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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日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及「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正式成立

制度化港台交流平台

• 台方對口：
「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

• 兩地官員可以適當的身分，交流
和討論公共政策

• 台方對口：
「策進會」下之「經濟合作委員會」

• 推動兩地商貿合作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榮譽主席：財政司司長 主席：李業廣

常務副主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副主席：六名局長、「商合會」主席、

「文合會」召集人
理事：相關政策局的常秘、副局長及部門首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作秘書處）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劉德勳出任董事長

副董事長為「陸委會」副主任委員
董事包括相關「部會」次長及

民間業界代表

（「陸委會」港澳處作秘書處）

香港—台灣商貿合作
委員會

李大壯主席
成員為商界不同

界別代表

(香港貿易發展局作秘書處)

港台文化合作
委員會

毛俊輝召集人
成員為文創界不同

界別代表

(民政事務局作秘書處)

經濟合作委員會
許勝雄召集人

成員為商界不同
界別代表

(「陸委會」港澳處作秘書處)

文化合作委員會
羅智成召集人

成員為文創界不同
界別代表

(「陸委會」港澳處作秘書處)

架構

港台交往重要成果

（一） 互設辦事處：「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
處」於2011年12月在台北開始運作。台灣在港的「
中華旅行社」2011年7月亦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

（二） 旅遊入境便利：從2012年9月起，台灣
民眾可自行在網上免費預辦入境香港登記。

就「協進會」及「策進會」的工作，兩會平台自成立至今已取得相當成果，包括：

（三） 促進簽署協議：(1) 航空運輸協議，增加來往港台的客運和貨運班次、航點和貨運
量；(2) 銀行業監理合作備忘錄，強化港台跨境銀行監理合作；(3) 出口信用保險機構合作備
忘錄，加強業務交流，幫助兩地企業做好風險管理；(4) 學歷評審機構合作備忘錄，加強相互
了解及推動兩地高等教育評審的發展。



港台交往重要成果

（四） 關稅優惠：港方簡化「ECFA下經香港中轉貨物便利通關計劃」的流程及減免相
關費用，進一步利便業界透過香港運送貨物得到兩岸的關稅優惠。

（五） 文化藝術：港方2012年及2013年在台北舉辦「香港週」，以一系列文藝節目
向台灣民眾介紹香港融會中西的特色文化。

（六） 城市管理：同意推動環保及文物保育方面的交流合作。2013年6月在台北合辦
「香港—台北城市交流論壇」，邀得雙方多名高層官員、專家學者和業界代表就以上兩項
議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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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交往重要成果

（七） 執法人員交流：雙方警務、廉政、入境、海關及懲教部門建立了交流合作聯絡
窗口。

（八） 支援民間互動：從2010年「協進會」成立至今共資助近20個非牟利民間團體，
舉辦36項促進港台文化交流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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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進會」未來工作目標

「協」、「策」 兩會將於今年召開第五次聯席會議，兩會
亦正努力繼續在不同合作範疇爭取實質成果，包括：

- 保險業監管合作
- 檢測及驗證產業合作
- 公共衞生及食物安全建立恆常通報機制

「商合會」一向肩負促進兩地商貿合作的推手，鼓勵港台企業之互
動，締造合作商機。

2013年「商合會」工作總結

2013年，「商合會」積極
推廣及鼓勵港台企業在不
同行業的合作，組織了多
項針對金融、物流、電子
商貿及美酒等行業的交流
活動，促進兩地在人流、
物流、資金流三大範疇的
合作。

人流
物流

資金流



2013年「商合會」工作總結

年內「商合會」繼續傳遞了普遍香港工商界對港台更緊密合作的意見及
期望，包括 :

• 港台政府能盡早就兩地訂立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展開具體磋商

• 促進投資便利化，期望台方對在港陸資企業之投資限制降低

• 就有關香港與台灣航空市場發展向港府提交了建議書， 期望推動港台
雙方在航空客貨運上的更緊密合作

2013年9月
年度會議及經貿論壇 (一)

「商合會」與「經合會」在香港舉行年度會議，並舉辦「2013港台經貿
論壇-兩岸四地旅遊業高峰會」。



「商合會」與「經合會」在香港舉行年度會議，並舉辦「2013港台經貿
論壇-兩岸四地旅遊業高峰會」。

2013年9月
年度會議及經貿論壇 (二)

2013年11月
台灣物流及美酒代表團

「台灣商業總會」再度組織物流及美酒業代表團訪港，「商合會」安排參訪
香港最新航空設施及設交流晚宴，令代表團對香港作為區域物流樞紐的角色
有更深入了解，並促進兩地業界交流互動。



2014年1月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紀珠博士歡迎晚宴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紀珠訪港，擔任「亞洲金融論壇」演講嘉賓
，「商合會」特設歡迎晚宴，讓港台兩地金融業界代表探討如何加強合作，
創造兩地互利雙贏。

成功例子:
《有關香港與台灣航空市場發展建議書》

為了向政府反映業界意見，「商合會」向政府提交了《有關香港與台灣
航空市場發展建議書》，希望向有關當局傳遞航空業界的殷切期望，以
促進兩地在人流及物流合作的長遠發展。建議內容包括:

• 取消香港與台灣之間航空客運及貨
運的運力限制

• 開通台北松山機場和香港之間的對
飛航班

• 允許香港、台灣和內地的航空公司
分別營運連接台灣和內地、香港和
內地、香港和台灣的直航航線



「商合會」其他活動（一）

2013年4月 第三屆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

2013年10月 「港台攜手打造經貿新契機」論壇

「商合會」其他活動（二）

2013年11月 台灣商業社群聯誼酒會

2013年12月 香港總商會「第十九屆香港商業高峰會」



「商合會」其他活動（三）

2014年1月 拜會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張志軍

及副主任陳元豐

2014年3月 拜會桃園縣縣長吳志揚

2013年12月 拜會新北市市長朱立倫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一)人流

過去四年，兩地的貿易總額保持穩定，由2010年的貿易總額377億美元，
到2013年的貿易總額達435億美元。

人流交往方面， 2013年台灣訪港旅客超過210萬人次，是訪港旅客的第
二大客源。

自「個人遊」計劃於2003年７月實施後，過去十年內地訪港旅客屢創新
高，2013年內地訪港旅客人次逾4,074萬人次，較2012年上升16.7%，
佔整體訪港旅客超過70%。

「商合會」將繼續致力推動兩岸四地的人流互通。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一)人流

「中國旅遊研究院」的最新數據顯示，預計
2013年中國內地出境旅遊人數9,430萬人次，
同比增長15%，出境旅遊花費1,176億美元，
同比增長20%。

兩岸四地發展大中華經濟生活圈的國際旅客市場

按此推算，至2020年，中國內地出境旅客人
次可望超過1億人次；而根據現時赴港旅客佔
中國內地出境旅客人次的比例預測，至2020
年中國內地訪港旅客更可達7,500萬。

兩岸四地討論如何建構相關制度，建立完整的產業鏈，提供更完善
的旅遊服務，共同合作發展大中華經濟生活圈的國際旅客市場。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二)物流

航運方面，現時香港國際機場有兩條跑道，全日
24小時運作。

在2013年，機場處理了旅客超過5,990萬人次及
貨物超過412萬公噸。

現時逾100家航空公司，往來香港與全球逾180個
航點，包括44個內地城市。此外，每周亦平均有
約500架次不定期的客運和貨運航機來往香港。

香港一直以來奉行自由企業和自由貿易的經濟政策，不設進口關稅，
吸引很多國際企業利用香港的平台。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二)物流

2013年全年的港口貨物吞吐量為27,610萬公噸
，當中抵港及離港港口貨物分別為16,230萬公
噸及11,380萬公噸 ; 而經海運及河運貨物分別
為18,420萬公噸及9,180萬公噸。

在抵港港口貨物中，裝貨地區為台灣的共有
813.3萬公噸；而離港港口貨物中，卸貨地區為
台灣的共有394.6萬公噸。

香港依然是中國內地最重要的轉口港。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2013年，
62%的轉口貨物原產地為內地，而55%則以內地為目的地。據中國海關
統計，香港是中國內地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貿易夥伴，2013年佔貿易總
額的9.6%，由此可見香港作為轉口港的重要性。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二)物流

在貨櫃方面，2013年香港的港口處理了2,240萬標
準貨櫃單位的貨櫃，海運及河運載貨貨櫃為１,440
萬標準貨櫃單位及490萬標準貨櫃單位。

在抵港載貨貸櫃中，裝貨地區為台灣的共有56.6萬
標準貨櫃單位的貨櫃;而離港載貨貸櫃中，卸貨地區
為台灣的共有35萬標準貨櫃單位的貨櫃。

抵港船次方面，2013年抵港遠洋輪船船次為29,920
船次，為41,450萬淨註冊噸。抵港內河船船次約
157, 630船次，為10,970萬淨註冊噸。按船旗劃分
來自台灣的抵港船次為630船次，為544.6萬淨註冊
噸。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二)物流

港珠澳大橋於2009 年12 月動工， 整項工程預計在2016 年完成，將進
一步推動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藉著大橋的連繫，珠三角西部會落入香港方圓3小時車程可達的範圍內
，這可令珠三角西部更能吸引外來投資，有助其改善工業結構。同時，
香港亦會受惠於這片新的經濟腹地，珠三角西部人力和土地資源充裕，
能為港商提供大量拓展內地業務的良機。

香港與台灣物流業更應合作把握此契機，著眼把餅做大，拓展商機。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三)資金流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
一，亦是重要的國際金融及銀行
中心和離岸人民幣市場。

截至2013年底，香港是亞洲第二
大和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共有
1,643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總市值31,010億美元 (折合
240,428億港元)，在香港進行首
次公開招股的集資總額達165億
美元，全球排名第二。當中有28
家台灣企業在港上市，市值約港
幣4,400億。



香港也是亞洲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在在2013年底管理的基金總額約佔
整個地區19%。

2013年台灣核准了376個、總值3.7億美元來自香港公司的投資項目。另
一方面，台灣亦核准了42個、總值3.1億美元台商到香港的投資項目。

面對日益開放的內地金融市場，港台金融業應加強彼此合作，拓展
投資商機。

「商合會」未來工作目標
(三)資金流

「商合會」14/15工作計劃

年度會議
• 暫定於2014年9月中下旬在台灣舉行

其他活動
• 利用「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2014年11月18-19日)為兩地物流業界

提供定期對話的機會
• 利用「亞洲金融論壇」(2015年1月19-20日)的平台讓兩地業界研究最

新的金融合作議題



香港秘書處: 
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38樓

電話: (852) 1830 668
傳真: (852) 2824 0249

電郵: hktwbcc@hktdc.org
網站: www.hktdc.com/hktwb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