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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008 年至 2018 年間四大支柱產業的

表現  
 

  2008 2013 2018 

貿易及物流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  25.6% 23.9% 21.2% 

佔就業人數比重  23.4% 20.6% 18.6% 
金融服務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  17.1% 16.5% 19.8% 

佔就業人數比重  5.9% 6.2% 6.8% 
專業及工商業

支援服務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  12.2% 12.4% 11.9% 

佔就業人數比重  13.0% 13.3% 14.2% 
旅遊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  2.8% 5.0% 4.5% 

佔就業人數比重  5.6% 7.3% 6.6% 
總計  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  57.7% 57.8% 57.4% 

佔就業人數比重  47.9% 47.4% 46.2% 

 
圖 2 ―  2001 年至 2019 年間香港貨櫃港口及

機場的全球排名  
 

 

 
圖 3 ―  2009 年至 2019 年間香港首次公開

招股集資額  
 

 
 
註：  ( a )  括號內數字代表港交所在全球交易所的排名。  

重點  
 
• 香港四大支柱產業包括貿易及物流業、
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

和旅遊業，是經濟增長動力的所在。

在 2018 年，四大支柱產業貢獻約
60%的本地生產總值，聘用的人數亦佔
總就業人數近半 (圖 1)。儘管貿易及
物流業在各支柱產業中的規模最大，

但以貢獻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和創造的

職位來說，其重要性在近 10 年已持續
下降。  

 
• 香港在 2005 年失去世界最繁忙貨櫃
港口的地位，而在內地港口的激烈

競爭下，香港港口的排名自此一直下跌

(圖 2)。另一方面，儘管香港的空運
處理費被視為全球最高之一，但無損

香港國際機場維持其世界最繁忙國際

貨運機場的地位。然而，近期爆發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嚴重衝擊香港空運
業。在 2020 年首 5 個月，香港
國際機場處理的貨運量較去年同期

減少 11%至 170 萬公噸。  
 
• 至於金融服務業方面，以首次公開招股
集資額計算，香港交易所 ("港交所 ")過去
10 年長期躋身世界四大交易所之列，
期內集資額合共 26,380 億港元 (圖 3)。
在 2018 年 4 月，港交所修訂上市
規則，為尋求在香港作第二上市的

大中華及國際公司設立新的便利第二

上市渠道。阿里巴巴集團控股在

2019 年 11 月成為香港首間根據
新規則進行第二上市的公司，隨後

網易和京東集團在 2020 年 6 月亦以此
方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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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019 年位於大灣區的獨角獸公司

數目 ( a )  

 

 
 
註：  ( a )  "獨 角 獸 公 司 "指 市 值 逾 7 8 億 港 元 的 私 營

初創企業。  

 
圖 5 ―  2017 年及 2027 年支柱產業的

人力需求  
 

 2017 年  
實際人力

需求  
(人數 ) 

2027 年  
人力需求

推算  
(人數 ) 

推算  
年均變動率

(2017-2027) 
(%) 

貿易及物流業   739 200  669 600 -1.0% 

金融服務業   264 000  294 600 +1.1% 

專業服務及

其他工商業

支援服務業  

 555 600  661 700 +1.8% 

旅遊業   265 400  284 000 +0.7% 

總計   1 824 200  1 909 900 +0.5% 
 

 
圖 6 ―  2010 年至 2020 年間訪港旅客

人次及奢侈品零售銷貨額 (a) ,  (b) 
 

 
 

註：  ( a )  2 0 2 0 年的數據只涵蓋首 5 個月。  
 ( b )  奢侈品包括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  

重點  
 
• 除了設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外，港交所亦在

2018 年 4 月宣布推行新制度，容許以下公司
在主板上市： (a)未能通過主板財務資格測試
的生物科技公司 (包括未有收益或盈利紀錄的
公司 )，及 (b)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產業
公司。新制度應可吸引更多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初創企業考慮透過港交所集資，
而根據 2019 年的一項研究，大灣區共擁有
43 間獨角獸公司，集中經營生物科技、
醫療科技、機械人技術、金融科技和

電子商貿等五個主要行業 (圖 4 )。  
 
• 除了是全球一大集資平台外，香港亦是主要
的財富管理中心。 2020 年 6 月大灣區 "跨境
理財通 "業務正式啟動，區內居民可投資跨境
理財產品，為本港的財富管理業帶來新的

商機。  
 
•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綱要》 ")
在 2019 年 2 月公布，《綱要》保留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並將香港定位為專業

服務樞紐，推動大灣區與世界連接，促進了

香港對專業人才需求的增長。在 2017 年至
2027 年間，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
服務業的人力需求推算將每年平均增長

1.8%，較其他支柱產業在同期的步伐為快
(圖 5)。為推動大灣區內的人才流動，由
2019 年 1 月起，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高端
人才和緊缺人才可享有稅務補貼，從而抵銷

內地與香港在繳納稅項上的差額。  
 
• 旅遊業在支柱產業中的規模最小，卻為低技術
人員提供不少就業機會。然而，香港在

2019 年下半年發生社會事件，再加上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 (圖 6 )，業界承受
重大衝擊。疫情嚴重性可見於 2020 年
首 5 個月的訪港旅客人次，數目較一年前
同期大跌 88%。旅遊業對零售、酒店與餐飲
等服務業產生強大的漣漪效應。如圖 6
所示，奢侈品 (例如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
禮物 )零售銷貨額亦隨訪港旅客人次急挫，
在 2020 年首個 5 月按年下跌 67%。  

 

 
數據來源：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Tourism Board、InvestHK、Hong Kong Stock Exchange及 WHub的
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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