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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15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各界人士，按照胡錦濤主席關於「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的總要求，努力工作，香港在各方

面都取得了顯著進步。為此，我們甄選了15個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傑出行業及團體，通過對其在回歸以後所取

得的成就，來展現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落實以及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景象。

各行業 續創輝煌
十五載 成就驕人

傑出行業 齊創新天

18年
據2012年初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

報聯合發表2012年經濟自由度指數顯示，
香港連續18年當選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香港經濟自由度得分為89.9分，較去年上升
0.2分。

4100萬
2011年全年訪港旅客數字創歷史新高，

錄得共41,921,310人次，較2010年上升
16.4%。其中內地訪港旅客突破2800萬人次
大關，同比上升23.9%。

4881.79億
2011年通過港交所IPO的集資額達到

2589.13億港元，有101家新上市公司，包
括IPO及交易市場再融資在內的股本集資總
額達到4881.79億港元。權威金融數據商
dealogic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度港交所集
資總額繼續超過紐交所等交易所，蟬聯全
球各大交易所集資額冠軍。

3.3%
爆發於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海嘯是繼亞

洲金融風暴以及SARS之後，特區歷史上面
對的第三次重大衝擊。在特區政府的正確
領導、全體港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全港的
失業率一直被牢牢控制在6%以下。自2009
年8月後，全港失業率不斷降低，目前穩定
在3.3％上下。

3.7萬億和3.3萬億
2011年，香港的對外商品進口貿易總額

達到37645億港元，對外商品整體出口貿易
總額達到33372億港元，均創造歷史新高。

1.8萬億
走出全球性金融海嘯的香港，在2011年

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18966億港元，歷史上
首次突破1.8萬億港元大關。8.9%的年增長
率也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第二高。

數 字 香 港

經 濟 穩 步 發 展 鞏 固 六 大 產 業
特區成立15年以來，先後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SARS和國際金融海嘯的衝

擊。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港市民的齊心協力之下，香港不僅抵禦各次
危機的影響，還實現了經濟的平穩發展，並被公認為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和
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
金融服務、貿易、物流、旅遊和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經濟的

支柱行業。這四個主要行業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並且創造就業，是香港經濟動力

所在。回歸以來，上述四個行業繼續穩步發展，香港國際貿易、金融、旅遊和服務
業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除傳統主要行業之外，2009至2010年政府施
政報告還確認六項在香港享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產業、教育
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以及環保產業。最新數據顯示，該六項優
勢產業在2010年為香港經濟帶來1,438億港元的增加價值，共僱用逾40萬人，整體
而言增長較快，意味㠥這些產業享有明顯優勢及具備潛力作進一步發展。

加 強 社 會 保 障 民 生 獲 得 改 善
回歸十五年來，香港在民生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香港人口增加了60萬人，達

到710萬人。除了經濟增長較快，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人均收入、就業、教育、
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也有了較大的改善。截至2011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
到了26.8萬港元，上升了27.6%。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男性達到80.5歲，女性達到
86.7歲，分別較1997年時上升了3.3歲和3.5歲。接受專上教育的人數從2006年的21.8
萬人增加到2011年底的29.8萬人。專上教育學校數目上升至35所，其中授予學位的
學校達到15所。十五歲及以上人口未受教育或受學前教育的比例下降了0.8個百分

點至5.1%。社會保障方面，綜援計劃發放個案數目有所下降，所發款項卻有所上
升。公共福利金計劃中的傷殘津貼的發放總額五年間增加了近10億港元，高齡津貼
總額增加了近27億港元。
近年來，特區政府實施最低工資，增加社會保障，改善醫療服務，推出了新的就

業交通補貼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候任特首也將「切實改善民生」作為施政三大目的
之一。中央政府一直以來也十分關注香港的民生問題，歷次推出的惠港措施中，民
生方面內容都佔據㠥相當的分量。

銀行業 皮革工業 房地產

綜合集團商會青年團體

慈善團體 建造業

時裝零售業電訊業 上市公司社團 運輸物流

遵 循 一 國 兩 制 促 進 經 貿 交 流
香港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不斷深化，促進兩地合作的一系列制度框架已

基本確立，兩地在投資貿易、金融合作、區域發展、人員往來，以及科技文化交流
等方面的聯繫更加密切，持續推進。透過2003年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和2004年簽署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遵循「一國兩制」的
方針，順應雙方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促進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香港和內地

逐步實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繁榮。去年8月，中央出台36項支持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的36條政策措施，意在進一步加強兩地合作，鞏固香港的繁榮與穩定。

在對外交往方面，香港的空間不斷擴大，國際影響不斷增強。在人心回歸方
面，「一國兩制」已深入人心，愛國愛港成為社會主流價值，香港同胞的國家
和民族認同感日益增強，對國家和香港的前景充滿信心。

香港理工大學是
本地大學北上交流
和辦學的先行者，
多年來與內地大學
及機構緊密合作，
推動香港及內地的
教育科研發展。

國家開發銀行作為
國家對外投融資主力
銀行，以服務國家戰
略為己任，依托國開
行大額中長期融資優
勢，提供有利的融資
保障。

中港國際集團蜚
聲業界，為國內外
眾多著名品牌提供
優質原料，是名符
其實的「名牌後
盾」，是中國製革
行業高品質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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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香港四洲集團在

香港回歸15年來，
緊抓機遇，不斷進
取，在香港以及內
地的食品業務發展
都取得很大成就，
為香港著名企業。

上海豪都在房地
產行業獨領風騷的
同時，不遺餘力地
為慈善事業貢獻自
己的力量。

百仁基金是由香
港一群熱心的年輕
人所組成的公益隊
伍，對不同的慈善
項目提供人力和資
金運作支援，宣揚
仁愛精神。

在香港扎根45年
的金城營造，多年
來不斷為港興建各
類重要設施，憑藉
其豐富的經驗與創
造力，實現構建美
好香港的重任。

晉江同鄉會辛勤
耕耘、同心同德、
守望相助，積極參
與社會各項事務，
廣泛凝聚鄉親，促
進家鄉發展，成就
有目共睹。

中國電信深受全
港市民和各界的讚
許，為走向海外的
內地企業及全球跨
境中國的企業，提
供定製化的產品與
服務。

香港菁英會為點
燃香港年輕一代愛
國愛港熱情和激情
的「烽火台」，發
揮學員潛能，是團
結香港青年精英的
「舞台」。

粵港汽車是全國
第一家經粵港兩地
政府批准成立的機
構，開創了香港與
內地公路跨境直通
客、貨運輸的先
河。

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致力服務社
會，維護公眾利
益，一切活動與服
務均以香港福祉為
依歸，促進國際間
的了解與合作。

北京控股有限公
司在促進香港經濟
繁榮與穩定，發揮
境外融資平台功
能，在推動京港經
濟合作與交流上，
發揮積極作用。

鱷魚恤為促進香
港經濟發展不遺餘
力作出貢獻，也伴
隨㠥香港見證香港
成衣業和社會的不
斷變化，寫下一篇
篇光輝篇章。

香港華潤集團在
多元化管理和開放
式文化的熏陶中，
以創新的思維和勇
氣，參與且開拓了
香港回歸十五年的
輝煌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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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㜫內容：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系列——傑出行業共創繁榮新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