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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10 日立法會會議 
「全面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促進金融、經濟多元發展」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在 2023 年 5 月 1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李惟宏議員動議，

經吳傑莊議員修正的「全面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促進金融、經濟多

元發展」議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全文見附件。經諮詢相關政

策局，本文件旨在匯報議案相關內容的工作進度。 
 
 
最新進度 
 
強化資產及財富管理 
 
2. 我們於今年 3 月發表有關香港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的政策宣

言，就建立全球家族辦公室和資產擁有人的蓬勃生態圈，說明政策

立場和措施。我們一直積極推進政策宣言下的各項措施。具體而言，

我們於 2022 年 12 月向立法會提交《2022 年稅務（修訂）（家族投

資控權工具的稅務寬減）條例草案》，為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管

理的家族投資控權工具提供利得稅豁免，提升香港作為家族辦公室

樞紐的吸引力。條例草案於今年 5 月獲通過，稅務豁免安排將適用

於 2022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課稅年度。  
 
3. 投資推廣署於今年 6 月正式啟動家族辦公室服務提供者網絡，

集合各相關專業服務領域的團隊，以相互創造更多營商機會，並借

助業界的全球網絡向家族辦公室推廣香港的優勢及機遇。我們並會

在未來三年向投資推廣署增撥 1 億元，透過全球的宣傳推廣活動，

吸引更多家族辦公室來港落戶。 
 
離岸人民幣業務 
 
4. 債券市場方面，我們於今年 1 月制定《豁免利得稅（內地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發行的債務票據）令》，將豁免利得稅的優惠涵蓋

所有內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港發行的債務票據。該命令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生效，支持和便利內地地方政府在香港發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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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外，在今年 6 月初，我們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成功

發行了接近 60 億美元等值的綠色債券，當中包括 150 億元人民幣債

券，並首次推出 10 年期，有助延長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以及進

一步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選擇。 
 
6. 股票市場方面，「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於今年 6 月正式

推出，推動人民幣計價股票在港發行與交易。有 24 家上市公司的股

份已獲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指定為雙櫃台證券，

首日成交量約 1.63 億元人民幣。下一步，我們會繼續聯同監管機構

和港交所加緊籌備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以期早日落實有關措

施，為在港人民幣股票的發行和交易帶來新的催化劑。 
 
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7. 兩地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互換通）北向交易於今年 5 月

正式啓動，第一次將互聯互通安排擴展至衍生品領域。項目將與

「債券通」產生良好的協同效應，為持有內地債券的境外投資者提

供便捷及安全的渠道，通過兩地基礎設施機構的連接，交易內地利

率互換產品。開通首日，共有 27 家境外機構通過互換通達成在岸人

民幣利率互換合約交易，涉及名義總值超過 82 億人民幣。 
 
8. 我們與監管機構會繼續與內地按步推動各項互聯互通計劃的

擴容和優化安排，並與内地有關當局探索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元

化的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在港發行國債期貨，助力內地金融市場進

一步開放，同時促進香港作為風險管理中心的發展。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9. 除了發行政府綠色債券外（見上文第 5 段），我們一直致力

提升香港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的領先地位，支持金融體系邁

向碳中和。由相關政府政策局和金融監管機構組成的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督導小組），按照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

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簡稱 TCFD）

的建議，將要求相關行業須在 2025 年或之前披露相關氣候資料。今

年 6 月，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發布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該些準則根

據 TCFD 的建議制訂，旨在成為企業披露氣候及可持續發展相關資

訊的一套全球通用基準。督導小組對此表示歡迎，會考慮將本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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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要求與這個全球基準接軌。 
 
10. 另外，督導小組一直與業界及其他相關持份者保持接觸，

深入探討如何建立本地綠色分類框架，以銜接國際可持續金融平

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發表的共通綠色分

類目錄（Common Ground Taxonomy）為目標，為投資者和公司提

供具透明度的參考。就此，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委聘顧問

建立框架原型，並在今年 5 月發出討論文件，就框架的結構和核心

要素進行諮詢。 
 
11. 此外，隨著全新的國際碳市場 Core Climate 於 2022 年 10 月

推出，我們及港交所會與持份者繼續共同探索氣候相關機遇，積極

拓展碳交易生態圈，包括擴容產品服務及改善交易機制和基礎設施

並探索制訂適用於香港的相關標準，致力將香港發展為領先的國際

碳交易中心。 
 

12. 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於今年

6 月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委員會匯聚了來自金融、科技、學術、

專業服務等界別的業界翹楚和政府、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公營機構的

代表，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共謀如何推進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

更快、更大步的發展，並向全球展示香港在相關方面的優勢。 
 
虛擬資產及第三代互聯網（Web3）的應用 
 
13. 我們在 2022 年 10 月發表《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

言》，闡明政府的願景和政策原則，促進香港虛擬行業持續和負責

任的發展。業界對《政策宣言》反應正面。 
 
14. 規管方面，立法會於 2022 年 12 月通過《2022 年打擊洗錢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修訂）條例草案》，建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

發牌制度；該制度自今年 6 月起生效。另外，金管局於今年 1 月公

布有關規管「穩定幣」的公眾諮詢結果，並正擬訂規管框架於今年

作進一步的公眾諮詢。 
 
15. 市場發展方面，由 2022 年 11 月至今年 5 月底，投資推廣署

轄下的金融科技專責小組收到超過 100 家與虛擬資產相關的內地及

海外企業的查詢，表示有興趣落戶香港，當中包括虛擬資產交易所、

區塊鏈基礎建設企業、區塊鏈網絡安全企業、虛擬貨幣錢包及支付

企業，以及其他建設 Web3 生態圈的項目。我們並於今年 2 月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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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綠色債券計劃」下，應用區塊鏈技術進行發行代幣化綠色債券的

首項試點項目。 
 
16. 財政司司長於今年 6 月成立有關 Web3 發展的專責小組，成

員包括市場專家、相關政策局及金融監管機構，就第三代互聯網行

業的發展作出建議。 
 
金融科技 
 
17. 中國人民銀行和金管局於 2022 年合作推出「一站式」平台，

讓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就其跨境金融科技項目於香港及內地大灣區

城市同時進行測試，在新產品推出市場前預早獲得監管機構的反饋

和用戶意見， 加快推出金融科技產品的速度和減低開發成本。至今

已有兩間銀行在「一站式」平台完成測試，並正在籌備推出相關跨

境服務。 
 
18. 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與金管局開展數字人民幣跨境零售

支付合作。首階段技術測試已於 2020 年 12 月順利完成，並於 2022 
年 7 月開展第二階段技術測試，引入更多香港銀行參與並通過 「 轉
數快 」 為數字人民幣錢包增值，以便市民未來更便捷地使用數字人

民幣錢包。 
 
招商引資 
 
19. 招商引資是加強香港競爭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其中一

項重要工作。本屆政府非常重視招商引資的工作。行政長官在 2022
年《施政報告》公布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引進辦），由財政

司司長帶領，針對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金融科技、

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策略產業，專責引進世界各地高潛力和具

代表性的重點企業。 
 
20. 引進辦於 2022 年 12 月成立，並開始全面運作，積極接觸策

略產業的不同企業和組織。引進辦成立至今大約六個月，已和超過

150 間企業會面，當中不少是所屬產業的龍頭，以及擁有高端技術的

公司。引進辦和相關政策局正在評估由不同重點企業提交的發展計

劃書。 
 
21. 引進辦將根據目標企業名單繼續與不同重點企業接觸和洽談。

按目前預計，引進辦會在今年年底前接觸近 300 間重點企業。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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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辦已開始於不同的內地及海外市場進行推廣，加強宣傳香港各

項招商引資計劃，以及企業會感興趣的新措施、優勢和最新發展，

包括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發展計劃，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大

灣區）發展等。 
 
22. 12 個駐海外經貿辦的招商引才專組亦已於 2022 年 12 月成立，

並會繼續透過不同方式和管道（例如舉辦或參與不同類型活動、網

絡平台和社交媒體等），積極游說優質企業來港發展。 
 
23. 除了吸引重點企業以外，政府同樣重視其他行業的招商引資

工作。投資推廣署於今年首五個月已協助 186 間內地或海外企業在

本港成立或擴充業務，有關數字比去年同期增長 32%。這些企業涵

蓋各行各業，包括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財經及金融事務及家族

辦公室、金融科技、商業及專業服務和消費產品等。投資推廣署令

人鼓舞的成績反映香港對內地及海外企業充滿吸引力。 
 
24. 投資推廣署將繼續積極為有意來港開設或擴展業務的內地和

海外企業提供全面支援，並繼續加強全球投資推廣工作，向國際商

界積極說好香港故事。 
 
創科發展 
 
25. 國家於 2021 年 3 月發布的「十四五」規劃開篇奠定要發展

為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提出「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

的發展格局。「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創

科）中心，並首次把深港河套納入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充分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創科發展的堅定支持。香港會用好「一國兩制」

獨特優勢及雄厚科研實力，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繼續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26. 行政長官於 2022 年《施政報告》提出創科是激活香港經濟

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發展創科有助推動社會和經濟持續及多元

化發展，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升級轉型，提升香港競爭力及改善市民

生活質素。隨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創科及工業局）於 2022 年底

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藍圖》），為未來五至十年的

香港創科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引領香港實

現國際創科中心的願景。《藍圖》訂下四大推動香港創科發展方向。

當中，包括「完善創科生態圈，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透過

清晰的科技產業促進政策，重點推進具競爭優勢和策略意義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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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在港發展，聚焦例如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

進製造與新能源等產業的發展。 
 
27. 政府一直積極循多方面推動創科以及「新型工業化」發展，

主要措施包括： 
 
(一) 基建 — 包括全力落實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科園的建造工程及

「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發展、推展香港科學園第二期擴

建及數碼港第五期等； 
 
(二) 科研 — 包括成立「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透過研究

資助局支援大學進行科研、「創新及科技基金」下 17 個資助

計劃（如「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及「企業支援計劃」）、

預留資金推動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和推動人工智能和量子科

技等前沿科技領域的發展，以及推出「產學研 1+計劃」以推

動科研成果的轉化和產業發展； 
 
(三) 支援初創企業及科技投資 — 包括透過香港科技園公司及數碼

港的培育計畫、其轄下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及「數碼港

投資創業基金」，和「策略性創科基金」等支持初創企業，

以及「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協助企業設立智能生產線； 
 
(四) 人才 — 包括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資助計劃 （如「再

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以及

興建更多創新斗室，吸引創科人才來港及為他們提供（包括

住宿）的支援。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亦透過提供

先進的「新型工業化」技術和應用科技培訓，推動新興產業

發展同時亦協助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全面加速高質量經濟發

展； 
 

(五) 技術 — 生產力局一直透過協助中小企及初創企業將其意念和

設計轉化成產品原型和商業產品以推動「新型工業化」。生

產力局亦會繼續協助不同行業在香港設立智能生產線，並與

業界保持緊密聯繫；以及 
 

(六) 我們正全速進行招聘工業專員（創新及科技）的工作，以加

強統籌和督導「新型工業化」策略的制定和推動相關工作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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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8. 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貫徹《二十大報告》以及習近平主席

2022 年 7 月 1 日在港重要講話的精神，並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所訂定的發展方向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創科中心的地位，

推動不同產業的多元發展，同時為國家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

貢獻。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202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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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 5 月 10 日立法會會議 
 

李惟宏議員的 
「全面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促進金融、經濟多元發展」議案 

 
經吳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今年是全面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開局之年，在年初全國兩會上，國

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推動高質量發展，透過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推

動產業升級轉型、不斷壯大經濟實力，推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亦主張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為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香港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發

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本

會促請特區政府考慮以下建議： 
 
(一)  促進金融業多元化發展：積極開拓證券、商品期貨、貴金屬、

企業融資、基金、虛擬資產及創新領域等金融服務範疇，並進

一步豐富不同類別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以及讓外資、中資及本

地公司均能共同發展，並發揮中小企潛能；   
 
(二)  加速綠色金融發展：增加綠色債券、綠色基金，以及環境、社

會和管治(‘ESG’)相關的投資產品，並支持國家和粵港澳大

灣區(‘大灣區’)內綠色項目的投融資和認證，助力國家實現

綠色經濟轉型；   
 
(三)  促進科研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鼓勵業界運用科研產品和服務，

以提升創新科技在各行各業的應用場景，推動不同產業升級轉

型；   
 
(四)  制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藍圖：為新興產業訂下明確的發展

方向和長遠規劃，並從稅務優惠、專項資助、人才培訓以至上

市融資等多方面提供配套支援，以促進經濟多元發展；及   
 
(五)  加強與內地政府合作，促進大灣區的金融科技發展，同時推動

更多金融開放和創新的先行先試計劃，從而積極拓展金融科技

產品和服務的海外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