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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立投資促進專署的建議 

新世紀論壇 ( 27-08-1999 ) 

 

1. 過去兩年，香港飽受經濟衰退衝擊，令社會敲響經濟增長與繁榮不是必然的

警號。香港現正面對愈來愈多挑戰的經濟環境。亞洲金融風暴給區內低成本及得

到充裕資金流入的發展優勢寫上句號。資訊科技革命急遽地改變了長期以來的商

業作法。香港作為中國通路的地位備受上海等內地城市挑戰，作為亞太區內著名

商業中樞的地位也面臨新加坡等城市的激烈競爭。面對這些發展，香港社會必須

作出堅定和慎重的回應。 

 

2. 為了迎接挑戰，香港必須更積極促進長遠的經濟增長。首先，目前來亞洲投

資的意慾普遍減弱，中國內地及鄰近東南亞地區皆極積拉攏新資金，因此，香港

必須更積極引進投資。其次，船務業、旅遊業和製造業等對香港未來整體就業和

經濟增長仍然十分重要，香港必須採取步驟加強此等傳統產業的發展。再者，衰

退現況清楚顯示，香港必須確認和利用本身具備成功潛力的新興產業機會，以擴

闊經濟基礎。 

 

3. 明顯地，要實現上述目標，政府角色舉足輕重。這不是說要政府干預市場，

相反是要它履行天職，提供所需基建、人力資源及其他支援項目，以營造有利於

投資和增長的環境。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經濟環境，政府採取更積極立場保持香

港競爭優勢愈形重要。 

 

4. 事實上，香港政府已開始採取主動，促進長遠的經濟增長。舉例說，興建迪

士尼樂園的談判正是政府同時吸引外資和促進香港傳統主要產業旅遊業的一

步。另一個例子是中藥港，其概念是要發展香港未有充分發展，但卻展現了相當

潛力的中醫藥。問題是，政府在這些項目上展現的努力都流於零散和曇花一現，

缺乏策略和組織。 

 

5. 政府促進投資未夠主動可見於三方面。第一，政府少有在國際宣揚香港是投

資資金的目的地。第二，一些由私營企業推動的大型項目涉及大型基建投資，政

府在土地政策和規劃方面自然有必要參與；而在決定對有關項目投入公共資源

前，政府必須先擬訂清晰策略，以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對香港整體發展所需

發揮最大效能，但政府現時正正在這範疇做得不夠。第三，即使政府現正嘗試採

取主動促進投資與增長，現有政府架構卻不足以支持對有關項目的周詳籌劃和執

行，最近的例子是數碼港，儘管該項目的目標和中心構想正確，但籌劃和執行過

程卻引起批評。 

 

6. 基於這些原因，新論壇認為，政府設立新機構以促進投資──尤其是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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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拍私營企業的大型投資項目──自有其迫切性。 

 

7. 因應需要，新論壇建議政府設立投資促進專署。專署應是一個在公務員架構

以外，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法定機構，它可對經濟發展的政策、策略和投資項

目的建議可直接呈交特首考慮和採納。大體而言，專署 

 

有兩項主要職能： 

引進投資到香港，尤其是針對跨國公司。要有效履行這項職能，專署必須有足夠

資源，以積極宣揚香港，游說潛在投資者，特別是那些對香港經濟有策略意義的

產業投資者。同樣重要的是，專署應為潛在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服務，為此專

署應有相關政府部門調派而來的官員，以盡量為潛在投資者排解疑難。 

就經濟長遠發展趨勢進行研究和分析，並根據研究分析制訂發展策略和特定投資

項目，這些項目很大程度上會由私營企業推動，但政府有需要在土地、其他資源

及政策支持方面參與其事。專署的建議和所提投資項目將直接呈交行政長官考慮

和採納；一經採納，有關建議和項目將由政府現有架構的行政部門落實執行，如

財政司轄下的部門。 

 

8. 投資促進專署是引進外資的主要管道，特別是吸引那些會令香港經濟及其作

為區內商業中樞地位獲益良多的跨國投資者。雖然香港現時設有不同的機構負責

促進不同的經濟產業，如貿易和旅遊業等，但卻沒有相應具備領導、組織和承擔

能力的機構負責促進投資。事實上，在外國傳媒對回歸後的香港不乏負面報道之

際，促進投資更形重要，但對比起鄰近地區，香港在這方面似乎落力不足。一個

例子是：香港專上學院林立，商業服務業內外專才雲集，對高等教育及培訓存在

顯著的市場需求；在這些條件下，香港顯然擁有成為區內教育和培訓中心的優

勢。不過，新加坡比香港早著先機，得到若干頂尖國際學術機構在當地設立分院

分校，成功之道實在於政府努力不懈的引進作業。相反，香港政府顯然缺乏類似

的招徠機制，令有意在港設立分部的外國機構不清楚應如何跟港府接洽，又或者

不知道所接觸的政府機構是否有洽商和談判的職權。因此，投資促進專署正好填

補港府在引進機制方面的空白，為香港營造出對投資者友好的環境。 

 

9. 投資促進專署另一職能是採取主動加強香港的傳統產業，以及透過認定和發

展新興產業來擴闊香港的經濟基礎。現時迪士尼樂園計劃和中藥港的構思正好作

為這兩個方面的範例。至於類似數碼港的計劃更可令專署發揮一體兩面的職能，

既可促進在香港相對新興的資訊科技工業發展，又可提高香港的傳統商業服務環

節的科技水平和生產力。雖然對迪士尼樂園、中藥港和數碼港等項目的細節還有

待了解，新論壇贊同政府的看法，即這些項目都具備充份潛力和開拓價值。不過，

鑑於這些大型項目涉及相當的公共資源和政策支持，政府應否開拓必須取決於有

深度、高水平的研究和策略籌劃，以對這些項目跟香港經濟未來發展和潛在需要

的關係作出全盤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研究和策略籌劃最終端賴政府內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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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有系統的取向，即對大型項目進行精密的確認、挑選和仔細籌劃的程序，新論

壇建議由投資促進專署統籌其事。 

 

10. 總括而言，投資促進專署有主要兩項職能：一是負責引進投資到香港的實質

工作，二是就政府夥拍私營企業的策略性投資項目進行研究、挑選和周詳籌劃的

工作，從而促進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專署對投資項目的周詳建議將直接呈交行政

長官考慮和採納；一經採納，有關建議將交由政府現有架構的行政部門落實執

行，如財政司轄下的部門。 

 

11. 投資促進專署的主管是投資促進專員，專員應對海內外經濟發展趨勢有深刻

認識，並有主持大型經濟項目的世界級水平研究能力，以及在國際商業社會間具

備廣有效的人脈關係。 

 

12. 為了確保專署和公務部門的緊密合作，專署應設立一個董事局，成員包括相

關政府決策局主管和熟悉全球化經濟發展的企業家和專家學者。這項架構安排將

有利於為專署所建議的投資項目凝聚共識，以及建議項目經採納後由公務部門的

暢順執行。 

 

(本文己刊載於 1999 年 10 月 6 日之《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