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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

回顧與展望 

2015 年 2 月  

四大支柱行業多年來是香港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動力，政府亦
認定六項優勢產業作進一步發展，以促進本地產業結構多元化。  
 

在四大支柱行業中，以其所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及就業人數
計算，貿易及物流業屬最大的支柱行業。但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
貿易及物流業的增長及創造職位的能力均落後於其他支柱行業。在
四大支柱行業中排行最小的旅遊業，在上述兩個範疇的同期表現均
較其他支柱行業出色。旅遊業所創造的職位不少屬於低技術工種，
因此從業員的薪酬相對較低。但對於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的低技術
工人來說，旅遊業為他們所創造的職位至為重要。  

 
六項優勢產業近年由文化及創意產業帶動，但後者集中於個別界別
的發展。至於其他五項優勢產業，則各有其須待應付的挑戰。  

 
有關產業政策的課題屬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
的政策範疇。

立法會秘書處 

資料研究組  

 
 
 
 
 
 
 

 
 
 
 
 
 
 
 
 

 
1.   引言 
 
 

1.1   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遊業

並列為香港四大支柱行業，多年來是香港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動力。

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間，四大支柱行業的增長高於整體經濟增長，它們

合計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亦因此由 2002年的 50.8%  上升至 2007年

的 60.3%  高位   (圖 1)。相關百分比其後輾轉回落至 2012 年的 58.0%  1，

反映部份支柱行業的增長動力近年減弱的情況。  
 
 

圖 1  ―― 2002 年至 2012 年間四大支柱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  2012 年的數據是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的相關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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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大支柱行業  

 
 
2.1   在 2002‐2003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時任財政司司長首次確定四大

支柱行業在眾多經濟領域中尤為重要，因為它們可以 "帶動其他行業的

發展，推動整體經濟，促進就業 "。2  四大支柱行業經過 10 多年的發展，

貿易及物流業在 2012 年仍屬最大的支柱行業，但其在 2002 年至 2012 年

間的增長速度 3 則較其他支柱行業為低 (圖 2)。旅遊業雖屬最小的支柱

行業，但同期增長速度則居四大支柱行業之首。  

 
 
圖 2  ―― 四大支柱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及增長率  

 

 

 

 

 

 

 

 

 

 

 

 
註 :   (1)   2002 年至 2012 年的增長率。  

  (2)   2012 年的數字。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貿易及物流業  

 
 
回顧  

 
2.2   在四大支柱行業中，按所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及從業員

人數計算，貿易及物流業 4 可算是最大的支柱行業。但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貿易及物流業增長最慢，僅有 57%  的升幅，所創造的新職位

數目亦落後於其他支柱行業，僱用的人數停留於 764  900 人左右。上述

情況部分源於內地與世界經濟不斷接軌，逐漸削弱香港的貿易中介

                                                       
2  請參閱 The 2002‐03 Budget。  
3  在本研究簡報中，行業的增長率是按其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的實質變動而計算。  
4  貿易及物流涵蓋的範圍大致包括批發、進出口貿易、貨運及倉庫服務，和郵政及速遞服務。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 (1)：55%

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 

實質增長 (1)  ：   91%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 ：  12.8% 

金融服務 
實質增長 (1)  ：   105%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  ： 15.9%

貿易及物流 

實質增長 (1)  ：   57%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 ：  24.6% 

旅遊 

實質增長 (1)  ：   161%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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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以致本港出口近年表現疲弱。另一原因是香港海運近年受制於

珠江三角洲內鄰近港口的激烈競爭 5，香港更在 2013 年被深圳超越而

失去全球第 3 大最繁忙貨櫃港的地位 (圖 3)。  

 
 
圖 3  ―― 香港在全球最繁忙貨櫃港的排名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展望  

 
2.3   展望未來，來自其他華南地區港口的競爭，應繼續對香港港口

貨物吞吐量的未來增長構成威脅。根據政府委聘顧問公司進行的研究 6，

預計香港在 2015 年至 2030 年間的貨櫃總吞吐量只有 1.5%  的年均增長。7 

鑒於航空貨運所帶來的增值額 (value   added)高於港口貨運，空運貨物應

可為貿易及物流業的增長帶來額外動力。然而，香港國際機場在 2008 年

至 2030 年間的空運貨物年均增長率預計只達 4.2%  8，低於 2002 年至

2007 年間錄得的 8.6%  年均增長率。  

   

                                                       
5  香港港口是華南地區貨物的門戶港。但根據 BMT Asia Pacific  (2014)，香港港口在碼頭處理費

及華南地區貨物陸路拖運成本的競爭力，不及其他華南地區港口。此外，在服務質素及處理

能力方面，香港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正在縮減。  
6  請參閱 BMT Asia Pacific (2014)。  
7  預測數字偏低部分反映香港港口處理華 南地區貨物的前景欠佳，相關的貨物吞吐量在

2015 年至 2030 年間預計年均下跌 0.2%。請參閱 BMT Asia Pacific (2014)。  
8  請參閱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2011)。  

最繁忙港口

第一  2013

第四位

第二 
第三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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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  

 
 
回顧  

 
2.4   高薪職位較多的金融服務業   9，是本港第二大支柱行業。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金融服務業增長 105%  ，但增幅大部分來自 2002 年

至 2007 年間的急速發展，期間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增長 126%  (圖 4)。

金融服務業其後增長放緩，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的升幅僅達 7%  。近年

明顯下滑的趨勢，反映同期環球投資環境疲弱的情況， 2008 年爆發的

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在 2010 年至 2012 年間升溫的歐債危機，均令環球

投資氣氛轉趨審慎。受環球市況的影響，香港股票市場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進入持續調整期，恒生指數和成交金額均較 2007 年的高位，

分別下跌約 30%  和 40%。  

 
 
圖 4  ―― 2002 年至 2012 年間金融服務業的實質增長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9  金融服務涵蓋 (a)銀行服務、 (b)保險服務及 (c)其他金融服務 (包括證券經紀、資產管理、

融資租賃公司和投資及控股公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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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5   社會上一直有意見要求促進金融服務業多元化，擴大金融市場

的資產類別，以及提升業界抵禦風險的能力。10  儘管香港在離岸人民幣

業 務 有 "先 行 者 "的 優 勢 ， 但 其 外 匯 市 場 的 交 投 量 卻 不 及 新 加 坡 。

在 2013 年，新加坡位列全球第 3 大外匯市場，排名較香港高兩位。此外，

與銀行業及股票市場相比，香港的債券市場規模較小，在 2013 年未償還

債務證券金額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67%，較英國 (139%)、美國 (126%)、

南韓 (95%)和新加坡 (68%)的相關比率為低。 11 
 
 

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  
 
 

回顧  
 

2.6   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 12 對本地生產

總值的貢獻，大致呈上升趨勢，共錄得 91%  的升幅。香港提供的專業及

工商業支援服務，大部分與香港作為亞太區 (特別是內地 )商業樞紐的

角色息息相關。本地方面，本港的建造工程量在 2008 年後強力回升，

建築及工程活動受其帶動而迅速發展，近年增長速度更高於專業及

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其他界別 (圖 5)。  
 
 

圖 5 ―― 2002 年至 2012 年間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各界別的實質增長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0  請參閱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2013)。  
11  請參閱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2014) 及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2014)。  
12  專業服務涵蓋法律、會計和核數服務、建築及工程活動、管理及管理顧問活動、資訊科技

相關服務、廣告、專門設計及相關服務等。工商業支援服務是指提供予本地其他公司使用

的服務，以及向公司及個別人士輸出的服務。  

建築及工程活動  +181% 法律、會計及 
核數服務  +68%

資訊科技及廣告  +129% 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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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7   政府預計內地將繼續在香港經濟中擔當重要的角色，是香港對

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和目的地，由此突顯出香港作為內地企業

"走出去 "和大型跨國公司拓展內地業務的理想平台。 13 本地方面，本港

的建造工程在未來數年將全速進行。根據建造業議會的最新預測，

2017 年 至 2018 年 間 的 整 體 建 造 開 支 ， 將 維 持 在 1,800 億 港 元 至

2,100 億 港 元 的 高 水 平 ， 而 2012 年 至 2013 年 間 的 相 關 開 支 則 為

1,750 億港元。 14 
 
 

旅遊業  
 
 

回顧  
 

2.8   旅遊業是香港最小的支柱行業，包括入境旅遊及外訪旅遊。 15

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旅遊業的增長高達 161%，增幅是四大支柱行業

之首，這主要是由於 "個人遊 "計劃的推行及逐步放寬，帶動訪港旅遊業

變得暢旺所致。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旅遊業的從業員人數合共增加

108  700 人，增幅達 76%。旅遊業不少職位所需的技能較低，因此從業員

的薪酬相對較低，情況可從他們的每小時工資中位數得知 (圖 6)。但隨着

香港進一步邁向知識型經濟，旅遊業為較低技術工人帶來的就業機會

至為重要。  
 
 

圖 6  ―― 2013 年旅遊業相關服務從業員的每小時工資中位數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3  請參閱 GovHK (2014)。  
14  請參閱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2014)。  
15  入境旅遊包括零售業、住宿服務 (例如酒店 )、餐飲服務及過境客運服務。在 2012 年旅遊業

對本地生產總值貢獻的比重中，入境旅遊佔 84%，外訪旅遊則佔 16%。  

全港僱員  
57.5 港元  

旅行代理及  
代訂服務  
51.9 港元  

酒店  
46.8 港元 零售  

40.9 港元  
飲食  

37.2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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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9   展 望 未 來 ， 香 港 旅 遊 業 應 在 短 期 至 中 期 內 面 臨 多 項 挑 戰 。

自 "個人遊 "計劃於 2003 年開始實施以來，訪港內地旅客人次約增加

3  800 萬，增幅高達 5.5 倍，加深了本地社會對香港旅遊業承受能力的

憂慮。此外，訪港內地旅客的購物開支佔 2013 年本港零售業銷貨額的

三分之一，但他們近月減少購買奢侈品和縮短平均留港時間，人均消費

升幅因此連續放緩。再者，旅遊業在香港屬規模較小的行業，佔本地

生產總值不足 5%，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的增長，以及為整體經濟帶來的

連鎖效應應屬有限。況且旅遊業能否繼續維持過往 10 年般的快速增長，

仍是未知之數。 16 

 
 
3.   六項優勢產業  

 
 
3.1   四 大 支 柱 行 業 多 年 來 是 香 港 經 濟 增 長 的 一 個 主 要 原 動 力 ，

與此同時，政府為推動本地產業結構邁向多元化發展，確定六項在香港

享有明顯優勢且具潛力作進一步發展的產業 (下稱 "六項優勢產業 ")  

(圖 7)。在 2009‐2010 年施政報告中，時任行政長官因應經濟機遇委員會 17

在較早前提出的建議，首次確定六項優勢產業。根據政府統計處，六項

優勢產業整體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由 2008 年的 7.4%  温和上升至

2012 年的 8.7%，而它們同期佔總就業人數的百分比，亦由 11.0%  微升

至 11.9%。  

   

                                                       
16  請參閱 Bauhinia Foundation (2014)。  
17  政府於 2008 年 10 月成立經濟機遇委員會，其職責包括評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

的影響，以及發掘有助推動香港未來發展的新興經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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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六項優勢產業的涵蓋範圍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文化及創意產業

• 廣告；

• 娛樂服務；

• 建築；

• 藝術品、古董及
工藝品；

• 文化教育及圖書館、
檔案保存和博物館
服務；

• 設計；

• 電影、錄像及音樂；

• 表演藝術；

• 出版；

• 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
媒體；及

• 電視及電台。

教育產業

• 幼稚園；

• 私立小學及中學
(牟利及非牟利)；

• 自負盈虧的大專及其他
大學課程(包括提供予
非本地學生的
大學課程)；

• 補習學校；

• 向商業機構提供的
培訓；及

• 其他與教育相關的私營
服務。

醫療產業

• 私營醫院、診療所、
醫生及牙醫提供的醫療
服務；

• 護理和提供給長者、
藥物濫用者及殘疾人士
的院舍服務；

• 零售醫療用品；及

• 醫療保險。

環保產業

• 污水處理及廢物管理；

• 環境工程及顧問服務；
及

• 廢物及廢料進出口及
批發貿易。

創新科技活動

• 由高等教育及公營科研
機構進行的研究及發展
活動；及

• 進一步推動相關機構的
產品和工序創新的
活動。

檢測及認證產業

• 技術測試及分析；

• 驗貨；

• 抽樣檢驗及稱量服務；
及

• 醫療及X光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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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六項優勢產業的增長由文化及創意產業帶動，後者佔本地生產

總值的百分比，由 2008 年的 3.9%增至 2012 年的 4.9%，成為六項優勢

產業中對本地生產總值貢獻最大的產業。至於其他五項優勢產業，它們

同 期 所 佔 的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百 分 比 ， 僅 輕 微 上 升 或 甚 至 沒 有 變 動 ，

在 2012 年處於 0.3%‐1.5%  的低水平 (圖 8)。在就業方面，文化及創意產業

在 2012 年提供了 200  370 個職位，相等於總就業人數的 5.5%，遠高於

其他五項優勢產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 (圖 9)。  

 
 
圖 8  ―― 2008 年至 2012 年間六項優勢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圖 9  ―― 2012 年六項優勢產業從業員人數及其所佔總就業人數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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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優勢產業面對的挑戰  

 
3.3   六項優勢產業各自面對着不同的挑戰。舉例而言，文化及創意

產業由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界別主導，表現遠勝其他界別。

在 2012 年，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界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9%，

其他界別的相關百分比則不足 0.8%。以界別從業員人數計算，軟件、

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在 2012 年僱用人數最多 (49  700 人 )，其次是出版

(44  200 人 )、廣告 (18  320 人 )、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 (17  730 人 )，以及

電影、錄像及音樂 (14  700 人 )。  

 
3.4   除了佔主導地位的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界別外，文化及

創意產業亦另外涵蓋 10 個規模不同及增長潛力各異的界別 (圖 10)。值得

注意的是，根據經濟機遇委員會在 2009 年提出的建議，當局必須優先

發展具有較大潛力的界別。18  委員會亦強調政府須增加撥款，資助營辦

文化及藝術產業的企業，因為這類企業大都是缺乏資源，起步較難。日前

行政長官發表的 2015 年施政報告，表示政府會透過四項策略，促進香港

電影業的發展，並就此向 "電影發展基金 "注資。根據政府統計處，

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電影、錄像及音樂界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並無增長，維持在 0.2%的水平，而同期職位數目則減少 480 個。  

 
 
圖 10 ―― 按界別劃分文化及創意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及從業員人數  

 

界別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百分比 (2012年 )  

從業員數目
(2012年 )  

新增 /減少的職位數目
(2008‐2012)  

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   1.9%   49  700   +5  850  

出版   0.7%   44  220   ‐2  730  

廣告   0.4%   18  320   ‐130  

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   0.6%   17  730   +110  

建築   0.5%   14  670   +1  780  

電影、錄像及音樂   0.2%   14  700   ‐480  

設計   0.2%   14  140   +3  040  

文化教育及圖書館、檔案

保存和博物館服務  
0.1%   9  100   +1  790  

娛樂服務   0.1%   8  230   +190  

電視及電台   0.3%   5  730   ‐1  230  

表演藝術   <0.1%   3  810   +900  

資料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8  請參閱 Financial Secretary's Offi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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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如上文所述，時任行政長官在 2009‐2010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

首次確定能夠推動香港未來發展的六項優勢產業，當中包括醫療產業及

教育產業。然而，現任行政長官在 2013 年施政報告中表示， "醫療人手

不足，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社會上存在分歧，在滿足本地需求和發展

這兩項產業之間也有矛盾。 "   醫療產業及教育產業是否會因此而不再定

位為優勢產業，仍有待公布。  

 
3.6   至於環保產業和檢測及認證產業，本地市場規模細小，加上業界

主要由中小企組成，難以投放大量資源進行研究及發展 (下稱 "研發 ")

工作。檢測及認證產業亦要兼顧不少已進駐香港及內地多個地方的國際

品牌的激烈競爭。此外，創新科技活動的發展，因公私營機構研發

投資額不多而受到影響。在 2012 年，香港研發開支總額佔本地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僅達 0.73%，落後於亞洲許多其他發達的經濟體系，例如

新加坡 (2.04%)、台灣 (3.06%)、日本 (3.35%)及南韓 (4.36%)。  

 
 

4.   總結  

 
 
4.1   貿易及物流業是四大支柱行業中的最大支柱，在 2012 年佔本地

生產總值約 25%，以及僱用全港總就業人口的 21%。不過，在 2002 年

至 2012 年間，貿易及物流業在四大支柱中增長最慢，從業員總人數亦

幾乎沒有增長。由於預計貨櫃吞吐量和空運貨物量將面臨多年增長

放緩，行業的未來表現應持續疲弱。面對上述的隱憂，業界須透過多項

措施，例如擴大貨源及提高營運效率和競爭力，以改善行業的前景。  

 
4.2   金融服務業是本港第二大支柱行業，在人民幣離岸業務上享有

"先行者 "的優勢。展望未來，內地可能會進一步開放資本帳和國內的資本

市場，為香港帶來機遇和挑戰。挑戰可能是來自上海及其他內地金融

中心，它們能利用國內金融業開放的機會，拓展更多的國際業務，藉此

趕上香港。  

 
4.3   旅遊業屬四大支柱行業中最小的支柱，但增長速度最快，創造

的新職位數目也最多。雖然創造的職位不少是較低薪酬，但在香港持續

邁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旅遊業為較低技術工人帶來的就業機會

至為重要。旅遊業經過多年的急速增長，目前正面對着承受及接待旅客

能力有限和過度依賴內地旅客的問題。後者尤其引起關注，皆因近期

出現內地旅客減少購買奢侈品的趨勢。較早前社會上有意見要求開拓內

地以外的客源市場，特別是高消費的長途旅遊市場，以達致多元化的

客源組合。 19   

                                                       
19  請參閱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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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與其他支柱行業比較，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前景應可維持

一片樂觀。香港可借助內地服務業提供的商機，因後者在 2013 年只佔

國內生產總值的 46.9%，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此外，香港亦可以為內地

企業 "走出去 "和海外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從中取得商機。  

 
4.5   時任行政長官在 2009‐2010 年施政報告中首次確定六項優勢

產業，藉以推動本港產業結構邁向多元化發展。在 2012 年，六項優勢產業

整體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8.7%，僱用本港總就業人口的 11.9%。在六項優勢

產業中，只有文化及創意產業錄得顯著的增長和僱用最多從業員。

在 2012 年，文化及創意佔本地生產總值約 4.9%，僱用從業員人數

達 200  370 人。相比之下，其他五項優勢產業的相應數字則明顯較為

遜色，分別為 0.3%‐1.5%  及 12  780‐78  970 人。  

 
4.6   根據經濟機遇委員會於 2009 年提交的文件 20，六項優勢產業各自

面對不同的挑戰。舉例而言，環保產業和檢測及認證產業面對着本地市場

規模較細及研發投資額偏低的問題，而醫療產業及教育產業在滿足本地

需求和行業發展兩者之間難以取得平衡。經濟機遇委員會的文件就六項

優勢產業面對的挑戰作出詳細評估，並就此提出多項應對措施。總括

而言，經濟機遇委員會認為必須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支援，藉以推動產業

結構邁向多元化的發展。  

   

                                                       
20  請參閱 Financial Secretary's Offi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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