辦贊助香港舞蹈團於二零二三年十一

月在東京及石川縣金澤市舉辦兩場「舞 ✕武劇場《凝》」表演；贊助香
港藝術團體 TS  C re w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在東京都西東京市舉辦兩場

「冇龍冇獅」表演；於七月出席一項開幕儀式，為香港藝術家曾敏富

和譚若蘭在新潟縣津南町「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二零二四 ──香港部

屋」(由康文署主辦 )中推出為期四個月題為《一樣不一樣》的作品展示
揭開序幕；贊助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於八月在橫濱和東京舉辦共三場

演奏會；贊助香港藝術團體「不加鎖舞踊館」於九月參加在兵庫縣舉

辦的「豊岡演劇祭」；以及贊助香港藝術團體「伍人粵 Ba nd」於十月
參加「鹿兒島亞洲青年藝術節」。透過贊助及支持舉辦不同的文化活

動，經貿辦致力展現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獨特魅力。  

1 4 .  體育活動方面，駐東京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三月贊助舉辦「鳥取

縣亞洲國際青年足球賽」，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派出十六歲以下代表隊

參與巡迴賽，最終奪標；以及於六月贊助舉辦「橫濱龍舟香港杯賽」，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戰勝其餘 2 7 支勁旅，成功奪標。此外，經貿辦在龍
舟賽事會場設立攤位，向觀眾介紹香港，並鼓勵他們到訪香港親身感

受香港充滿活力的一面。  

1 5 .  在青年交流方面，駐東京經貿辦在報告期內安排共 1 6 名香港高
等教育學生在經貿辦實習，讓他們有機會了解日本的工作文化及擴闊

視野。經貿辦亦分別在東京和首爾舉辦青年聚會，以支持在海外就學

和工作的香港青年。  

1 6 .  駐東京經貿辦定期透過官方網頁、新聞公告、刊物及電子通訊等

形式發放訊息，向日本和韓國的相關單位介紹香港的發展情況及經貿

辦各項工作。  

招商引才  

1 7 .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 駐 東 京 經 貿 辦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東 京 舉 辦 的

S us Hi  T e ch  T ok yo  2 0 24  Gl ob a l  S t a r t up  P ro gr a m 國際初創企業會議會場
設立「香港展區」。展區以「 D yn a m ic  Ho n g K on g」為主題，匯聚了 2 0
家香港初創企業，讓它們展示其業務内容、服務和產品，以及在環球

市場尋找商業和合作機會。「香港展區」亦向日本和國際的商界代表，

介紹香港優越的營商環境、活躍多元的初創企業生態，以及積極推動

創新科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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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投資推廣署和駐東京經貿辦合辦的 創新科技 (生物科技 )考察團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到訪香港，了解香港的創新科技市場和投資環境。

參加者包括 15 名分別來自 10 家日本生物科技公司、兩家日本風險投
資公司和一家日本初創企業培育公司的代表。繼二零二三年四月成功

舉辦日本飲食業考察團後，這是近年第二個從日本訪港的特定界別商

業考察團。考察團參加了由貿發局主辦的「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並出席了「環球投資項目對接」環節，與潛在投資者、獲投資者和商

務伙伴進行了多次商業配對洽談。考察團亦到訪科技園公司，參加關

於香港營商環境和機遇的簡介會，並參觀科技園公司內日本租戶的實

驗室和其他設施。  

1 9 .  報告期內，駐東京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在日本舉辦四個
商務研討會及圓桌會議，當中包括在「香港展區」設立期間與科技園

公司合辦的香港初創專題午餐討論會。專組在報告期內與約 2 27 家公
司會面，並協助九家公司在香港成立新公司或擴展現有業務，亦加緊

主動接觸不同界別的商會和機構，拓展聯繫網絡和探討將來的合作事

宜。專組亦支援引進辦的工作，包括協助物色合適的日本機構參與「香

港金融科技周」，並為引進辦安排與有發展潛力的日本重點企業會面。 

2 0 .  招攬人才方面，駐東京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八月在首爾舉辦交流

午宴，向當地人力資源公司及頂尖專上院校的代表，以及在首爾的專

業人士和學生，推廣香港作為人才樞紐的優勢及作為大灣區門戶所帶

來的龐大機遇，以吸引當地人才來港發展。經貿辦亦積極在日本和韓

國接觸各界人士和舉辦不同活動時，發放有關訊息。此外，經貿辦透

過官方網頁、宣傳刊物及電子通訊等形式，推廣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

及專組的服務、各項輸入人才計劃，以及分享人才來港發展的成功個

案等資訊。  

工作展望  

2 1 .  駐東京經貿辦會繼續透過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繫、商務推廣，以

及公關活動，宣傳香港並促進與日本和韓國的雙邊關係。經貿辦會繼

續在大型活動中，與投資推廣署、貿發局、旅發局和日韓當地的機構

合作，力求擴大接觸面和加強成效。經貿辦亦會密切留意日韓兩國任

何會影響香港的立法建議、政府政策和規管措施，並積極協助相關政

策局或部門與當地對口單位的溝通工作。  

 

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13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悉尼經貿辦 )負責促進香港與澳
洲和新西蘭的雙邊關係。  

2 .  駐悉尼經貿辦與澳洲和新西蘭兩地的政商界、學術界、文化界、

傳媒和社區團體保持緊密聯繫，積極宣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推廣盛事經濟，並協助商界、學術

界和文化團體互訪，鞏固和加強香港與澳新兩國的商貿和人文交流。  

商貿關係  

3 .  香港和內地一直是澳新兩國的重要貿易伙伴。過去一年，在現任

澳洲總理艾博年和新西蘭總理魯克森領導下，中澳和中新關係均持續

穩定發展。在中澳、中新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十周年之際，國務院

總理李強在二零二四年六月先後訪問新西蘭和澳洲，並與兩國領導人

和多位政商界代表會面，就國際和地區議題交換意見，並同時簽署多

項雙邊合作文件，進一步促進中新和中澳的經貿關係。總理李強亦在

新西蘭和澳洲訪問期間，表示希望兩國支持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

伴關係協定 (RC EP )。總理李強同時宣布中國單方面對澳新兩國公民給
予 1 5 天免簽證，進一步便利他們來華經商、旅遊和探親，有關措施廣
受當地工商界歡迎。  

4 .  駐悉尼經貿辦一直積極聯繫澳洲和新西蘭政府部門、貿易組織、

工商團體、學術界和傳媒等持份者。報告期內，經貿辦自行或與香港

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投資推廣署、當地商會及其他貿易組織合作，舉
辦和支持超過 8 0 個商務研討會、酒會和晚宴等推廣活動，介紹香港的
最新發展，並宣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國家《十四五規劃

綱要》、「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所帶來的龐大
機遇，以及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和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財政預

算案》公布的一系列措施。  

5 .  報告期內，駐悉尼經貿辦安排和協助教育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分

別在二零二四年三月和九月訪問澳洲。  

6 .  教育局局長在訪問澳洲期間，出席了在珀斯舉行的 2 024 亞太國
際教育協會年會暨展覽，與國際高等教育領袖就「以亞太地區夥伴合

作創造可持續效益」的主題交換意見。局長以「在香港升學」為題作

演講，向海外伙伴推廣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優勢。她亦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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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悉尼經貿辦舉辦的新春酒會，並擔任主禮嘉賓，與西澳州政商界領

袖和嘉賓慶祝龍年來臨。局長亦到訪悉尼和墨爾本，與負責教育的州

政府官員、大學代表、商界、傳媒和香港學生會面，了解澳洲各地教

育體系、高等院校發展，並推廣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優勢。  

7 .  財政司司長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到訪墨爾本和悉尼，推廣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營商優勢，鞏固和加強香

港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和國際創科樞紐的獨特地位。司長在訪問

期間與澳洲儲備銀行總裁、當地商會、貿易組織和商界會面，加強兩

地商貿合作，吸引重點企業落戶香港。在墨爾本，司長在由《澳洲金

融評論報》和亞洲協會澳洲中心合辦的亞洲峰會上發表以「香港經濟

的未來」為題的主旨演講，介紹香港在國家大力支持及與國際緊密聯

繫下的獨特營商優勢和機遇。其後，司長在悉尼出席由駐悉尼經貿辦

舉辦的午餐會，介紹了香港在金融和創科方面的發展方向和政策，以

及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共有超過 1 50 名來自澳洲工商界、金融機構、
投資機構、企業和商會的高層代表出席。司長亦與僑居當地的香港人

共進午餐，與他們分享了香港的經濟狀況和最新的發展方向，並了解

他們在當地營商、工作和生活的情況。   

8 .  駐悉尼經貿辦亦積極促進香港和澳洲兩地官方和專業團體之間

的交流。例如經貿辦積極協調南澳州貿易投資部長率領南澳州葡萄酒

代表團訪港，參加 V i nex p o  As i a 香港酒展 20 24；經貿辦亦協調昆士蘭
州州督的訪港行程。此外，經貿辦為訪澳的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團在

悉尼舉辦歡迎酒會，邀請當地工程界領袖、學者、社區團體領袖等出

席，促進兩地專業交流。  

9 .  二零二四年新春期間，駐悉尼經貿辦在澳洲和新西蘭主要城市合

共舉辦六場酒會，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推動盛事經濟及政府多項招

商引資和吸引人才措施。多名政府官員和駐當地的中國總領事、政商

界、傳媒、學術界和社區團體的嘉賓及代表出席支持。  

1 0 .  駐悉尼經貿辦積極加強與澳洲和新西蘭商界的溝通，透過與香港

澳洲商會和香港新西蘭商會緊密合作，共同舉辦或支持有關商會的活

動，向兩地商界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其中，商業成就獎是香港澳洲

商會及其各州份分會每年舉辦的重點活動，以表揚在香港與澳洲貿易

中表現卓越的企業。經貿辦在澳洲各主要城市出席商業成就獎晚宴和

由香港新西蘭商會在奧克蘭舉辦的年度香港晚宴，向出席的商界領袖、

政府官員、社區團體領袖等介紹經貿辦的工作，並鼓勵更多澳洲和新

西蘭企業和人才到香港，把握香港、大灣區和內地的機遇。  



 

3  

1 1 .  報告期內，駐悉尼經貿辦處長和副處長於澳洲和新西蘭重點城市

進行近 3 0 次訪問，鞏固和持份者的聯繫並積極擴大網絡，介紹各項政
府政策的重點工作，並約見澳洲和新西蘭外交貿易部官員，積極跟進

香港尋求加入 RCEP 的工作。  

公共關係  

1 2 .  在推廣藝術文化方面，駐悉尼經貿辦舉辦和支持多項活動，展現

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魅力。經貿辦一直積極協助藝術團

體到澳洲巡演，包括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支持香港中樂團在墨爾本、

悉尼和布里斯本舉行三場音樂會，推廣中國傳統音樂和展現香港音樂

人才的風采；於二零二四年二月支持《樂韻遊蹤》音樂演出，在新春

期間為悉尼觀眾帶來中西樂、粵語流行曲、經典民歌等中西合璧音樂

體驗；於六月支持演戲家族在悉尼演出音樂劇《戀愛輕飄飄》，推廣

廣東話音樂劇文化；以及於七月在悉尼呈獻香港舞蹈團的「舞 ✕武劇場
《凝》」，揉合中國武術和舞蹈，並以現代方式呈現中華文化。  

1 3 .  二零二四年新春期間，駐悉尼經貿辦參加悉尼新春龍舟節，並首

次與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聯合組隊參與賽事，向澳洲群眾展示這個中

國傳統體育項目。經貿辦亦於龍舟節舉行期間設置攤位，推廣香港的

最新發展和政府吸引人才的多項措施。另外，經貿辦於二零二四年四

月首次與澳洲龍舟協會合作，支持協會在珀斯舉行的 20 2 4 年澳洲全國
龍舟錦標賽，宣傳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活力。  

1 4 .  二零二四年十月，駐悉尼經貿辦參與阿德萊德藝術中心主辦的澳

亞藝術節，包括在綵燈會中展出全新香港飛龍綵燈，向澳洲民眾展示

香港獨特的藝術文化和推動香港與澳洲的文化藝術交流。經貿辦亦在

澳亞藝術節的開幕酒會介紹香港在藝術文化方面的最新發展。  

1 5 .  報告期內，駐悉尼經貿辦通過新聞從業員贊助計劃，安排共兩名

新聞從業員來港採訪大型盛事，當中包括香港海運週 20 2 3 和香港藝術
文化週。  

1 6 .  在傳媒關係方面，駐悉尼經貿辦與媒體保持定期聯絡，就不同課

題透過新聞稿、電郵及社交媒體等平台發放最新資訊。經貿辦亦舉辦

傳媒簡介會，包括在香港中樂團到澳洲巡演，以及教育局局長和財政

司司長訪澳期間舉辦傳媒簡介會，向當地傳媒介紹香港在文化藝術、

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最新發展。報告期內，駐悉尼經貿辦處長接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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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和鳳凰衞視訪問，講述香港的最新發展及政府招商引資和吸引人才

的一系列措施。  

招商引才  

1 7 .  駐悉尼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 (專組 )一直致力物色和協助具潛
力的澳洲和新西蘭企業在香港開展及擴充業務。專組積極在澳洲和新

西蘭舉辦活動，或參加當地商會的研討會，推廣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和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報告期內，專組與澳新兩國的不同企

業和組織進行超過 2 20 場會面。超過 50 間企業已對落戶香港表示興
趣，專組亦已完成或正協助超過 3 0 間企業在香港開設或擴展業務。專
組的工作重點集中於創新科技行業，例如金融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及醫療科技，同時也兼顧能善用香港產業優勢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

商業及專業服務。  

1 8 .  二零二四年二月，投資推廣署到訪澳洲，與房產科技企業、大學

代表及澳洲教育機構會面，向澳洲企業介紹香港的發展機遇，並鼓勵

澳洲辦學團體及人才到香港考察。投資推廣署於五月到訪澳洲及新西

蘭，向兩地的初創企業介紹香港的創科生態圈，以及特區政府對初創

企業在設立辦公室、人才招聘、科研、募集資金等方面的支援，鼓勵

企業來港拓展業務。  

1 9 .  同時，專組積極與投資推廣署及澳洲的商會聯繫，繼續透過舉辦

不同講座，介紹大灣區的發展及機遇，讓澳新企業能掌握大灣區發展

的最新動態及相關的營商便利措施。  

2 0 .  為配合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的工作，專組亦積極和澳洲具規模的

科技企業 (例如已在澳洲證券交易所掛牌的金融科技公司及生物科技
公司 )接觸，介紹香港的相關政策，鼓勵企業在港發展穩定幣業務或設
立研發中心。  

2 1 .  駐悉尼經貿辦繼續聯絡和接觸澳洲和新西蘭的青年，並在多所大

學舉辦就業講座，向學生介紹香港的工作機會及推廣各項人才入境計

劃。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七月與國泰航空、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和新

南威爾士大學合辦以香港和大灣區發展為題的學生實習專題講座，反

應十分踴躍。此外，經貿辦在八月與醫院管理局、衞生署和澳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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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協會合辦線上講座，鼓勵在澳洲的香港醫科生畢業後回港工作，

貢獻社會。  

2 2 .  駐悉尼經貿辦亦約見「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下在澳洲和新西蘭

百大院校的全球聯絡辦公室，介紹計劃和政府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措施，

以配合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此外，經貿辦繼續透過與港人的

聚會，以及香港各大學校友會舉辦的活動，加強與當地香港人的聯繫。 

工作展望  

2 3 .  駐悉尼經貿辦會繼續積極與澳洲和新西蘭兩地的政商界、學術

界、文化界和傳媒等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並與貿發局、投資推廣署、

當地商會及其他貿易伙伴緊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介紹香港在國家《十

四五規劃綱要》下「八大中心」的地位、「一帶一路」建設和大灣區

發展下的無限機遇。經貿辦亦會就特區政府的重點政策和工作，包括

招商引資和吸引人才、推展盛事經濟、推動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國際創新科技樞紐等，作出針對性的推廣工作，並透過安

排香港與澳洲和新西蘭各界別的互訪交流，積極宣揚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繼續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附件 14  

香港駐迪拜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報告  

 香港駐迪拜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迪拜經貿辦 )負責促進香港與海
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海合會 )的六個成員國的雙邊關係，即巴林、
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阿聯酋 )。  

2 .  報告期內，沙特阿拉伯成功申辦二零三零年世界博覽會，亦成為

唯一申請舉辦二零三四年世界盃的國家，而阿聯酋則宣布兩項大型基

建項目，包括於迪拜南部建造新機場跑道及大樓取代現有機場，以及

迪拜地鐵將興建第三條路線。由此可見，區內經濟體積極尋求經濟多

元化，創造和擴大不同產業板塊，包括智慧城市、集體運輸、先進製

造業、創新科技、再生能源、綠色金融、高端旅遊等。  

3 .  香港為中東企業和投資者提供龐大機遇，它們可充分利用香港的

獨特地緣優勢，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等
國家發展策略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商機，在香港擴大業務組合和延伸市

場地域至內地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市場。而香港無論在資金、貨物和人

才的流動，以及專業服務方面均會獲得裨益。  

商貿關係  

4 .  過去一年，駐迪拜經貿辦繼續積極與海合會六個成員國保持緊密

聯繫，包括接觸商貿相關的政府官員、商會、商界組織和人士，向他

們推廣香港的多元商貿優勢和龐大的商機。經貿辦積極鼓勵當地企業

在香港以至大灣區拓展業務，提供適當的協助，並會見由香港到訪的

企業家與投資者和處理相關查詢，介紹海灣地區的最新經貿情況和商

業環境，提供有關資訊和聯絡，協助他們尋找潛在商機與合作伙伴。  

5 .  報告期內，駐迪拜經貿辦支援特區政府高層官員到其覆蓋國家的

訪問，促進雙邊聯繫和商貿關係。二零二三年十一月，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副局長到訪迪拜，出席由投資推廣署和智庫 As i a  Ho us e 合辦的研
討會，並與相關政府和機構代表會面，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連繫。環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財 經 事 務 )  於 二 零
二三年十二月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在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第 2 8 屆會議，包括高級別會議、邊會及其
他相關活動。經貿辦亦為他們安排與相關政府官員會面及參觀阿聯酋

多個可持續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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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兩度出訪阿聯酋，先於

二月中到訪迪拜出席世界政府峰會，及後於同月月底出席在阿布扎比

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 1 3 次部長級會議，並與沙特阿拉伯及阿聯酋相
關部長舉行雙邊會議。其後，局長前往巴林，與當地高級官員和商界

領袖見面，並與巴林簽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和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

協定。  

7 .  二零二四年三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率領創新科技業界代表

團前往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訪問，出席區內大型科技展，與當地政商

領袖會面，考察創科產業園區和企業，加強香港與兩地在創科等領域

的聯繫和合作。同月，律政司副司長率領法律和爭議解決界代表團前

往沙特阿拉伯，參與首屆利雅得國際爭議解決周。  

8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初率領金融界別代

表團訪問卡塔爾和阿聯酋，推廣香港於金融科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及家族辦公室業務的最新發展。同月，律政司司長率領法律和相關專

業界別代表團訪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推廣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

服務，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駐

迪拜經貿辦、律政司及香港貿易發展局與沙中商務理事會於沙特阿拉

伯利雅得合辦商務午餐會，並與迪拜商會於迪拜合辦研討會和交流午

宴，推廣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兩場活動合共超過 4 00 位當地
政府部門代表、法律界、商界和其他界別的代表出席。繼未來投資倡

議研究所於去年十二月在香港首次舉辦「 P R IO R IT Y」亞洲峰會，財政
司 司 長 於 今 年 十 月 下 旬 再 次 出 席 在 利 雅 得 舉 辦 的 「 未 來 投 資 倡 議

大會」。  

9 .  另一方面，駐迪拜經貿辦鼓勵及支援其覆蓋國家的政府官員訪問

香港，包括二零二四年四月海合會秘書長訪港，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海

合會成員國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科技等多方面合作。此外，經貿辦

亦促成並支援相關國家的高級官員出席於二零二四年在港舉辦的「亞

洲金融論壇」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1 0 .  駐迪拜經貿辦亦舉辦不同活動，推介香港的獨特優勢和投資機

會，並讓不同界別人士進一步了解經貿辦的職能。藉著上述環境及生

態局局長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出訪區內經濟體的機會，經貿辦舉

辦酒會及宴會等交流活動，促使兩地相關界別領袖及專業人士加強互

動協作，探討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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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駐迪拜經貿辦亦向多個訪問海灣地區的香港商會、機構、專業團

體及民間組織提供協助，包括香港再出發大聯盟、香港工程師學會、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香港總商會、香港潮州商會等。經貿辦聯同

部分團體舉辦酒會、午宴和晚宴等活動，從而促進兩地商界和專業領

域的交流協作。  

公共關係  

1 2 .  民心相通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五通」之一，駐迪拜經

貿辦致力加強與相關國家的交流合作。經貿辦積極接觸海合會六個成

員國的主要聯絡對象，包括政府官員、傳媒、文化藝術組織和居於區

內的港人，向他們闡述香港最新情況和發展。經貿辦亦透過舉辦及贊

助不同類型活動，宣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有優勢，推廣香港

的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1 3 .  在駐迪拜經貿辦、文創產業發展處 (前稱創意香港 )和電影發展基
金的支持下，旨在推廣香港電影的電影節連續第二年在迪拜舉行。是

次由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的「亞洲電影巡迴放映：香港電影節」於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舉行，向當地觀眾展示一系列全新和修復的經典香

港電影。  

1 4 .  為展現香港活力一面，駐迪拜經貿辦在二零二四年二月贊助於迪

拜舉行的香港龍舟節。賽事為期兩天，每日隊伍超過 30 隊，合共約
1  20 0 名健兒參賽。適逢農曆新年，龍舟節擴展規模成為周末盛會，增
添了連串節慶活動。其間香港旅遊發展局設置攤位推廣香港最新的旅

遊景點，而經貿辦亦向參賽人士及觀眾提供香港文藝活動及體育盛事

的資訊。  

1 5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二零二四年二月到訪阿布扎比期間，駐迪

拜經貿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阿布扎比工商總會合辦新春晚宴，並邀

請中樂演奏團「竹韻小集」表演，以各種中國樂器，生動演繹祖國傳

統曲目、西方經典作品和阿拉伯樂章，充分展現香港中外文化交融的

特色。  

1 6 .  為促進人文交流，駐迪拜經貿辦積極鼓勵香港與海灣地區的學術

往來，為前往區內國家的訪問團提供協助並舉辦交流活動。香港都會

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學生，以及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

院學士學位課程的一眾準畢業生分別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和五月訪問迪

拜，經貿辦均與他們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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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報告期內，駐迪拜經貿辦透過新聞從業員贊助計劃，安排四名區

內傳媒到香港採訪「香港金融科技周」、「亞洲金融論壇」和「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  

招商引才  

1 8 .  駐 迪 拜 經 貿 辦 的 招 商 引 才 專 組 (專 組 )於 報 告 期 內 進 行 了 超 過
1 9 0 次公司訪問，有關公司涵蓋商業及專業服務、運輸及工業、旅遊及
款待、財經及金融事務、金融科技、家族辦公室、初創企業、創新及

科技、消費產品等界別。專組已完成協助及支持五家公司在香港設立

業務並開始營運。此外，專組先後到訪卡塔爾及沙特阿拉伯，向他們

推廣香港的策略性優勢，並鼓勵相關機構代表出席「香港金融科技周」

及「 St a r t me up H K 創業節」。專組與投資推廣署合作，贊助在多哈舉行
的卡塔爾網絡峰會、在迪拜舉行的中東私人財富論壇及經濟學人智庫

企 業 活 動 「 聚 焦 樞 紐 城 市 」 。 專 組 與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於 迪 拜 合 辦

O p po r t un i t y  A s i a ,  D e s t in a t io n  Ho n g  K o n g 會議，推廣金融服務和金融
科技。除上述投資推廣活動以外，專組亦率領多個香港代表團訪問利

雅得、阿布扎比、迪拜和卡塔爾多哈，以推廣香港的優勢和機遇。  

1 9 .  考慮到區內家族辦公室及超高資產淨值人士極具潛力，專組與投

資推廣署的香港家族辦公室緊密合作，透過在迪拜和沙特阿拉伯吉達

舉辦家族辦公室圓桌會議及贊助中東私人財富論壇，推廣香港作為頂

尖的國際金融中心及財富管理中心，以及為「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作宣傳。  

2 0 .  招攬人才方面，駐迪拜經貿辦積極透過其舉辦的各類活動及線上

渠道推廣香港的優勢和機遇，以及「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及「優秀

人才入境計劃」等輸入人才計劃，吸引當地人才來港發展，以配合香

港人才服務辦公室的工作。  

工作展望  

2 1 .  隨着中東國家推出不同基建和大型項目，及相關便利營商措施，

香港投資者和商界人士對在該地區尋找商機的興趣日趨濃厚。駐迪拜

經貿辦預期從香港到當地開拓投資或擴展市場的訪客會增多，因此會

按適當情況向他們提供相關協助和支援。與此同時，經貿辦會繼續連

繫區內各界人士，全方位推廣香港和說好香港故事，以鼓勵更多企業

和人才到香港投資和落戶發展。  

香港駐迪拜經濟貿易辦事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