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今年7月将庆祝成立25
周年,对国家和特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值
得纪念的大日子。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启动礼,
预告超过100项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除了在香港
外,特区政府亦会在国家不同省市、海外城市举办各
类庆祝活动,和大家一同回顾香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
纪所经历的不平凡历程和多方面努力的成果,同时展
现香港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和中央政府一如既往
地坚定支持下,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接新机
遇,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筑牢“一国两制”基础

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
“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
折,为推进依法治港、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打下了坚实基础。香港重回“一国两制”正轨,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中央大力支
持和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建设的大量机遇,正是砥
砺前行、奋发有为的时候。

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坚持以“一国”为本、
“一国”为根的原则,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完善
维护国家安全应有的法律制度以及执行机制和符合特
区宪制秩序的选举制度。同时,“两制”维护了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国际海运及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

香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及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国家发展大局中,除了4个传统中心——国
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亚太区国际法律
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以外,也会着力发展4个新兴领
域,将香港发展成为创新科技中心、航空枢纽、中外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以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

中央政府支持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互
联互通,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作用,同时支持香港发展为大
湾区的绿色金融中心,推动金融服务向高端高增值
方向发展。

截至2021年12月底,“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北
向平均每日成交额约1201亿元人民币,较年初上升
32%。同期,债券通“北向通”的平均每日成交额上
升34%至266亿元人民币,反映国际投资者持续通
过香港投资内地金融市场。

2021年9月开通的“跨境理财通”是为大湾区
11个城市而设的投资机制,允许香港及澳门居民通
过粤港澳大湾区的银行体系,投资在岸理财产品,而
广东省内9市的居民亦可通过当地机构投资港澳的
理财产品。

香港正在与广州期货交易所开展合作,共同支持
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将香港打造成区内绿色和可持续
金融枢纽。

同时,两地交易所已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及

2021年2月把在香港上市但仍未有收入或盈利的
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内地科创板股票,在符合特定条
件下纳入“互联互通”的选股范围。香港现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

香港一直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更是区域中转枢
纽,2020年吞吐量约1800万标箱,而目前每星期约
有270班国际货柜班轮前往全球近600个目的地。
香港有近900家与船务相关的公司,提供优质高增
值海运服务。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和莲塘/
香园围口岸三项重大跨境基建相继落成,有助香港
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大格局,促进香港
与内地及澳门特区的人流和物流。

香港凭借其覆盖面广的国际化航线和空运枢
纽等优势,加上兴建中的高端物流中心和专业物流
管理技术（例如冷链管理）,可配合生产链向高价货
物转型,并透过加快推动大湾区物流信息的互联互
通以促进大湾区内水陆空多式联运和高增值物流
的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单独的关税地区,一直
维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不征收关税,让资金、人
才、信息、货物自由进出。2020年香港商品贸易总
额达81973亿港元（约72878亿元人民币）,是全球
第六大商品贸易中心。

香港已与20个经济体签订8份自由贸易协定,
与31个海外经济体签订22份投资协定,为香港企业
及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和更优惠的准入条件。

2021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数目
逾9000间,香港的初创企业数目亦增加至约4000
间,两项数字均创新高。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香港会把握
“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建设双引擎,积极成为国内
大循环的参与者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

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法治和司法独立在香港受“基本法”保障。香港
是全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香港普通法与世

界主要经济体的法律同属一系,与国际商业交易规则
相接轨。

香港拥有大量精通多种语言的法律及争议解决
人才,具备成熟和稳健的法律制度和基建。在“2021
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中,香港获评为全球最受欢迎
仲裁地点的第三名。

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在2021年宣布成立
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大力
推广国际商事仲裁并为国际仲裁的进行提供基础设
施,为发展和推广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
枢纽立下里程碑。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特区政府正在全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成果渐
现。香港在2021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位居亚洲
之首、世界第二,当中科技方面的表现为世界第一。

香港科研实力雄厚,5所大学跻身全球百强,2
所医学院位居全球前50名。香港虽为弹丸之地,却
拥有多位世界知名的学者，以及孕育出多间独角兽
企业。

香港正发展成为环球科研合作中心。旗舰项目
“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已成功吸引30多间世
界知名的院校和科研机构与本地大学合作成立28
所研发实验室,聚焦于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科技。

为更好贡献国家,发挥香港优势,特区政府将在落
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设立“InnoLife生
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

新田科技城将提供约240公顷土地用作创科发
展,联同深圳科创园区组成占地约540公顷的河套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港两地政府去年已推出联
合政策包,提供便利人流、科研资源流动及开设业务
等方面的支持措施。香港科技园公司亦将在香港科
学园深圳分园设立“大湾区创科飞跃学院”及“大湾
区创科快线”。各项举措将深化深港合作,实现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国际航空枢纽

香港位处亚洲要冲,4 小时飞行航程可达亚
太区主要市场,5 小时飞行航程范围更覆盖全球
逾半人口。香港国际机场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国
际货运机场,于 2019 年已是全球第四繁忙的国
际客运机场,约 120 家航空公司在香港营运航
线,往来全球超过200个航点,包括约 40个内地
航点。

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将于今年稍后启用,而整
个第三跑道系统预计于2024年完成。扩建后的机
场于2035年起将能够达到每年处理1.2亿人次旅
客和1000万吨货物的目标。

预计于今年落成的“多式联运中转客运大楼”将
便利来自澳门及内地的旅客使用香港国际机场的中
转服务。

香港国际机场与大湾区之间的“海空货物联
运”已在香港和东莞间试运,以确立整套操作流
程,日后会继续积极发展,以扩大香港国际机场的
腹地。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香港中西文化荟萃,汇聚国际人才,极具国际大
都会的独特魅力。

香港在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及艺术盛事方面经验
丰富,如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法国五月艺术
节和中国戏曲节等,而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更是国
际艺坛盛事。

香港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品拍卖市场,仅次于纽
约。佳士得、苏富比等顶级拍卖行,高古轩、白立方等
国际画廊均落户香港。

西九文化区是香港独特中西合璧文化特色的写
照。西九文化区是全球最大型的文化项目之一,戏曲
中心和亚洲首家全球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M+均坐
落于此。

另一旗舰项目——将于今年7月揭幕的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展出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
物瑰宝,是全球唯一在北京以外永久展出国家文物
的博物馆。

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香港具备稳健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
法律及司法制度以及高度发展的服务业。根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21 年全
球竞争力报告”,香港在知识产权的评分全球排
名第七。

香港会深化与内地和澳门相关知识产权部门就
大湾区及以外地区在知识产权贸易、保护、管理和商
品化方面的协作,协助内地及香港企业打进国际市
场,同时亦便利海外投资者开拓内地,包括大湾区的
商机。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构建新发展格
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早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要求,今年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并提出“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这是国家对本年经济工作的要求,也是香
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动经济加快复
苏的机会。香港当用好中央的支持,抓好国家
新发展格局的机遇,为特区谋求发展,为国家作
出贡献。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和香港市民的一起
努力,香港正迎来良政善治的好开始、提速发展
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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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香港和内地的庆祝活动,可浏览为庆祝特区成立二十五周年而设的专题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