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內地與香港的商貿關係  -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投資協議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安排》）的框架下簽署《投資協議》及《經濟技術合

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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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了十

份補充協議和兩份協議 1，擴大市場開放及進一步便利貿易和投

資。最新的《服務貿易協議》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實施，整合

                                                 
1
 兩 份 協 議 分 別 為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簽 署 的 《 關 於 內 地 在 廣 東 與 香 港 基

本 實 現 服 務 貿 易 自 由 化 的 協 議 》 及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簽 署 的 《 服 務 貿

易 協 議 》 。 有 關 兩 份 協 議 的 詳 情 ， 請 參 閱 本 委 員 會 2 0 1 4 - 1 5 年 度 資 料 文

件 C B ( 1 ) 3 7 3 / 1 4 - 1 5 ( 0 1 )號 及 2 0 1 5 - 1 6 年 度 資 料 文 件 C B ( 1 ) 2 1 3 / 1 5 - 1 6 ( 0 1 )

號 。  

立法會 CB(1)1234/16-17(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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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擴大自 2 00 3 年以來在《安排》下開放服務貿易的承諾，令內

地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3 .  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加大內地對香港開放的力

度，推動《安排》升級。內地與香港簽署《投資協議》及《經濟

技術合作協議》，提升《安排》至現時一般全面自由貿易協議的

水平，為兩地持續增長的投資活動，訂立促進和保護投資的措施，

並推展雙方經濟和技術的合作交流，探索新的合作領域。  

兩份協議的文本載於工業貿易署的有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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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  

《投資協議》  

4 .  《投資協議》涵蓋一方投資者在另一方以設立企業或

取得資產形式進行的投資。一如國際間的投資協議，包括香港與

外地簽署的《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投資協議》訂明雙方在

促進和保護投資的承諾。《投資協議》亦包括雙方批准對方設立

投資的承諾（即「准入」元素）。由於已實施的《服務貿易協議》

已涵蓋服務業的投資准入承諾，《投資協議》會涵蓋《服務貿易

協議》範圍以外的投資准入（包括製造業、礦業和資產投資，以

下簡稱「非服務業」）。《投資協議》下有關投資保護的優惠待

遇則適用於服務業和非服務業的投資。《投資協議》的主要條文

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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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准入  

5 .  有 關 非 歧 視 性 對 待 對 方 投 資 和 投 資 者 以 及 投 資 准 入

的實質性義務包括：  

（一）  第五條（國民待遇）；  

（二）  第六條（最惠待遇）；  

（三）  第七條（業績要求）；及  

（四）  第八條（高級管理人員、董事會成員與人員入境）。 

6 .  根據上述義務，雙方承諾給予對方投資和投資者不低

於給予本地或其他方投資和投資者的待遇；不得向對方的投資施

加業績要求，例如要求出口一定水平或比例的貨物或服務；以及

不得要求對方投資的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須具有特定的國籍等。

不符上述承諾的措施須以負面清單的形式載於《投資協議》附件 2。

在《投資協議》下，香港投資者可在特定的非服務業投資領域 2享

受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優惠的准入待遇。  

投資保護  

7 .  有關投資保護的實質性義務跟香港與外地簽署的《促

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相近，包括：  

（一）  第十一條（徵收）；  

（二）  第十二條（損失補償）；  

                                                 
2 包 括 特 殊 和 稀 缺 煤 類 開 採 ;  鎢 冶 煉 ； 船 舶 （ 含 分 段 ） 製 造 ； 幹 線 、 支 線

飛 機 製 造 ， 3 噸 級 及 以 上 直 升 機 製 造 ； 及 通 用 飛 機 製 造 。 內 地 也 承 諾 在

專 營 權 向 內 地 投 資 者 全 面 開 放 時，允 許 香 港 投 資 者 以 合 資、合 作 的 方 式

從 事 陸 上 石 油 、 天 然 氣 、 煤 層 氣 的 開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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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十三條（代位）；及  

（四）  第十四條（轉移）。  

根據上述條款，雙方承諾給予對方投資者提供的保障包括因戰爭、

緊急狀態、暴亂、自然災難或其他類似事件引起損失的非歧視性

補償；因投資被徵收引起損失的補償；保障一方或其代理機構依

據其授予投資者的擔保或保險合同對投資者作出支付後，可獲轉

移有關投資者在《投資協議》下所獲保障的權利；以及投資和收

益可轉移至外地等。  

投資便利及爭端解決  

8 .  《投資協議》訂立便利投資的措施。例如，就香港投

資者在內地申請設立投資時的審批，內地將致力建立統一的投資

申請審查和批准的標準和程序、明確有關審查和作出決定的合理

時限，盡可能減低投資者在申請批准過程中承擔的成本等。  

9 .  《投資協議》設立解決機制，處理投資者指稱另一方

政府違反協議實質性義務而引致其投資受損的爭端。機制列出內

地和香港分別提供的解決爭端方式，包括：  

（一）  爭端雙方友好協商解決；  

（二）  以投訴處理程序解決；  

（三）  以一方政府內部或雙方通報及協調處理；  

（四）  以調解方式解決；及  

（五）  依據當地法律以司法程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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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開放措施  

1 0 .  《投資協議》是內地首份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

單的模式開放非服務業投資准入的投資協議。概括而言，除附件 2

所列的 2 6 項措施 3以外，內地承諾給予香港投資和投資者在非服

務業範疇享有國民待遇。  

1 1 .  擬使用《投資協議》下的優惠准入安排到內地申請在

非服務行業以商業存在形式 4投資的香港企業，必須符合《投資

協議》下「投資者」的定義，具體要求包括申請企業必須在香港

註冊或登記設立，並符合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標準下關於經營年

期、繳納利得稅、業務場所及僱用員工的要求，以及向工業貿易

署申請《香港投資者證明書》。詳情見《投資協議》附件 1「關

於 "投資者 "定義的相關規定」。有關規定與目前《服務貿易協議》

下有關「香港服務提供者」的規定相若。所有以商業存在以外的

其他形式在內地進行投資的投資者，例如購買資產，均不需符合

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的具體要求，也不需申請《香港投資

者證明書》。  

1 2 .  《投資協議》設有「最惠待遇」條款，表明內地對來

自其他國家或地區 的投資和投資者提供的優惠待遇，如有優於

《安排》的，也會延伸至香港的投資和投資者。  

香港的開放措施  

1 3 .  香港沿用以往的做法，就《投資協議》涵蓋的非服務

領域，承諾對內地投資和投資者不增加限制性措施。  

                                                 
3
 所 涉 及 行 業 包 括 石 油 和 天 然 氣 開 採；礦 產 開 採 和 冶 煉；汽 車 製 造；地 面 、

水 面 效 應 飛 機 製 造 及 無 人 機 、 浮 空 器 製 造 ； 煙 草 製 品 的 生 產 ； 金 融 產 品

投 資 ； 傳 統 工 藝 美 術 和 中 藥 產 品 的 生 產 等 。  
4
 即 設 立 、 取 得 或 經 營 一 企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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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投資協議》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1 5 .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更新和加強《安排》以往就多

個行業及不同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的合作承諾，並新增「一帶一

路」建設經貿領域的合作和次區域經貿合作。  

1 6 .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  第三章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經貿領域的合作為雙方

在不同層次就多個範疇展開合作奠下基礎，其中包括

香港有專長和優勢的範疇，也著重香港業界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在《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的框架下，

雙方有關部門和業界可按需要訂立詳細合作內容。  

（二）  第 四 章 和 第 六 章 分 別 列 出 重 點 領 域 合 作 和 貿 易 投 資

便利化。其中就以下主要領域訂立合作方向，並更新

合作內容：金融合作（第五條）、旅遊合作（第六條）、

法律和爭議解決合作（第七條）、會計合作（第八條）、

創新科技合作（第十二條）、電子商務合作（第十四

條）、知識產權合作（第十六條）及質量監督檢驗檢

疫（第二十三條）。  

（三）  第五章關於次區域經貿合作，把香港與內地不同區域

的現有合作放於制度化框架之內，有關內地區域包括

泛珠三角區域（第十九條）、自由貿易試驗區（第二

十條）以及前海、南沙和橫琴（第二十一條）。雙方

負責部門將繼續加強在各有關區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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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技術合作協議》的主要新增合作內容載於附件。協議在簽

署之日生效。  

總結  

1 7 .  《投資協議》擴大了《安排》的市場准入承諾至非服

務業，引入投資保護的義務，確立兩地投資制度的穩定性，以維

護投資者信心，推動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  

1 8 .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整理和更新《安排》及其補充

協議內有關經濟技術合作的內容，配合香港和內地的發展趨勢及

需要，為雙方以後更緊密合作打好基礎並提供具體方向。協議將

「一帶一路」建設經貿領域的合作和次區域經貿合作納入《安排》

的制度性框架下，為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提供參與國家發展策略

的機遇。  

1 9 .  兩份新協議令《安排》成為一份更全面的現代化自由

貿易協議，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以及經濟技術合作

四個重要支柱。《安排》確保香港業界在內地市場繼續享受最優

惠准入待遇。  

宣傳安排  

2 0 .  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已於簽署《投資協議》及《經濟技

術合作協議》後舉行簡布會，向媒體和業界介紹兩份協議的內容。

我們亦會向相關貿易諮詢組織、商會發出資料文件。工業貿易署

設有專題網頁，向公眾提供兩份協議的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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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業貿易署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主要新增合作內容  

領域  合作內容  

法 律 和 爭 議 解

決合作  

  支持兩地法律和爭議解決專業機構搭建合作

交流平台，加强業務交流和協作。  

 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  

金融合作    促進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機制及兩地更

緊密的金融合作，包括積極推動跨境投資業

務的發展，擴大香港市場的人民幣合格境外

投資者（ R QFI I）投資額度。  

  研究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一步有序擴大兩

地互聯互通標的，設定建立互聯互通下的投

資者身份識別機制的時間表，相關條件具備

後推出實施將交易型開放式基金（ ETF）納

入標的範圍的方案。積極支持推動包括債券

市場在內的兩地金融基礎設施互聯合作。  

  總結評估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進展情況，針

對互認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

調整和優化互認規則和監管政策。  

  繼續鼓勵內地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和外幣

債券，推動實現內地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

計價股票，利用香港平台籌集資金，並推動

實現 H 股全流通。  

 積極推動兩地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包括積極

推動兩地交易所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支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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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合作內容  

港發展針對內地金融市場的離岸風險管理業

務，並研究兩地債券、場外金融衍生品及大

宗商品衍生品市場的互通模式。  

會計合作    完善兩地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持續等效工作

機制，共同在國際會計審計標準制定機構中

發揮作用，促進高質量的國際相關準則的制

定。  

  支持取得中國註冊會計師資格的香港會計專

業人士成為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支

持取得香港會計師資格的內地會計專業人士

成為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支 持 兩 地 會 計 業 界 在 有 關 會 計 審 計 標 準 制

定、會計行業管理制度建設中發揮作用，聘

任香港會計專業人士擔任會計諮詢專家。  

  支持內地會計師事務所在香港設立代表處、

分支機構，發展成員所。  

  鼓勵兩地會計師事務所在深化「一帶一路」

建設、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審計等業務中加强

合作和交流。  

創新科技合作    加强兩地在創新科技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通

過互補優勢，發揮協同效應，引進國際上優

秀的科研機構和人才，促進內地、香港以及

海外的機構和企業共同進行科技研發和成果

轉化工作。同時，內地將支持香港發展包括

機器人技術、生物醫藥、智慧城市、金融科

技等領域在內的創新科技產業，及培育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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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合作內容  

產業。  

 支 持 兩 地 高 新 園 區 、 衆 創 空 間 的 合 作 與 交

流，鼓勵香港青年人創新創業，推動創新科

技 產 業 化 。 加 强 兩 地 青 年 創 業 人 才 溝 通 交

流，為他們提供發展空間。  

電子商務合作   加强兩地在跨境數據流動方面的交流，組成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共 同 研 究 可 行 的 政 策 措 施 安

排。  

知識產權合作    繼續加强內地與香港在人才培養和人員培訓

領域的合作。  

  推動內地與香港在知識產權實施運用、知識

產權中介服務、知識產權貿易，以及通過替

代爭議解決方式（包括仲裁或調解）處理知

識產權糾紛方面的合作。  

  繼續支持完善香港專利制度，為香港特區實

施專利制度提供實質審查、複審、專利批予

後的爭議和自動化服務等方面的技術支持和

幫助。  

 支持粵港雙方在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

和貿易發展方面的合作，推動粵港兩地知識

產權宣傳教育工作，助力高端知識產權服務

業的發展。  

商標品牌合作    加强內地與香港在有關《商標國際註冊馬德

里協定有關議定書》事宜的交流與合作。  



 

 1 2  

領域  合作內容  

質 量 監 督 檢 驗

檢 疫 （ 有 關 檢

測 和 認 證 方

面）  

  積極考慮推薦一家符合條件的位於香港的認

證機構作為中國國家認證機構（ NCB）加入

國際電工委員會電工產品合格測試與認證組

織（ IEC EE）。  

  研究符合條件的香港企業在內地開設的認證

機構，申請成為中國强制性產品認證（ CCC）

制度的指定認證機構。  

深 化 「 一 帶 一

路 」 建 設 經 貿

領域的合作  

  建立工作聯繫機制，加强兩地關於「一帶一

路」建設信息的交流與溝通。  

  鼓勵雙方政府部門、行業組織和投資促進機

構等建立多層次的信息溝通渠道，實現信息

共享。  

  搭建交流平台，支持兩地的半官方機構、非

官方機構和業界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中

發揮作用。  

  發揮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物流、貿易等

方面的優勢，支持香港業界參與各類園區的

建設。  

  支持兩地業界加强合作，聯合參與「一帶一

路」重大項目建設，共同開拓「一帶一路」

沿綫市場。支持香港爲「一帶一路」建設提

供專業服務，包括以市場化的方式爲內地企

業 拓 展 海 外 市 場 和 投 資 項 目 提 供 專 業 的 法

律、爭議解決、會計、稅務等服務。支持兩

地 在 大 型 基 建 項 目 建 設 運 營 一 體 化 方 面 的

合作。  



 

 1 3  

領域  合作內容  

 加强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關的宣傳活動。

支持香港舉辦高層次「一帶一路」主題論壇。

鼓勵香港投資促進機構、行業協會、業界組

織開展與「一帶一路」相關的研討、培訓等

活動。  

深 化 泛 珠 三 角

區域經貿合作  

  發揮現有合作平台和聯絡機制的作用，繼續

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  

  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

優勢，加强在泛珠三角區域內金融、商貿、

科技、旅遊等產業的合作，推動擴大相互投

資，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推動泛珠三角區域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赴「一

帶一路」沿綫國家和地區開展投資合作。  

  支持泛珠三角區域內地九省區發揮各自優勢

與香港共建各類合作園區。  

  在現有經貿合作基礎上，積極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建設。  

支 持 香 港 參

與 自 由 貿 易

試驗區建設  

 

  利用兩地經貿合作機制，加强雙方就內地自

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政策通報和信息交流。  

  研究《安排》框架下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進

一步擴大對香港服務業開放。鼓勵香港通過

自由貿易試驗區，積極參與國家重大發展戰

略。發揮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依

托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的戰略定位

優勢，深入推進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  



 

 1 4  

領域  合作內容  

  鼓勵香港中小微企業和青年到自由貿易試驗

區創業。  

  發揮香港在投資管理、貿易監管、金融創新

等方面的優勢，與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

開放相結合，創新發展模式，拓展合作空間。 

深 化 香 港 與 前

海 、 南 沙 、 橫

琴合作  

  發揮現有合作平台和聯絡機制的作用，推動

深化香港與前海、南沙、橫琴的合作。  

  支持前海、南沙、橫琴在金融、交通航運、

商貿、專業服務、科技等重點領域繼續先行

先試，進一步擴大對香港開放，探索與香港

深化經濟合作的新模式。  

  推進粵港人才合作示範區建設，支持香港青

年到南沙、前海、橫琴發展創業，例如粵港

澳青年創業工場、青年夢工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