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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特區政府駐北京辦事處，以及駐粵、駐上海和

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自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期間的工作。

這四個辦事處的工作詳情分別載述於附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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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駐北京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北京辦事處（駐京辦）的主要職能是：（a）

加強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及駐京辦所負責地域覆蓋範圍內

十五個省、市和自治區1的內地機關之間的聯繋和溝通;（b）推廣及宣傳香

港，尤其是與該十五個省、市和自治區的經貿關係;（c）處理與入境相關

的事宜; 以及（d）向遇到困難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與中央人民政府、内地機關和香港相關機構聯絡 

 

2. 在報告期内，駐京辦繼續與內地機關保持緊密聯繋。我們為 24 項訪

問活動安排拜訪，並提供後勤支援，包括行政長官到北京的兩次訪問（二

零零八年十二月及二零零九年三月）和率團到東北三省（黑龍江、吉林及

遼寧）的考察（二零零八年七月）、政務司司長到北京的兩次訪問（均在

二零零八年九月）、律政司司長訪京（二零零九年四月），以及主要官員

的十八次訪問。而我們亦積極和北京奧組委保持聯繋，支持與奧運相關的

活動。 

 

3. 駐京辦亦與香港貿易發展局、香港旅遊發展局、香港交易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各大香港商會等機構在內地設立的辦事處和在北京就讀的香港

學生維持緊密聯繫。例子包括在二零零九年三月參加香港貿易發展局組織

的經貿代表團出訪山東，以及於二零零九年四月與北京市政府和中國香港

（地區）商會合辦座談會。在報告期内，駐京辦亦支持香港學生在人民大

學、北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舉辦的校園活動，並於特區政府展開招聘工作時

通知他們。 

 

4. 駐京辦定期向各局及部門提交報告，以便各局及部門更了解內地的

政策和發展，從而評估對香港的影響，例如有關 H1N1 甲型流感的最新情況。 

 

經貿關係 

 

5. 駐京辦協助籌辦二零零八年十一月於香港舉行的第十二屆北京．香

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除繼續探討兩地的經貿往來及經濟合作外，交流

範圍亦延伸至城市建設與發展、金融服務、生產性服務業、科技、旅遊和

衛生防疫等方面的交流合作。二零零九年三月，駐京辦亦為由特區政府、

商務部及香港商界代表出席的「協助港資企業開拓內銷市場交流會」提供

支援。 

 

6. 駐京辦在二零零八年六月參加了第十九屆中國哈爾濱國際經濟貿易

洽談會，亦出席了由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在洽談會中組織的「二零零八香

港工展會．哈爾濱」和「龍港商務日暨香港產品推介日」; 駐京辦並在二

零零八年九月出席了第四屆中國吉林東北亞投資貿易博覽會暨第二屆東北

                                           
1 駐京辦負責地域覆蓋範圍內的十五個省、市和自治區是北京、天津、山東、河北、山西、河南、遼寧、

吉林、黑龍江、內蒙古、甘肅、新疆、青海、西藏及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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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經貿合作高層論壇。此外，駐京辦參加了多個分別在天津、河南、河北、

山東、山西、青海等舉行的投資貿易洽談會，與當地的商務單位及企業建

立聯繋，促進兩地的商貿交流。 

 

7. 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七月期間，駐京辦就《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新一輪開放措施與商務部聯繫，同時向內地

的港商提供 CEPA 的最新消息；亦收集了商界對 CEPA 的意見，供特區政府

相關部門考慮。此外，駐京辦亦就多項對港商有影響的法規如《勞動合同

法實施條例（草案）》、《企業民主管理條例》、《社會保險法（草案）》、

《增值稅暫行條例》等向多個內地部門瞭解相關政策的起草或執行詳情。 

 

投資推廣 

 

8. 在吸引內地企業到香港投資開業的工作上，駐京辦華北投資推廣小

組致力聯繋和拜訪有潛質的企業和有關的工商組織，介紹香港作為"走出去

"平臺的優勢，並為有意到港投資企業提供全面的協助及諮詢服務。在二零

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期間，駐京辦共訪問 316 家公司，促成 56 個

潛在投資項目，啟動 28 個活躍投資項目，並完成 21 個投資項目。在大型

宣傳推廣層面上，駐京辦分別參與 57 個行業性或投資主題研討會及展覽

會，並於四月份主辦座談會向參加者推廣香港作為投資拓展業務地點的優

勢和有關程序。 

 

公共關係 

 

9. 駐京辦過去一年在其服務範圍內各省、市、自治區的 23 項大型經貿

和其他推廣活動，舉辦展覽，加深內地人士對香港的認識。展覽展示香港

各方面的最新發展，並重點介紹 2008 北京奧運馬術賽事。各地舉辦的推廣

活動共接待參觀者超過 25 萬人次。 

 

10. 為接觸更多內地群眾，駐京辦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合作每周定期播

放電台節目。估計每周有超過 2,000 萬人收聽該等電台節目。此外，駐京

辦與“人民網＂合作設立專題網頁，以不同欄目報導香港的最新情況，讓

更多網民體會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的魅力。網站在報告期間點擊率月均

超過 77 萬人次。 

 

11. 駐京辦並與人民網合辦「魅力香港大型圖片有獎徵集活動」，透過

內地同胞的攝影鏡頭拍下的影象推介香港。徵集活動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展開，三個月內共收到來自內地 28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網友的照片超過

2,000 張。 

 

入境事務及提供的協助 

 

12. 駐京辦處理的入境事務包括處理來港申請；就入境和國籍事宜與中

央政府相關部門的對口單位保持聯繫；與駐京外交使團商討免簽證入境事

宜；處理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以及為在內地遺失證件或遇上涉及人身

安全問題的香港居民提供切實可行協助。在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

五月期間，駐京辦共收到 201 宗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個案，其中 40

宗涉及遺失旅行證件或金錢；148 宗的求助人士在內地遇到危險、發生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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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受傷或其親屬在內地死亡等；另 13 宗則與香港居民在內地遭拘留有

關。此外，駐京辦共處理 6,713 宗入境申請和 23,263 宗查詢。 

 

13. 駐京辦自二零零一年三月起為在內地遺失金錢而未能即時獲得其家

屬給予援助的香港居民提供緊急金錢援助安排。駐京辦可向求助人墊付合

適金額的款項，條件是有關人士必須書面承諾會悉數清還墊款及盡速返

港。在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期間，駐京辦共就 6 宗求助個案

提供緊急金錢援助安排，涉及款額共 16,202.16 元人民幣。 

 

14. 駐京辦還處理除遺失旅遊證件及人身安全外的其他求助個案。二零

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駐京辦共接獲 21 宗關於商貿糾紛、34 宗關

於內地房地產、86 宗關於內地行政執法和司法機構及 15 宗關於其他事宜的

求助個案，並已轉介至當地相關政府部門跟進其進展。 

 

工作展望 

 

15. 二零零九年為建國六十周年，駐京辦將積極配合和參與中央政府和

特區政府的各項慶祝活動。駐京辦並會在北京及其他省市展出「魅力香港

大型圖片有獎徵集活動」的獲獎作品。此外，駐京辦亦會宣傳二零零九年

東亞運動會及繼續協助到京演出的香港藝術團體。 

 

16. 駐京辦將繼續留意內地經貿政策及措施的最新發展，特別是有關國

家「十二五」規劃的制定工作。駐京辦亦已開始籌備將於二零零九年十月

底舉行的第十三屆北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 

 

 

 

駐北京辦事處 

二零零九年六月 

 

 



 

 

 

附錄 2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駐粵辦）負責處理香港

特區與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和海南五省/區之間的經濟及貿易事務。與

香港駐其他地方的經貿辦事處一樣，駐粵辦致力促進香港的經濟及貿易利

益，並吸引內地企業來香港投資。 

  

2.   爲繼續加強與五省/區的省市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的聯繫，駐粵辦

於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聯同五省/區的港澳事務/外事僑務辦公室在江西省的

南昌市舉辦了第三屆五省/區巡迴電視文藝晚會。該晚會由江西省文化廳、

江西省新聞辦公室、江西省廣播電視局、江西省電視台和香港電視廣播有

限公司共同承辦，現場觀衆達1,500多人。該節目已安排在內地及香港的電

視台廣播。下一屆晚會將於海南省舉行。  

 

3.   五省/區內的香港營商機構及商會組織是駐粵辦重要的工作夥伴。

駐粵辦與它們緊密聯繫，合作爲港商在內地提供更佳支援與尋找商機等服

務。二零零八年十一月，第七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聯合晚會＂在江門市

舉行，接近1,000名港商出席了該晚會。 

  

4.   在過去一年，駐粵辦繼續爲多個在五省/區舉行的主要會議和活動

提供後勤支援，其中包括泛珠論壇、粵港合作聯席會議及CEPA 等。隨著近

年香港與內地的經貿關係不斷加強，駐粵辦也協助了雙方政府部門在一系

列雙方高層官員互訪活動中的策劃及協調工作。  

 

經貿關係  

 

5.   駐粵辦繼續致力爲港商提供多項服務以促進及便利其在五省/區的

營商。每周發佈的《駐粵辦通訊》提供了五省/區政策法規和經貿發展方面

的最新資訊以及駐粵辦舉辦的各項活動。  

 

6.   爲促進港商在五省/區的業務發展及提高他們對相關政策法規的認

識，駐粵辦就港商普遍關注的事項舉辦多個相關活動，內容涵蓋海關政策、

稅務法規及協助企業應對金融海嘯的措施等。此外，駐粵辦安排了「在莞

港資企業轉型升級聯席會議」第三次及第四次會議，分別於二零零八年六

月五日及十一月十一日在香港舉行。來自東莞市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

代表與駐粵辦和香港四大商會代表就港商關注的熱點問題進行了討論，並

了解東莞的港資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7.   為了方便業界了解泛珠省區在產業轉移、升級，以及轉型的情況，

駐粵辦聯同駐成都經貿辦事處將各省區政策法規和投資環境等最新資料建

立成資料庫，供企業在網上查閱。  

 

8.   駐粵辦不時組織港商考察團以瞭解內地的投資環境。其中包括協助

安排財政司司長率領經貿代表團於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十 日至 十 三 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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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察。在廣西訪問期間，代表團出席了廣西壯族自治區成

立五十周年的慶典活動、與廣西壯族自治區領導及南寧市領導會面、參觀

當地的港資及內資企業、出席桂港經貿交流會以及參觀中國-東盟自由貿易

區憑祥物流園等。訪問加強了香港商界與廣西的聯繫以及他們對廣西最新

投資環境的瞭解，亦探討了廣西利用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這一平臺，吸引

有意開拓東盟市場的港資企業到廣西發展的可行性，利於港商進一步在當

地尋找投資機會。 

 

9.   行政長官於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十 七 日至十 八 日參加了博鰲亞洲論壇

二零零九年年會， 駐粵辦協助安排香港特區行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代表團出

席年會各項活動。此外，駐粵辦亦協助安排了行政長官於二零零八年十一

月十二日考察東莞市，以及財政司司長於二零零九年一月十四日考察惠州

市，與在粵營運的港商交流，瞭解企業在金融海嘯下面對的問題及希望內

地及特區政府提供的協助。  

 

10.  駐粵辦繼續積極協助港商向廣東有關部門反映他們普遍關注的問

題並跟進這些問題的進展。其中包括應對金融海嘯、拓展内銷市場、加工

貿易政策調整、紡織品出口安排、環境保護政策、勞動保障政策及產品安

全政策等。  

 

投資推廣  

 

11.  聯繫、吸引和協助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及海南五省/區的內地

企業赴港投資是駐粵辦的主要職能之一。駐粵辦推廣香港正面形象並傳遞

香港是內地企業擴展業務、進軍海外的理想平臺的信息。 

  

12.  駐粵辦與五省/區的相關政府部門及超過30個當地工商組織建立並

維持著戰略工作夥伴關係。這些戰略工作夥伴當知道有企業或組織成員有

興趣赴港投資時，均會轉介駐粵辦向其提供相關諮詢及服務。  

 

13.  在過去十二個月，駐粵辦與內地企業會面或對其進行探訪共 251

次，爲其赴港開設辦事處提供諮詢及協助。在此期間，駐粵辦分別促成了

73個潛在項目及35個活躍項目，並完成了17個項目。 

  

14.  此外，駐粵辦還分別在廣東省的廣州，福建省的福州、廈門及泉州

等四個城市，舉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了共7個投資推廣活動，包括研討會和

CEO商務午宴。駐粵辦並於二零零八年六月及九月安排廣東企業前往香港進

行投資考察。此外，駐粵辦還派員出席由當地不同單位或機構組織的座談

會並在會上發言，及參加各省區的商貿投資活動，包括二零零八年六月在

深圳舉行的“投資香港，走向世界＂研討會和於二零零九年三月在福州舉

行的“企業如何應對全球金融危機＂研討會等。  

 

公共關係  

 

15.  行政長官及其他主要官員多次前往內地進行訪問，加強了政府與政

府間的聯繫。其中，比較重要的有行政長官訪問廣州和博鰲、政務司司長

訪問珠三角地區九個主要城市、財政司司長訪問廣西南寧。駐粵辦按情況

爲上述訪問作出媒體安排，方便媒體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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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爲慶祝香港特別行政區回歸十一周年及推廣香港形象，駐粵辦於二

零零八年七月舉行慶祝酒會，邀請省和巿政府的嘉賓，以及非政府團體和

商會的代表出席。此外，駐粵辦在二零零八年十月舉行慶祝成立六周年晚

會，藉此加強駐粵辦與五省區內各省巿政府及非政府團體和商會之間的聯

繫。  

 

其他  

 

17.  駐粵辦處理的入境事務包括處理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以及為在

駐粵辦服務範圍內遺失旅遊證件或遇上涉及人身安全問題的香港居民提供

實質協助。在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期間，駐粵辦共處理了428

宗查詢，並在147宗涉及遺失旅遊證件或遇上人身安全問題的個案中提供協

助。 

 

18.  駐粵辦自二零零七年十一月起為在內地遺失金錢而未能即時獲得其

家屬給予援助的香港居民提供緊急金錢援助安排。在報告期內，駐粵辦接

獲一宗有關的求助。  

 

19.   駐粵辦還處理除遺失旅遊證件及人身安全外的其他求助個案。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駐粵辦共接獲45宗經貿方面及53宗關於

房地産或土地賠償等事宜的求助個案，並已轉介至當地相關政府部門跟進

其進展。   

 

工作展望  

 

20.  隨著香港特區與內地各省/市的經貿以至文化、教育等各領域的合

作更趨頻繁，CEPA在廣東省先行先試，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的發表，駐粵辦將繼續做好多方溝通橋樑的角色，積極促進各地

區之間的合作，以達至互補共贏的局面。我們會盡力協助在五省/區的香港

企業進行升級轉移。除了支援在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駐粵辦亦會努力配

合五省/區有潛力的企業赴香港投資。考慮到不同省區在經濟發展和合作潛

力上的差異，駐粵辦將繼續發揮職能，在廣東及福建重點進行赴港投資的

推廣工作，同時加強與其他省區的聯繫，爲日後更好的合作打好基礎。  

 

 

  

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 

二零零九年六月 



 

 

 

附錄 3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駐上海經濟貿易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易辦事處(駐滬辦)的主要職能

為：(1)促進香港特區政府與上海市及江蘇、浙江、安徽和湖北四省政府機

關的溝通和聯繫；(2)宣傳香港，加強香港與上述地區的經貿合作；及(3)

為有需要的香港人提供適當的協助。 

 

經貿關係 

 

2.  為協助香港工商業界在區內拓展商機，駐滬辦主辦及參與了多個主

要經貿推廣活動。 

 

3. 爲配合二零零八年七月公佈的《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補充協議五 》，提高上海市有關政府官員對 CEPA 的認識，上海

市對外經濟貿易委員會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舉辦了一個

CEPA 培訓班。駐滬辦積極支持這個活動。駐滬辦主任除在培訓班上就「香

港特區政府為推動和支持落實 CEPA 所採取的措施」作演講外，還邀請了香

港特區政府經濟顧問就「CEPA 如何促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整合」這議題作

演講。有 130 多名上海市級和區級政府單位的官員出席培訓班。 

 

4.  二零零八年七月，駐滬辦組織了一個香港物流和採購供應業考察團

訪問浙江省義烏市和寧波市。同月，駐滬辦還與香港銀行學會合作，組織

香港及國際銀行家訪問上海。組織這兩個考察團的目的一方面是推廣香港

的服務業，另一方面是讓香港有關業界對上述城市的最新發展情況和商機

有更深入的了解，為他們與內地相關企業聯繫搭建平臺。 

 

5.  駐滬辦透過發佈定期通訊和特別報告，向香港特區政府有關政策局

和部門及香港主要工商團體適時通報區內最新經貿政策、法規和措施的資

訊。駐滬辦亦留意區內香港企業對一些可能影響其業務的內地政策和法規

的意見，並適當地向內地相關部門反映。 

 

6.  駐滬辦協助多個內地省市赴港舉行經貿推廣活動，包括協助他們與

香港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及工商團體聯繫，及邀請香港特區政府官

員出席有關活動等。駐滬辦亦協助安排訪港內地政府官員與香港特區政府

高層官員會面。 

 

投資推廣 

 

7.   駐滬辦投資推廣組繼續積極推廣香港的投資環境，主動物色和接觸

有潛力的內地企業，為其提供免費的一站式服務，吸引他們到香港投資設

點。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投資推廣組進行了25次投資推

廣外訪，訪問了277家公司，促成了85個潛在項目和14個活躍項目。報告期

間，有14個項目成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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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告期間，投資推廣組參加了三個商貿展會，並設立展位，分別是

「2008中國義烏小商品博覽會」、「第十屆浙江投資貿易洽談會」和「2008

中國(無錫)國際商協會合作論壇」。投資推廣組亦分別在二零零八年六月

二 十 三 日 、 六 月 二 十 六 日 和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舉辦了研討會和圓桌會議，介

紹香港的投資環境。 

 

9.   投資推廣組協助投資推廣署在江蘇省開展一項名為「投資香港-行」

的全國性宣傳活動，向江蘇省民營企業推廣香港的投資環境。超過200家企

業參加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在江蘇省南京市舉行的「立足香港·邁向

國際」首站研討會。 

 

10.  投資推廣組安排有關內地官員和商界領袖到香港考察，以幫助他們

了解香港最新的經濟形勢和投資環境，包括二零零九年二月二十五日江蘇

省無錫市副市長訪問香港、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十 六 日 至 十 七 日 上海交通大

學安泰經濟與管理學院CEO班學員考察香港、及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日浙

江省嘉興市對外貿易經濟合作局訪問香港。 

 

公共關係 

 

11.  駐滬辦繼續與區內的政府機關保持緊密聯繫，並向香港特區政府有

關政策局和部門適時提供相關的最新政策、法規、措施的資料。 

  

12.  駐滬辦安排多名到訪的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其他高層官員與

當地的高層官員會面，及參觀相關機構，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到滬出席香港特區參與二零一零年上海世博會(世博會)第二次協商會議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訪問上海(二零零九年

二月)；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訪問上海(二零零九年二月)；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訪問上海(二零零九年三月)；行政長官到安徽省合肥市出席「第四屆中

國中部投資貿易博覽會」(二零零九年四月)。 

 

13.  二零零九年二月六日，駐滬辦在上海舉行己丑年春節酒會，超過 200

位上海市及江蘇、浙江、安徽和湖北四省領導、工商團體和企業的代表出

席酒會。 

 

推廣香港 

 

14.  駐滬辦於二零零八年十月至二零零九年一月，分別在所服務區域內

六個城市(安徽省合肥市、江蘇省南京市、浙江省杭州市、湖北省武漢市、

江蘇省蘇州市和上海市）舉辦巡迴展覽，宣傳香港，向當地同胞介紹香港

與上述省市的經貿聯繫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及香港參與世博會的情況。 

 

15.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四日至八日，駐滬辦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行

的「2008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設立展位，宣傳香港、駐滬辦的工作及香

港參與世博會等信息。 

 

16.  為宣傳香港於二零零八年八月和九月分別協辦奧運馬術比賽和殘

疾人奧運馬術比賽，駐滬辦在辦事處的宣傳資料上加入相關的信息，在公

開推廣活動擺放馬術比賽宣傳展板和派發馬術比賽紀念品，並得到 10 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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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企的協助，在其辦公場所擺放馬術比賽宣傳展板及播放馬術比賽宣傳

短片。 

 

研究 

 

17.  駐滬辦聯同上海市對外經濟貿易委員會、上海浦東新區政府經濟委

員會委聘上海國際經濟貿易研究所，進行「滬港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研

究」。研究於二零零八年七月完成。駐滬辦已向香港特區政府有關政策局

和部門提供了該報告，供他們在制定相關政策和措施時參考。 

 

2010 年上海世博會 

 

18.  世博會將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上海舉行，主題

是「城市 · 讓生活更美好」。香港特區將全方位參與世博會，包括興建「香

港館」、在「城市最佳實踐區」設立案例展示、建設「網上世博會」，以

及舉辦一系列活動，例如「香港周」和各項文化演藝活動。 

 

19.  有關香港特區參與世博會的事宜，駐滬辦繼續作爲香港特區政府與

世博會組織方聯繫的主要聯絡單位。    

 

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20.  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駐滬辦共處理 9 宗有關經貿

方面及 35 宗關於房地産或其他事宜的求助個案，主要是把個案轉介至當地

相關政府部門跟進，並留意進展。 

 

工作展望 

 

21.  駐滬辦會繼續在區內拓展聯繫網絡，組織更具針對性的經貿推廣工

作，協助香港的企業進一步開拓內地市場。駐滬辦會繼續尋求內地政府機

關和工商團體的支持，組織行業考察團及其他企業配對活動。駐滬辦會繼

續推廣香港，特別是香港優越的現代服務業和投資環境、輸入人才計劃、

CEPA 開放措施、《基本法》和「一國兩制」方針的成功落實、香港參與世

博會、東亞運動會等。投資推廣組亦會繼續物色和吸引具潛質的內地企業

往香港投資設點。 

 

22.  現在距離世博會開幕不足一年，駐滬辦在這方面的工作將更加繁

重。駐滬辦會繼續致力做好香港特區政府聯絡單位的角色，及在區內舉辦

活動，宣傳香港特區參與世博會。 

 

 

 

駐上海經濟貿易辦事處 

二零零九年六月 

 



 

 

 

附錄 4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 

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駐成都辦）負責處理

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區）與四川、雲南、貴州、湖南、陝西五省及重

慶市的經貿事宜。駐成都辦的主要職務包括：促進香港特區與上述省市的

經濟合作，加強商貿聯繫，協助內地企業往香港投資，並為港商提供支援；

促進文化交流；在上述省市內為有需要的港人提供協助。 

 

經貿關係 

 

2.  在四川地震後的數月，區內大部分的大型經貿活動都取消或延期舉

行。在此期間，駐成都辦盡力為區內的港資企業或有興趣到區內投資的港

資企業提供協助。 

 

3.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一直與服務區域的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保持

緊密聯繫；留意港資企業從沿海地區轉移到內陸省份的發展；通過每月通

訊和網站，向港商發放最新的經貿法規和訊息。 

 

4.  二零零八年十月，駐成都辦接待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率領的經

貿代表團，參加第九屆西部博覽會。二零零八年十二月，駐成都辦組織了

一個經貿代表團到雲南，並在雲南昆明和大理舉辦了兩場研討會。二零零

九年二月，駐成都辦建立了網頁，介紹 CEPA 在四川落實情況和有關法規。 

 

5.    駐成都辦在報告期內其中一個重點工作，是與湖南省商務廳合作進

行「CEPA 在湖南落實情況」調研。調研發現 CEPA 實施後，相較之前的十六

年，港資在湖南的每年增長率翻了一倍，港資亦由投資製造業慢慢轉移至

服務業，而且更多的香港進口產品能享受到零關稅待遇。二零零九年三月，

駐成都辦與湖南省商務廳舉辦聯合新聞發佈會公佈調研結果，亦為湖南港

商和官員舉辦大型招待會，進一步推介 CEPA 內容。 

 

投資推廣 

 

6.  受全球經濟不景氣和四川地震的影響，駐成都辦在報告期內努力地

向內地企業提供一系列便利其往香港發展業務的服務；致力促使內地企業

加深認識香港的優勢，以吸引其往香港投資。 

 

7.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探訪了 183 家內地企業、啟動了 13 個項目、

成功完成了 3 個項目。同期駐成都辦亦促成了 20 個潛在的項目，並協助這

些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 

 

8.    二零零八年十月，駐成都辦、投資推廣署與香港交易所於四川成都

合辦大型投資推廣座談會及香港上市融資圓桌會議，推廣香港金融服務

業、專業服務，介紹香港投資環境及政策。參加人數超過 300 人。會上，

得悉多家企業有興趣在香港設立公司，作為走向國際化的起步點。駐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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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將繼續與企業聯繫及提供意見和協助。 

 

9.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組織及參與各項投資推廣活動，以擴闊與內

地企業的接觸，例如二零零九年三月為四川法律行業舉行的「立足香港‧

邁向國際」圓桌會議，二零零九年四月為四川信息科技行業舉行的同類型

圓桌會議，二零零九年四月參與在陝西西安舉行的第八屆中國西部國際經

濟合作洽談會。此外，駐成都辦與服務區域的政府單位及工商組織保持工

作關係，藉此拓展聯絡網。 

 

公共關係 

 

10.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透過官員互訪、參與交流會、洽談會、研討

會及博覽會等，讓服務區域瞭解駐成都辦扮演著香港政府與內地政府橋樑

的角色。駐成都辦亦跟媒體保持密切聯繫，以專訪、新聞發布會、簡介會、

茶聚及聚餐等不同形式，向內地媒體介紹駐成都辦的最新動態。 

 

11.    二零零八年十月，駐成都辦在第九屆西部博覽會會場設置展位，介

紹辦事處的工作，宣傳香港亞洲國際都會、香港投資及營商優勢、優才計

劃等，共有約 2,500 人到展位進行諮詢。駐成都辦亦舉行媒體簡介會，向

四川媒體簡報駐成都辦在博覽會的參與，共有 16 位記者出席。 

 

12.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駐成都辦主任在雲南昆明接受了雲南近 10 家

媒體的訪問，向媒體介紹駐成都辦的工作職能及就滇港合作提出建設性意

見。他表示，滇港兩地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發展空間寬廣。  

 

13.    二零零九年一月，駐成都辦在四川成都舉辦了新年媒體午宴，來自

10 家四川媒體的代表參加。通過聚會，駐成都辦加強了與媒體的溝通和聯

繫，並向媒體介紹駐成都辦最新的工作動態。 

 

14.    二零零九年四月，第十三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易洽談會在陝

西西安舉行。駐成都辦舉行媒體簡介會，向參加洽談會的各地媒體簡報駐

成都辦的工作情況，共有 7 家媒體出席簡報會。 

 

其他(包括對港人提供的協助) 

 

15.    駐成都辦為有需要的港人提供適當協助，並根據情況按有關規定將

個案轉介至內地有關部門。二零零八年六月至二零零九年五月，駐成都辦

共處理了 3 宗經貿方面、5 宗關於房地産或土地賠償、11 宗投訴內地政府

部門行政失當及 3 宗其它性質的求助個案，駐成都辦已轉介有關個案至當

地相關政府部門跟進。駐成都辦亦會協助駐京辦為在五省/市遺失金錢而未

能即時獲得其家屬給予援助的香港居民提供緊急金錢援助安排。 

 

16.  在報告期內，駐成都辦繼續促進香港特區政府及四川政府之間的聯

繫，確保香港支援四川災後重建的資源用得其所。駐成都辦多次協助安排

香港各界人士到訪四川，讓他們瞭解災區情況及與四川當局溝通，包括行

政長官率領的代表團、立法會議員等。 

 

17.  駐成都辦協助特區政府聯繫四川政府，商討支援重建的協調機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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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項目。為了跟進有關工作，駐成都辦亦協助安排多次川港雙方會議及

實地考察，協助雙方盡快就特區參與援建工作的基本原則、援建項目清單

等事宜達成共識，使重建工作能順利展開。 

 

18.  駐成都辦亦協助有意於災區提供服務的香港非政府組織跟四川有

關政府單位聯絡，並且安排救援物資清關等事宜。 

 

工作展望 

 

19.   駐成都辦會繼續通過組織各種經貿、商貿活動，以及發佈港商關心

的最新資訊，以支持港資企業在服務區域內營運或開拓市場。在投資推廣

工作方面，駐成都辦將繼續在服務區域內推廣香港作為內地企業投資首選

之地。今後，駐成都辦將與內地有關組織加強溝通、組織或合辦大型活動，

致力促使內地企業加深認識香港的投資環境、相關政策及規例。駐成都辦

亦會繼續協助特區政府在物色、選擇及推展四川災後重建項目上與四川省

當局聯繫。 

 

 

 

 

駐成都經濟貿易辦事處 

二零零九年六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