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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香港投资环境

投资吸引力

吸引投资优势

香港拥有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拥有开放的投资制度，香港法律健全，税赋低，设施完备，对外来及
本地投资者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歧视和保护措施；对于外来及本地投资者的经营活动，政府既不干预，
也无任何补贴政策。外来或本地投资者，只要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都可以投资从事任何行业。香港地
理位置优越，是亚洲最 国际化的都市，既是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桥梁，也是内地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
。在2022年3月据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
港位居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位置，仅次于纽约、伦敦；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22年
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被评为全球第五最 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香港在全球190个经济中位列第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创新指数》
显示，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综合指数排名第14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发表的评估报告
明确肯定香港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并赞扬香港具备稳健强韧的金融体系、有效的宏观
经济及审慎政策，以及健全的法律及监管框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1年6月发布的《2021年世界
投资报告》中指出，香港凭借有利的税收制度、简单的上市程序、资本自由进出的安排和良好的监管框
架，仍将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在内地投资的门户。4.1.2 政府数字化管理水平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
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将“智慧政府”列为重要范畴之一，并提出多项利用创新科技优化公共服
务的措施。2020年12月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简称《蓝图2.0》）再次提出130项措施，进一步
优化和扩大现行城市管理工作和服务。2020年12月底，特区政府推出“智方便”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
平台，让市民使用其移动电话，以单一数码身份登录使用政府和商业网上服务。截至2022年5月底，“智
方便”平台已有超过130万登记用户，并连接超过210项政府及公私营机构的网上服务，包括：查阅2019
冠状病毒病“电子针卡”及电子检测记录、医健通、报税、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在职家庭津贴、查阅电
费单和煤气费单等。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下设效率促进办公室，2019年开展的“精简政府服务”
计划，推动相关部门持续改革约900项涉及申请及批核的政府服务，其中约有450项服务已可以电子方式
申请。另外，该办公室统筹负责“精明规管”计划，目前约有190项牌照申请已可通过电子方式提交，将



在2022年实现所有牌照申请（约400多项）可以电子方式提交，以进一步提升服务体验和效率。同时，“
新一代政府云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于2020年9月开始投入运作，可让各政策局和部门使用云端
及大数据分析技术，以更快捷、更安全及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推行数码政府服务，并可使用大数据分析
提升公共服务。平台自推出以来已支持政府在短时间内推出多个与抗疫及重启经济相关的系统，包括201
9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以及电子消费券登记系统等。通过平台及利用应用程序接口，这
些系统可实时迅速地向入境事务处核实预约或登记人士的身份，以及按需要把资料传送到相关部门（如
卫生署、库务署）作进一步处理。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举措

香港特区政府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确立四大发展范畴，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及金融
科技。政府循八大方向加强创科发展，包括︰增加研发资源、汇聚科技人才、提供创投资金、提供科研
基建、检视现行法例和法规、开放政府数据、改变采购制度和加强科普教育。

【资金支持】

创新及科技基金目前共有17项资助计划，目的包括支持研发、推动科技应用、培育创科人才、支持科技
初创企业及培养创科文化。其中一项资助计划是创新科技署于2014年推出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
，每年向6所本地大学提供资助，每所大学的资助额达800万港元，鼓励大学师生创立科技初创企业。每
家企业每年可获得资助额150万港元，以3年为限。大学员工、学生及校友若成立以“知识”和“科技”
为重点的公司，便有资格申请资助。另外，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
形式，与私人创投基金共同投资本地的创新科技初创企业，希望借此吸引外来资金流入香港，为本地创
新科技初创企业带来更多投资。截至2022年3月31日，创新及科技基金已经资助32,293个项目，核准资助
金额达284.5亿港元，涵盖不同产业，包括生物科技（占总累计核准项目21.3%）、资讯科技（18.9%）、
电气及电子（16.3%）、基础工业（15.8%）等。

【创科基建】

除了资金帮助，香港特区政府也致力于提供足够的科研设施，以推动创科生态圈的持续发展。为增加研
发及工作空间，政府已经为扩建科学园及兴建数码港第五期预留资源，分别提供约28,000及63,000平方米
的楼面面积，主要供研发或创科企业营运。位于将军澳工业邨的数据技术中心（DT Hub）于2020年第四
季开始营运，旨在提供基建，供将军澳工业邨和香港的数据中心及转换中心作数据转移业务及全球电讯
的附属或配套用途，并配合数据中心支持多媒体处理，以及这些范畴的研发活动。已于2022年4月开幕的
将军澳工业邨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将于2023年落成的元朗工业邨微电子中心，会为智能生产和高端制造业
提供超过140,000平方米的楼面面积。

【推动研发】

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加强对创科领域的投资。在2017年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宣布5年内把本地研发总开
支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升1倍，由0.73%增加至1.5%。另外，香港特区政府于科学园建设两个创新
香港研发平台，包括专注医疗科技的平台“Health@InnoHK”和专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的平台“AIR
@InnoHK”。首批约20个研发实验室于2021年首季陆续启动。

【培育人才】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8年5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为海外和内地从事科技研发的专才提供快速处理安排
，到港从事研发工作。2021年始，特区政府投入20亿港元推出“杰出创科学人计划”，将在五年内提供
最 多100个名额，支持大学吸引国际知 名创科学者和团队来港，参与创科教研活动。其他提供创科就
业机会和持续培训的措施还包括：“创新及科技基金—研究人才库”“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划”“大
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等。为培育创科人才，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
，落实多项措施，包括更新课程、提供教师专 业培训、资助及举办大型学习活动。



金融环境

当地货币香港货币港元可以自由兑换。所有主要货币（例如美元、英镑、日元等）都可以在银行以市场
价兑换。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施联系汇率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维持港元兑美元汇率在7.75:1至7.85:1区间
内波动。

 外汇管理

香港没有外汇管理机构，对货币买卖和国际资金流动，包括外来投资者将股息或资金调回本国（地区）
均无限制，资金可随时进入或撤出香港。为打击黑钱以及不法分子的跨境融资活动，自2018年7月16日起
，携总价值逾12万元港元（或等值外币）的现金或不记名可转让的票据，如支票、债券等，过境香港需
要申报，违者罚款最高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香港的外汇市场成熟活跃，与海外金融中心保持密切的联
系，确保外币交易得以每天24小时在全球市场不停进行。内地企业更可在香港银行开立多种货币账户，
使用不同货币方便业务往来或进行投资。大部分在香港的银行都提供人民币服务。

银行和保险公司

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全球排 名 前1 00的银行中有70余家在香港设分支机构，超过29家跨国
银行在香港设置的地区总部。香港提供多元化的离岸人民币投资产品与服务，除人民币外汇交易产品外
，还包括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贵金属期货等多种金融产
品。【银行】截至2021年12月，香港共有188家被认可的银行机构，包括160家持牌银行、16家有限制牌照
银行和12家接受存款公司。此外，还有39家外资银行在香港设立的代表办事处。【保险公司】香港是最
 发达的保险市场之一，人均保费支出维持在高水平，吸引多家全球顶 级的保险公司赴港拓展业务。香
港主要的保险公司有英国保诚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法国AXA安盛保险公司等。截至2022年3月
，香港共有163家获授权保险公司，其中90家经营一般业务，53家经营长期业务，19家经营综合业务及1
家经营特定目的业务。共有2,084家持牌保险代理机构，84,916名持牌个人保险代理，以及25,185名持牌业
务代表（代理）。此外，共有815家持牌保险经纪公司和11,121名持牌业务代表（经纪）。2020年，香港
保险业的毛保费总额增加2.5%至5,813亿港元。

融资渠道

香港拥有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市场，监管制度与主要海外市场接轨，法律制度健全，专 业人才众多，基
建配套设施完善，信息与资金自由流通，具有吸引力的上市平台，是企业发展全球业务的理想地点。一
般情况下，香港的银行都可以提供经营资金融资、贸易融资等融资服务，但每家银行的贷款条件（如利
息率、抵押品等）有所不同。香港是全球主要的首
次公开招股(IPO)地点，亦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年度首
次公开招股（IPO）集资总额曾七次位列全球第 一。尽管全球经济持续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的
金融市场仍然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2020年香港IPO集资总额达3,314亿港元，位列全球第四；2021
年香港新股市场依然活跃，IPO集资总额达到3,290亿港元。过去数年，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
措施亦相继推出，包括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跨境理财通、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等，深受国际
投资者欢迎。如下：（1）2014年11月17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沪港通”）开通，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
交易所上市的股票。（2）2016年12月5日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深港通”）开通，深
港股票市场交易开始互联互通。“深港通”由深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组成。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
投资一定范围内的香港股票，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深股通投资符合条件的深圳交易所交易股票。（3）
2017年5月16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创新合作机制（简称“债券通”）开通，境内外投资者可
通过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机构连接，买卖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债券。“债券通”分为
“南向通”和“北向通”。“北向通”于2017年7月3日开通，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南向通”于2021年9月24日开通，内地机构投资者可以透过香港债券市场投资境外债券。（4）2021年
9月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简称“跨境理财通”）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和港澳台资格居民可通过各自
的银行体系建立的封闭式资金管道，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首 次允许零售投资者直接跨境开设



和操作投资账户，有更大的自主度去选择理财产品。“跨境理财通”也分“南向通”和“北向通”。“
南向通”指内地合资格居民通过指定渠道投资港澳银行销售的合资格理财产品；而“北向通”指港澳台
资格居民通过指定渠道投资内地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通初阶段主要涵盖低至中风险、相对简单
的理财产品。（5）2022年7月4日，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下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交
易正式启动，两地合格投资者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购买两地87只ETF基金产品，其中内地投资者通过港
股通南向可购买4只港股ETF，香港投资者通过北向沪深股通可购买到83只A股ETF。

信用卡及网络支付功能使用

香港使用信用卡很普遍，内地发行的银联卡在香港使用非常方便。网络支付方面，香港目前推出的电子
货币主要分为基本、支付及综合3大类别，基本功能包括增值、提款及转账，香港现有的9大电子货币包
括︰PayMe、微信支付（Wechat Pay）、支付宝HK（Alipay）、Tap &Go、TNG
Wallet（TNG）、八达通O!ePay、Apple Pay、Google Pay 及银联闪付。香港金融管理局于2018年9月推出了
电子支付平台“快速支付系统”，即“转数快”，该平台接通不同的银行及储值支付营运商，可让个人
或机构在不同支付服务提供商之间进行实时转账。该平台目前支持港币及人民币两种货币，其中港币交
易的交收机构为香港金融管理局，人民币交易的交收机构为中国银行。透过“转数快”，消费者只需使
用手提电话号码、电邮地址或二维码，可即时向个人或商户付款及收款，方便快捷。

证券市场

香港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不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机构，更沿用了符合国 际 标 准
的会计准则，加上网络遍及全球的银行体系，使资金和资讯均全面流通且不受限制，配以先进完善的交
易、结算及交收设施作为后盾，为内地及国际投资者提供了高质量的投融资平台。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
限公司（简称香港交易所或港交所），其下辖的证券市场设有主板和创业板两个交易平台。主板市场专 
供营业记录实现盈利的公司进行融资，创业板市场则为各行各业及任何规模的创业公司提供融资机会。
截至2021年底，香港交易所共有2,572家公司上市，市价总值达423,810亿港元（约合5.4万亿美元），按市
值排名为亚洲第四大和全球第七大证券市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重要的离岸集资中心。截至2021年12月
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共有1,368家，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的53%。其中，H股296家、红筹股174家、
内地民营企业898家，市价总额占香港整体市值总额的78.9%，成交金额占香港整体股份成交金额的88.1%
。

 要素成本

水、电、气价格

【水费】香港水费自1995年2月至今一直维持不变，与世界其他主要城市比相对低廉。住宅用户的水费一
般每4个月结算一次，用水量分为4级，按渐进式收费率计算费用，首12立方米免费；次31立方米，收费4.
16港元/立方米；次19立方米，收费6.45港元/立方米；超过前3个级别共计62立方米用水量后，收费9.05港
元/立方米。非住宅用户的水费一般每4个月结算一次。用水量多的用户，一个月结算一次。用水收费率
如下：商业用水收费4.58港元/立方米；建筑用水收费7.11港元/立方米；非远洋轮船用水收费4.58港元/立
方米，远洋轮船用水收费10.93港元/立方米。【排污费】任何用户的处所如直接或间接接驳公用排水渠或
公用下水道排放污水，即须缴付排污费，款额以用水量为依据。住宅用户一般每4个月结算一次。首12立
方米用水量免费；超过第 一级12立方米后的用水，收费2.92港元/立方米。商业及制造业用户，每立方米
用水要缴付排污费2.92港元。轮船的用水，如无接驳公用排水渠或公用下水道，则无须缴付排污费。部
分行业的排污费可以得到7折优惠，包括：成衣漂染、针织漂染、梭织布漂染、纱线漂染、针织外衣、汽
水及碳酸化饮品工业、啤酒及麦芽酒酿造、蒸馏、精馏及混合酒精、餐馆业、制冰业。冲厕用水：海水
冲厕，完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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