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国际都会 
 

香港凭借与国际及中国内地的紧密连系，让商界与各行业人才尽展所长，力臻卓越。香港是亚洲国际都会，基础稳

健、位置优越、拥有先进的基建硬件与软件，以及世界级顶尖人才，是世界各地人士和企业连系区内机遇的最佳地

点。 

 

独有机遇 

位处亚洲心脏地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自由的港口及开放的经济体，联通中国内地及东盟的庞大市场。 

 香港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相连相通，并无其他城市能及。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及影响深远的「一带一路」倡议下，香港在国家发展策略中角色关键。 

 大型基建如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大大提升大湾区内人流物流的效率，为这逾 8,600 万人的

大市场开拓新机遇。 

 与内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进入内地市场的香港制造商

提供零关税优惠，并让香港服务业（包括在香港注册的海外独资企业）更容易打入内地市场。 

 香港在人民币业务处领导地位，是连系内地与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接点。 

 香港经济自由开放、社会多元共融，为商界及初创企业探索内地市场提供绝佳环境，同时有助内地公司开拓

国际市场。 

 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把握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和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可靠伙伴及制度 

香港奉行法治、普通法制度行之有效，司法独立，为市民及商界提供安全安心的环境。 

 《基本法》保障香港维持普通法制度，与中国内地民事法制度有别。 

 保障司法独立，香港法院拥有终审权。 

 政府廉洁高效，运作透明。 

 全球通讯中心，新闻及信息自由流通并受法律保障。 

 产权、知识产权及数据数据均受法律保障。 

 高效可靠的执法部门及享誉国际的廉政机构。 

 低罪案率，全球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世界一流专业人才 

香港是全球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之一，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超过 90%。 

 提供范畴广泛、具国际水平的专业及商业服务，包括金融、保险、资产管理、旅游、餐饮、贸易及物流、建

筑、设计、市场营销、医疗、法律及争议解决、创意及文化产业。 

 全面的法律服务：在普通法制度下，香港有约 11,000 名执业律师、1,600 名执业大律师及约 70 家注册外地

律师行。香港亦是高效并可靠的仲裁地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根据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最新一轮的 2021 年

国际仲裁调查报告，香港获评为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点的第三位。在调解方面，截至 2024 年 7 月 3 日，香

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有 1,811 名综合调解员，253 名家事调解员，及 56 名家事调解监督员。另外，

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框架下签署的《投资协议》设立了投资争端调解机制。

香港现时有香港和内地共同认可的两间调解机构及 19 名认可调解员。 

 环球处理高度专门的商务及船运合约的理想地点。 



 初创企业及科技市场蓬勃。 

 5 间大学跻身全球首 100 位：《2025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2025 年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香港大学（港大）（第 35 位/第 17 位）、香港中文大学

（中大）（第 44 位/第 36 位）、香港科技大学（科大）（第 66 位/第 47 位）、香港城市大学（城大）（第 80 位

/第 62 位）及香港理工大学（理大）（第 84 位/第 57 位）。 

 3 间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跻身全球 25 大：《2024 金融时报排行榜》上，中大商学院 EMBA 

课程 (第 22 位)及港大-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国际)硕士项目(第 24 位)。《2024 年 QS EMBA 合办课程榜》中，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与科大合办 的 EMBA 课程(第 6 位)；港大-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国际)硕士项目

(第 15 位)。 

 设于香港科学园的「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吸引了 30 多所来自全球 11 个经济体的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

与本地合作设立 29 间研发实验室。 

 政府推行一系列计划促进海外及内地人才在香港工作及定居，包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新资本投

资者入境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为来港参与仲裁程序的人士提供便利先导计划」及人才清单，以支

持高增值及多元经济发展。 

 

交通及信息枢纽 

香港是全球交通及信息枢纽，与世界市场及网络接轨。 

 公共交通系统全球第 1（奥纬论坛联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城市流动就绪指数 2023》) 。 

 香港飞往亚洲主要城市航程少于四小时，而全球半数人口在香港五小时航程范围内。 

 与中国内地的跨境联系全面，包括道路、铁路、航空及海路。 

 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货运及客运机场之一。2023 年 12 月，约 120 间航空公司在机场提供服务，连

系全球约 180 个航点。2023 年整年计算，机场客运量达 4,000 万人次，机场货运量达 430 万公吨。 

 香港亦是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货柜港之一。在 2023 年，香港港口处理逾 1,440 万个标准货柜。每星期

逾 300 艘国际货柜班轮连接全球近 500 个目的地。 

 香港拥有完善的信息及通讯科技基础建设，包括 12 个海底电缆系统及 9 枚通讯卫星。未来将有更多海底电

缆系统落成，加强香港与世界各地的连系。 

 广深港高速铁路将香港连接至内地高铁网 73 个长短途站。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桥隧项目，全长 55 公里，跨越环珠江口，为珠三角西部带来新机遇。 

 香港现时设有 8 个陆路管制站，为来往香港与内地的跨境旅客提供服务，促进香港与广东的连接以及人流和

业务往来。 

 轻松连接上网：全港共有超过 86,000 个公共 Wi-Fi 热点；流动服务用户渗透率超过 332%；住户宽带渗透率

为 96%。 

 

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 

香港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资本市场流通量高、货币（港元）在国际上可自由兑换，以及资金、货物和信息自由

流通。 

 香港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 2024 年度报告》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英国金融智库 Z/Yen 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2024 年 9 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排名

全球第 3、亚太区第 1。 

 股票市值、上市集资、资产管理、银行及保险业务长期高踞国际排名前列。 

 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衔接。 

 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包括人民币贸易结算、银行业务、债券发行及产品开发。 



 沪港通及深港通连系香港、深圳及上海股票市场；债券通进一步优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的联

系；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让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内九市居民可跨境投资大湾区内

银行 销售的理财产品。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内地公司离岸上市地点，自 H 股于 1993 年上市以来共集资逾 8 万亿港元。 

 内地三分之二海外直接投资及对外直接投资源自香港及经由香港中介。 

 简单低税制。法团首 200 万港元利润的利得税税率为 8.25%，其后的利润则按 16.5%征税；入息净额首 500 万

的薪俸税率为 15%, 其后的入息净额则按 16%征税。不设遗产税、资本增值税、商品及服务税或增值税。 

 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   

 加强吸引企业，特别与「八大中心」定位相关的企业，包括针对先进科技的重点企业、创新和策略性行业 

 发展「总部经济」，吸引海内外公司到港设立总部╱分部业务，为香港引进优质企业，开拓国内国际双循环所

带来的庞大机遇。 

 引入公司迁册机制，便利在外地注册的公司，尤其以亚太区为业务核心的企业，将注册地迁至香港。 

 拓展香港的全球经贸网络，推展区域合作，在连接欧美市场的同时，拓展「一带一路」建设，包括东盟、中

东、中亚、非洲等市场。 

 

安全关爱的国际都会 

作为亚洲国际都会，香港是个开放及多元的大都会，荟萃东西文化，糅合新旧潮流。 

 公平、安全、稳定及对外开放的社会。 

 英语为官方语言，广泛用于政府、商业及法律范畴。 

 世界级艺术、文化与体育盛事终年不断，多个大型贸易博览亦相继举行。 

 绿色健康生活：香港约 40%土地为郊野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郊野公园、市区的公园及水道为一家

大小提供大量户外消闲空间。 

 逾 50 间国际学校，提供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及美国等地的课程，以及国

际文凭课程。 

 《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2.0》提出超过 130 项措施，涵盖「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巿民」、

「智慧政府」、「智慧经济」、「善用创新科技应对疫情」及「智慧乡村先导计划」。 

 香港迅速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就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给予人道援助，无分地域界限，发挥关爱精神。账灾

基金自 1993 年成立以来，共批出 22.5 亿港元予世界各地的救援机构/政府/机关(至 2023 年 3 月底)。 

 香港于 2023 年 2 月派出一支由 59 人组成的救援队伍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哈塔伊省。救援队从瓦砾堆救出四

名幸存者，及挖掘出六具遇难者遗体。 

 

    （更新日期：2024 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