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二零一三年度進一步開放措施

引言

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 (《安排》 )下，進一步加強兩地經貿合作和交流的

最新情況，詳情見下文。

背景  

2 . 內地與香港在二零零三年簽訂《安排》。其後雙方根據

《安排》第三條，多次增加和充實《安排》的內容，於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一二年間，先後簽訂《安排》的九份補充協議，擴大市場開

放及進一步便利貿易和投資，以促進兩地經貿合作和持續發展。 

3 . 我們與中央人民政府就進一步增加和充實《安排》的內

容早前展開磋商，並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簽署《安排》

的《補充協議十》。協議文本可參閱工業貿易署有關《安排》的網

頁 

[ h t tp : / /www. t i d . gov .hk / t c_ch i / c epa / l ega l t ex t / c epa_ l ega l t ex t . h tm l ]。

詳情

《〈安排〉補充協議十》 

4 . 《補充協議十》共有 73 項服務貿易開放和便利貿易投資

的措施，當中包括  65 項服務貿易開放措施，以及  8 項加強兩地金

融合作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施。

服務領域開放措施

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legaltext/cepa_legaltext.html]。


 

 

 

 

  

 

  

 

  

 

 

 

  

 

  

5 . 在法律、建築、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房地產、市場調

研、技術檢驗和分析、人員提供與安排、建築物清潔、攝影、印刷、

會展、筆譯和口譯、電信、視聽、分銷、環境、銀行、證券、醫院

服務、社會服務、旅遊、文娛、體育、海運、航空運輸、公路運輸、

貨代、商標代理等 28 個領域，在《安排》及之前的補充協議下已

經局部對香港開放，《補充協議十》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條件；此

外，並新增複製和殯葬設施的開放措施。主要措施簡述如下  : 

A. 法律  —允許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廣東省律師事務所以協

議方式，由廣東省律師事務所向香港律師事務所駐粵代

表機構派駐內地律師擔任內地法律顧問。 

B. 銀行  —香港的銀行在內地的營業性機構，經批准經營

港資企業人民幣業務時，服務對象可包括依規定被認定

為視同香港投資者的第三地投資者在內地設立的企業。 

C. 證券  —允許港資證券公司申請 QFII 資格時，按照集團

管理的證券資產規模計算。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金融機

構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在內地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港

資持股比例可達  50%以上。允許符合設立外資參股證券

公司條件的港資金融機構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在上海市、

廣 東 省 、深 圳 市各 設 立 一家 兩 地合 資 的 全牌 照 證券 公

司，港資合併持股比例最高可達  51%。 

D. 技 術 檢 驗 和 分析 — 在 廣 東省 內 試點 將 香 港檢 測 機構 獲

准承擔的以認證為目的的檢測服務範圍由食品類別放寬

至其他自願性產品認證領域。在參與認證檢測活動中比

照內地認證機構、檢查機構和實驗室給予香港服務提供

者在內地設立的合資與獨資認證機構、檢查機構和實驗

室同等待遇。允許在香港的認證檢測機構與內地認證檢

測機構開展檢測數據  (結果  )的接受合作。  

E. 印刷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合作企業，從

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內地方投資者應當

佔主導地位。  

F. 視聽  —允許香港影片和香港與內地合拍影片的方言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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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批准通過後，在內地發行放

映，但須加注標準漢語字幕。  

G. 電信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省 設 立 合 資 企 業 ，

提供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港資股權比例不超

過 55%。 

H. 運輸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投 資 建 設 港 埠 設 施 並 經 營 港 口

裝卸、堆場和倉儲業務，其資本額和設立分公司的條件

比照內地企業實行。將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內設立

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國際海運集裝箱站和堆場業務、國際

貨物倉儲業務的登記下放至廣東省地級以上市交通運輸

主管部門。將廣東省至香港普通貨物運輸，以及在航香

港航線船舶變更船舶數據後繼續從事香港航線運輸的審

批權下放至廣東省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將香港服務提供

者在廣東省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國際船舶管理業務登

記下放至廣東省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取消香港服務提供

者在廣東省投資道路貨運和機動車維修業的立項環節，

改為按照國家現行法規受理申請和許可審批。  

I . 環境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和內地從事環境污染治

理設施運營的實質性商業經營，可共同作為評定其在內

地申請企業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的依據。 

J . 人員提供與安排 —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

人才中介服務機構條件中從業年限限制。 

K. 社會服務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

位形式在廣東省設立居家養老服務機構。 

L. 殯葬設施 — 允許香港殯葬業者在內地以獨資或合資

等方式投資並經營除具有火化功能的殯儀館以外的殯儀

悼念和骨灰安葬設施。

此外，在多個領域，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僱用的合同服務提供者，

以自然人流動的方式在內地提供臨時性服務，以履行僱主從內地獲

取的服務合同。「合同服務提供者」須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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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其僱主是在內地無商業存在的香港服務提供者。 

6 . 《補充協議十》下各項服務貿易開放措施由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 

7 . 根據《安排》附件  4 第五條，凡屬《安排》涵蓋的服務

領域，香港對有關的內地服務及內地服務提供者不增加任何限制性

措施。這項承諾也適用於《補充協議十》涉及的開放服務貿易措施

的領域。 

8 . 累計至《補充協議十》，在《安排》下共有  403 項服務

貿易開放措施。

金融合作  

9 . 在金融合作方面，內地同意積極研究內地與香港基金產

品互認；積極支持符合資格的保險業者參與經營內地交通事故責任

強制保險業務；並對香港保險業者提出的申請，將根據有關規定積

極考慮，並提供便利。

貿易投資便利化 

10 . 內地同意進一步加強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標

準和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合作。

總結  

11 . 《安排》是內地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貿易協議，為

了保持《安排》的優越性，《補充協議十》包括了多項內地與台灣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下簽署的《服

務貿易協議》中優於《安排》的開放措施。新增各項措施，有利香

港服務業拓展內地市場，促進兩地經貿合作發展。中央政府承諾到

「十二五」期末，通過《安排》，基本實現內地和香港服務貿易自

由化。《補充協議十》正朝這個目標再前進一步。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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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如就有關《安排》方面的查詢，可透過以下聯絡方法向

工業貿易署的有關組別查詢：

事 項 聯 絡 方 法

一般查詢
電 話  
傳 真  
電 郵  

2 3 9 8 5 6 6 7

3 5 2 5 0 9 8 8

c e p a @ t i d . go v . hk

查詢原產地規則、原產地證書

及工廠登記

電 話  
傳 真  
電 郵  

3 4 0 3 6 4 3 2

2 7 8 7 6 0 4 8

c e p a c o @ t i d . go v . h k

《安排》貨物貿易的一般查詢
電 話  
傳 真  
電 郵  

2 3 9 8 5 6 7 6

2 3 9 8 9 9 7 3

ma _ r e g i s t r y@ t i d . go v . h k

查詢《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電 話  
傳 真  
電 郵  

3 4 0 3  6 4 2 8

3 5 2 5 0 9 8 8

h k s s @t i d . go v . h k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工業貿易署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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