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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大新銀行大灣區行業發展指數 2024》 

多維度科學化評估大灣區 11 城市 助決策者把握新機遇 

香港領跑三大行業 展現強勁實力 

【2024 年 11 月 5 日，香港】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及大新銀行今日聯合發布《團

結香港基金–大新銀行大灣區行業發展指數 2024》（下稱《指數》）。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國家重點發展策略，區內城市差異化發展、優勢互補，造就

多元產業並成為國際人才及資金的匯聚地。因此，大灣區發展及行業情況備受矚目，

對有意在此尋求市場機遇的企業來說有著重大意義。《指數》透過多維度、科學化的

評估，全面剖析大灣區「9+2」城市在六個重點行業——金融服務、創新及科技、貿

易及物流、製造、建造及房地產、文化體育及旅遊的表現，為政策制定者、企業及研

究機構提供重要參考，包括為區內城市，提出優勢互補的建議。 

是次《指數》結合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兩個方法，並分析逾 130 個指標，超過 1,400

個數據點，訪問逾 3,000 間大灣區企業，綜合不同數據，提出多元化參考資訊。 

首年推出的《指數》具備多個亮點，其中最值得關注的為：香港在三大行業居首，在

區內仍具龍頭優勢；區內 11 個城市各有優勢，具備高度互補性；信心指數提升，顯

示區內企業對市場來年發展態度樂觀。 

香港領跑三大行業 展現強勁實力 

《指數》顯示，香港在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文化體育及旅遊三個行業均位居榜

首，展現出顯著的城市優勢。《指數》以 100 作為滿分基準，調研 11 個城市在 6 個

行業的發展情況。 

1）金融服務方面，香港憑藉其高度國際化的宏觀環境、成熟的人才培育體系以及與

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政策支持，以 82.6 的綜合得分領先。

2）貿易及物流方面，香港以 83.0 分位列第一。作為自由貿易港以及中國唯一奉行普

通法的地區，香港不僅擁有廣泛的國際網絡和高效的空運能力，在國際貿易仲裁方面

同樣具備優勢。



  

3）文化體育及旅遊方面，香港以 79.4 分的綜合得分領先，包括港府致力保護、傳承

和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另外，在體育方面，2024 年，香港已舉行及計劃舉行的大

型賽事數量逾 40 次大型賽事，而香港分別在「人文資源」、「經濟貢獻」和「政策

支持」三項維度位居第一，反映香港具備優勢。 

其他三個行業，深圳在創新及科技業中排名第一（84.2 分），主要由於其對研究開

發的巨大投入，以及擁有完善的科創產業鏈，包括截至 2024 年，深圳共有 34 家科

技獨角獸企業，屬大灣區之最；在製造業方面，深圳（83.9 分）同樣位居榜首，主

要得益於其「現代製造業」表現突出，尤其在信息通信設備、芯片製造等細分行業中

表現突出；建造及房地產業中，包括「商鋪市場」發展，以及政策調控放寬等政策措

施，都讓廣州（80.0 分）位列第一。 

大灣區互補優勢顯著 協同效應助經濟增長 

《指數》透過對各項指標的綜合分析，反映大灣區 11 個城市間的優勢互補與協同發

展，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其中，港深穗在多個行業展現獨特優勢，強強聯手

協同發展。 

在貿易及物流業，香港、廣州和深圳分別作為大灣區的國際航空樞紐、內貿海運中心

及國際海運中心，定位互補，共同推動區域貿易及物流業的快速發展。 

製造業與創新科技方面，港深穗三地更呈現出全產業鏈互補的緊密合作關係。香港擁

有龐大的科研人才資源，深圳則具備完整的科研專利，中山、佛山、廣州、深圳 4 市

設有「燈塔工廠」，而香港的高質量質檢技術服務為製造業下游發展提供強大支持。 

信心指數展望：市場對來年整體表現更有信心 

《指數》參考國際機構的做法，對行業信心進行評估。調查數據顯示，大灣區普遍行

業對於未來的信心指數均趨向樂觀，而市場對來年的整體經濟表現亦持有更加積極的

預期。六個行業中，又以金融服務業和文化體育及旅遊業的信心指數未來值最高，顯

著高於其他行業。 

堅守「一國兩制」優勢 推動區內城市互補共贏 

基金會總裁李正儀博士對是次與大新銀行的合作，以及其給予基金會的支持，表示感

謝。李博士指出，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重要一員，又是中國的國際城市，在「一國兩

制」的基礎上，實行普通法，秉承國際專業水準，應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擔任獨



  

特角色。在大灣區規劃綱要公佈 5 周年之際，香港要開拓新領域，與大灣區其他城市

實現優勢互補，以新質生產力驅動產業變革，產生協同效應。 

提供指標性參考 助投資營商 推動金融經濟融合 

大新銀行副主席、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王祖興先生表示，作為一家植根香港、面向

大灣區的本地銀行，大新銀行向來積極參與區內經濟發展，致力支持商界及中小企業

把握跨境商機。王先生指出，大新銀行很榮幸贊助團結香港基金推出行業發展指數，

期望能為商界及各方提供具指標性的參考資訊，助力明智投資及營商決策，並推動區

內經濟及金融市場進一步融合發展。展望未來，大新銀行將繼續運用「三地四平台」

策略，靈活整合粵港澳的金融資源，為客戶提供卓越的銀行服務。 

《指數》覆蓋大灣區六個重點行業 提供全方位資訊 

基金會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聯席主管水志偉表示，《指數》作為首個全覆蓋大灣

區六個重點行業、首個多維度評估區內 11 個城市的綜合性指數，通過超過 130 個指

標、1,400 個數據點及對逾 3,000 家企業的調研，所有建議均是取自實質宏觀數據及

訪問調研信息，並以多元化的角度為決策者提供客觀的資訊，目標為區內城市提供全

面有價值的合作互補參考資訊。 

關於團結香港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是由全國政協前副主席兼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於 2014年 11

月創立，並擔任榮譽主席的非政府、非牟利機構。基金會矢志匯聚新思維和新視野，

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為香港的繁榮安定與持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基金會轄下

有三個營運組織：公共政策研究院，進行政策研究和倡議，發揮智庫功能；中國文化

研究院，弘揚中國文化，並細說當代中國發展；以及香港地方志中心，記錄社會變

遷，梳理歷史脈絡，存史育人。 

關於大新銀行 

大新銀行有限公司（「大新銀行」）為香港上市公司大新銀行集團有限公司

（HKG:2356）旗下全資附屬銀行。大新銀行植根香港逾 75 年，一直憑著「以人為

本」的精神為客戶提供優質銀行產品及服務，並不斷推動「同步 更進步」的品牌理

念，與香港、大灣區至更廣泛地區的客戶共同成長。憑藉多年的銀行業務經驗及穩固

基礎，大新銀行業務範疇覆蓋零售銀行、私人銀行以至商業及企業銀行等專業服務。



  

近年大新銀行更積極投資於銀行產品及服務數碼化，與香港智慧銀行發展和推動金融

普及的趨勢同步前進。  

除上述香港銀行業務外，大新銀行亦全資擁有大新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澳門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基財務有限公司（OK Finance），並為重慶銀行策略性股

東，持股量約 13%。大新銀行及其附屬公司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共有 64 個業務

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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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按此下載） 

大合照：（左至右）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蕭逸駒先生、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

策略師温嘉煒先生、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王祖興先生、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李正儀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莊太量教授、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聯席主管水志偉先生、團結香港

基金研究員麥穎聰先生。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M7eufiDGyci4RduYTK--A0b6KjQZiOe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李正儀博士指出,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重要一員，又是中國的國際城

市，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實行普通法，秉承國際專業水準,應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擔任獨特角色。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王祖興先生表示，大新銀行很榮幸

贊助團結香港基金推出行業發展指數,期望能為商界及各方提供具指標性的參考資訊,

助力明智投資及營商決策,並推動區內經濟及金融市場進一步融合發展。 

  



  

 

基金會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聯席主管水志偉表示,《指數》作為首個全覆蓋大灣

區六個重點行業、並首個以多維度評估區內 11 個城市的綜合性指數。數據來自粵港

澳三地的不同數據庫及業界的訪問調研,並以多元化的角度為決策者提供客觀的資訊,

目標為區內城市提供全面有價值的合作互補參考資訊。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蕭逸駒先生，根據一些中央政策的出台，例如中國人民銀

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多個部門發布的綠色金融指導意見，大灣區被視為核心

發展區域。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麥穎聰先生指出，大灣區六個重點行業大部分都在過去一年都錄

得增長，當中以文化體育及旅遊業增長最快。 



  

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嘉煒先生表示，香港作為國際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對於幫助中國內地的企業走出去，或助外資企業進入內地，仍然是個橋頭堡。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教授指，未來可以擴大高

增值服務業在大灣區偏遠城市的發展，令大灣區的發展更平衡、更持久。 

  



  

 

座談環節（左至右）主持：團結香港基金總裁李正儀博士；座談環節嘉賓：大新金融

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嘉煒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

所長莊太量教授及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聯席主管水志偉先生，一同

討論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