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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5年施政報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內地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內地

及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部分措施已於 2015 年施政報告中

闡釋。 

 

 

理念 

 

2.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經貿樞紐，在制度上有優

勢，可以在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從

而促進香港自身的發展。特區政府重視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並會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通過多項措施，全方位提升

香港和內地省市的經貿關係。政府還會把握國家五年規劃所

帶來龐大的發展機遇，繼續推進與內地的經濟及金融合作。

就港台關係方面，我們會繼續以積極、務實和互惠的精神，

致力促進香港和台灣多範疇、多層次的交流和合作。 

 

3. 我們將會推行的措施簡述如下- 

 

(a) 通過成立閩港合作會議，加強香港與福建省的

交流和合作； 

 

(b)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與國家發展改革委

員會和其他相關部委緊密溝通，配合國家籌備

「十三五」規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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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過香港與泛珠三角地區、廣東省、北京市、

上海市、深圳市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合作機

制，深化區域合作； 

 

(d) 繼續與廣東省政府和廣州、珠海及深圳市政府

合作，推動南沙、橫琴及前海的發展； 

 

(e) 繼續通過設立更多聯絡處，完善內地辦事處的

佈局；以及 

 

(f) 通過「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及在台灣的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加強香港與台灣

在貿易、旅遊、文化、民生及其他領域的交流

合作。 

 

 

具體措施 

 

成立閩港合作會議 

4. 香港與福建省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一直緊密。香港是福

建省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也是福建省企業「引進來」和「走

出去」的首選平台。為加強閩港合作，雙方同意成立閩港合

作會議，並由政務司司長與福建省人民政府分管港澳和商務

事務的副省長領導。第一次閩港合作會議會在今年 1 月下旬

於福建舉行。 

 

國家五年規劃 

5.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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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督導和統籌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有關國家五年規劃的工

作。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區政府已開展相關國家「十

三五」規劃的工作，並已諮詢業界及相關委員會。特區政府

會繼續透過既定的工作機制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及其他

相關部委緊密溝通，以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地位和優勢，為國

家的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深化區域合作 

6. 特區政府致力深化與內地的區域合作，通過與泛珠三

角地區、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及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合作機制，為香港的企業和居民開拓更多商機和事業發

展機會，並為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粤港合作 

7. 廣東省是香港與內地各地區的合作中最重要的伙

伴，特區政府會繼續通過現行機制，包括每年舉行的粵港合

作聯席會議、粵港合作工作會議以及粵港合作框架下的各個

專責小組，與廣東省政府保持密切聯繫，全力落實《粵港合

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達致互利雙贏。 

 

8. 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去年 11 月在

廣州共同主持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七次會議。會議上，

雙方就 2015 年的合作計劃重點達成共識，同意在 2014年粵

港率先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基礎上，爭取進一步全面落實

兩地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並加強在金融服務、專業服務、旅

遊、跨境基建、環境保護、文化交流和三個重點區域（即南

沙、橫琴和前海）等方面的合作。 

 

9. 雙方亦於會後簽署了五份合作意向書和協議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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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粵港共建新型研發機構項目合作框架協議書》、《粵港

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 2014–2018》、《珠江口區域 VTS 數

據共享合作計劃》〉《粵港清潔生產合作協議》及《氣象科技

合作協議》。 

 

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及各相關政策局會繼續致力落

實《框架協議》各範疇的合作。我們正按粵港雙方在第十七

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就 2015 年合作方向達成的共識，草

擬粵港合作《2015 年重點工作》，並在今年召開的第二十次

粵港合作工作會議上，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廣東省副省

長招玉芳共同簽署作實。 

 

推動南沙、橫琴及前海發展 

11. 南沙、橫琴和前海都是國家「十二五」規劃港澳專章

內的粵港澳重大合作項目，特區政府積極支持三個地區的發

展，並已經與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及珠海市政府建立溝

通機制，共同探討各方面的合作機遇，達致互惠共贏。 

 

12. 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牽頭的「促進廣東前海南沙橫

琴建設部際聯席會議」的首次會議已在去年 11 月 25 日在北

京舉行，由政務司司長率領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出席會議。 

 

加強與泛珠三角地區的合作  

13. 我們會繼續統籌相關政策局加強與泛珠省區的合

作，利用香港與國際廣泛而緊密的連繫，發揮作為國際資

金、人才和技術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尋求更多合作空

間和商機。  

 

 



5 

完善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的佈局 

14. 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武漢辦”)已於去年 4 月成

立。特區政府在內地的辦事處網絡有比較全面的佈局，分別

有東部的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南部的駐廣東

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西部的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駐成都辦”)、北部的駐北京辦事處(“駐京辦”)及中部的駐武

漢辦。  

 

15. 為進一步開拓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我們剛於去年 12

月為駐京辦在遼寧成立了聯絡處，協助港人港商把握東北迅

速發展的機遇。我們計劃今年上半年為駐滬辦在山東省設立

一個聯絡處，其後在駐武漢辦運作成熟後籌備在中部地區設

立一個聯絡處。  

 

港台關係發展 

16. 香港和台灣分別透過「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和

「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港台兩會」”）在不同公共

政策領域進行交流合作。目前「港台兩會」已經開拓超過 20

個優先合作範疇，充分顯示兩地合作帶來的各種機遇。在過

去一年，雙方旅遊推廣機構簽署協議，成立「亞洲郵輪專案」

合作基金，鼓勵推出更多包含香港及台灣的郵輪航線。雙方

存款保障機構也簽訂諒解備忘錄，加強信息經驗分享及合

作，處理跨地存款保障事宜。我們期望雙方能繼往開來，積

極運用「港台兩會」平台，增進港台關係，惠及兩地民眾。 

 

17. 我們在台灣的綜合性辦事機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

事處」將繼續發揮在地聯繫和服務的功能，讓台灣民眾能夠

加深認識香港的發展和文化。「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除了為特區政府及「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高層人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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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台灣時提供支援外，也會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如「香港

週」、「城市交流論壇」等），以及積極與台灣各界建立關係

（如縣市政府、工商團體、文化團體、學術機構、傳媒、在

台港人港商等），持續促進港台經貿文化往來。 

 

 

總結 

 

18.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5 年 1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