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同行創未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其題為「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的2021年施政報告中，把握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所得的機遇，更好地融入國家經濟發展大局，為香港規劃未來，開創新局面。 

 

社會恢復穩定 

 《香港國安法》自實施以來，香港社會恢復穩定，並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立法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及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 

 公布40項立法建議，讓立法會可在重大議題上更好擔當反映民意的角色 

 

國家全力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重點發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

提及的八個行業，促進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四個傳統行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以及

國際貿易中心 

 四個新興行業：國際創新科技（創科）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以及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建設，包括推進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等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的

建設: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協助前海推動服務貿易全面自由化，

充分發揮香港在高端專業服務業的固有優勢，為香港不同界別的專業人才和企業締造更廣闊

的發展空間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港珠澳大橋開通為香港參與橫琴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例如香港及珠海兩地機場正推進合作，提升空運和物流能力 

 

發展多項基建 注入經濟新動力  

 北部都會區佔地約300平方公里，將成為宜居宜業宜遊、以創科產業為經濟引擎的都會區，推動香

港建設為國際創科中心 

 新田科技城佔地約1,100公頃，當中約240公頃為創科產業用地，將發展為香港矽谷 

 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內設立InnoLife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 

 在與深圳前海一灣之隔的流浮山建立規模媲美數碼港的地標性創科設施 

 提升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為新界北現代服務業中心，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互為呼應，

融合發展，為香港專業服務帶來大量機遇 

 香港和深圳在「雙城三圈」空間格局下，深化兩地在經濟、基建、創科和生態環境等範疇的更緊

密合作 

 北部都會區最終能容納約250萬人居住，並提供65萬個職位，包括15萬個創科產業相關職位 



 擴大維港都會區至包括「明日大嶼願景」的交椅洲人工島，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機遇處處 

 金融：優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機制、擴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強化香港的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業及推動跨境金融科技 

 創新科技：提供更多創科土地和基建設施、推動研發、支援創科企業和壯大人才庫；支援「再工

業化」及大學科研合作，全力發展創科 ;積極參與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航空：推展「機場城市」發展及尋求與珠海在航空業上加強合作；目標於2022年啟用新建的第三

條跑道及於2024年完成整個三跑道系統，以應付長遠的航空交通需求；香港國際機場內的高端物

流項目亦正全速進行 

 運輸：建設「智慧港口」、發展高增值物流及海運業務 

 貿易：構建「商業數據通」，讓中小企獲得更便利的融資服務 

 知識產權貿易：推廣及發展原授專利制度；重啟修訂《版權條例》工作，加強在數碼環境中的版

權保障 

 法律：引進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機構在香港法律樞紐落戶 

 國際文化藝術交流：西九文化區（Ｍ＋博物館於2021年11月開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預計於

2022年7月開放；演藝綜合劇場預計於2024年後落成；藝術公園提供消閒活動空間）; 作為藝術科

技重鎮及培訓搖籃的東九文化中心於2023年分階段啟用；啟德體育園於2023年落成，主場館可容

納5萬名觀眾，另外還有一個可容納1萬名觀眾的室內體育館，可舉辦大型體育及文化活動 

 會議及展覽：擴建會議展覽設施，包括把灣仔北三座政府大樓及港灣消防局用地重建為會議展覽

設施、酒店和甲級寫字樓，以及擴建亞洲國際博覽館，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會議展覽樞紐

的地位 

 

宜居城市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年10月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香港應對氣候變化和實

現碳中和的策略和目標。 

 優化海濱：由2021年年底起在灣仔與銅鑼灣陸續開放3段新海濱長廊；維港海濱長廊於2021年年底

將進一步延長至25公里；首段位於啟德前跑道區的海濱長廊於2022年落成。 

 落實海洋公園未來策略：繼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正式開幕後，海洋公園公司現正為園區的新主題

區物色發展合作伙伴。深水灣及大樹灣碼頭項目亦將於2022年展開技術性研究。 

 公私營房屋供應：政府已覓得約350公頃土地，在未來十年（即至2031-32年度）興建約330,000個

公營房屋單位；爭取未來十年準備好約170公頃土地，透過賣地或鐵路物業招標為市場提供可興建

約100,000個單位的用地。 

 

國際排名及指標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加拿大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1年度報告》） 

 全球金融中心中排名第 3〔英國金融智庫 Z/Yen 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1 年 9 月公布

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世界數碼競爭力亞太區第 1、全球第 2（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21 年世界數碼競爭力排

名》） 

 全球企業經營環境連續六年排名第 1〔英國列格坦研究所《2021年度全球繁榮指數報告》〕 

 最受歡迎仲裁地點全球第 3（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 

 最安全城市世界排名第 8（經濟學人智庫《2021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 

 秩序與安全世界排名第 5〔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2021法治指數》〕 

 全長 100公里的麥理浩徑獲《國家地理雜誌》選為「全球 20 條最佳行山路徑」之一 

 新界西貢於 Time Out雜誌「全球 Time Out 最型格社區 2021」中排名第 9 

 

(更新日期：2021年 11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