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CB(2)2193/11-12(01)號文件 

研究與政府總部架構重組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推動與內地合作的工作分工 

 
 
目的 
 
  本文旨在向委員闡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相

關部門就推動與內地合作的工作分工；以及新一屆政府重組架構後的

工作分工。 
 
現行情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職能 
 
2.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自回歸以來，與內地在各方

面的聯繫及交流日益頻繁。內地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為香

港的各行各業提供大量的貿易、營商及就業機會。特區政府多年來一

直積極推展多方面措施，促進兩地的人流、貨流及資金流，着力打通

內地和香港特區之間的基建和運輸經脈。 
 
3.  政制事務局於 2007 年正式改名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更重視

及專責地處理特區政府與內地的關係，加強與內地在不同領域上推進

多層次的合作和交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橫向方面負責局級間的統

籌協調工作，提供宏觀及具策略性的支援，協助特區推進與內地的合

作。有關的具體工作載述於下文。 
 
(一) 統籌部門、推展區域多範疇合作 
 
4.   香港經濟要持續發展，必須善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

勢，更要用好國家給予香港的支持，致力抓緊內地經濟迅速發展的機

遇，使之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並進一步解決香港新一代的向上

流動問題和貧窮問題。留意內地區域發展的規劃及最新情況，制訂香

港特區與內地合作的整體策略和方向，推進香港與內地各省區的合

作，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其中一份首要工作。 



2  
 

 

 
5.  過去香港特區與多個省區建立了合作機制，更有系統地統籌和

協調相關的工作，當中包括粵港合作聯席會議（1998 年成立）、滬港

經貿合作會議（2003 年成立）、京港經貿合作會議（2004 年成立），

以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2004 年成立）。此外，繼 2008 年

5 月發生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後，特區政府得到立法會支持，迅速注資

90 億港元到「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重建信託基金」，展開對四

川災後援建的工作，為此特區政府與四川省人民政府設立了三層的溝

通協調機制（“川港溝通協調機制”），監察特區援建項目的工程進

度及資金使用。 
 
6.   這些機制均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分別提供領導和統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為這些合作機制負責擬訂整體策略和方向，推進合

作；以及負責與內地相關省市的政府對口單位的日常聯絡工作，並提

供秘書處支援，組織及落實各機制下的各層會議。各機制相關的組織

架構和兩地政府的參與簡述於下表： 
 
 高層會議 工作會議 日常聯絡機制 
粵港合作 粵港聯席會議 

行政長官及廣東

省省長 

粵港聯席工作

會議 
政務司司長與

廣東省副省長 

粵港聯席下 25
個專責小組 
各相關政策局

按其專責議題

出席參與 
深港合作 深港合作會議 

政務司司長與深

圳市市長主持 

 
— 

深港合作會議

下 5 個專責/工
作小組及深港

合作論壇 
由相關政策局

及中央政策組

參與 
滬港合作 高層會議 

行政長官與上海

市市長主持，並由

財政司司長與上

海市副市長支援 

滬港溝通聯絡

機制 
駐滬經貿辦與

上海港澳辦 

聯絡員機制 
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負責統籌

各相關政策局

代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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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層會議 工作會議 日常聯絡機制 
京港合作 高層會議 

行政長官與北京

市市長主持，並由

財政司司長與北

京市副市長支援 

京港工作會議 
財政司司長與

北京市副市長

主持 

聯絡辦公室 
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負責統籌 

泛珠合作 泛珠合作經濟發

展論壇 
行 政 長 官 及 
“9+2” 其他省長 /
行政長官 

秘書長會議 
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常任秘書

長 與 “9+2” 其

他省區政府秘

書長 

聯絡員會議 
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與 “9+2”
其他省區政府

相關官員 
川港溝通協調

機制 
高層會議 
政務司司長與四

川省常務副省長

主持 

溝通協調工作

小組會議 
由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和發展局

四川重建組組

長及四川省發

展和改革委員

會副主任和港

澳事務辦公室

副主任共同主

持 

溝通協調辦 
各相關政策局

代表參與 

 
7. 前海及南沙均為《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粵港重點合作區。

國務院將前海定位為粵港現代服務業創新合作示範區，主力發展創新

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南沙方面，

特區政府（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代表）和廣州市政府於2011年8月簽定

意向書，成立《穗港合作專責小組》探討從創新產業、CEPA先行先試、

和社會服務和民生福利三個方面推動合作。就前海和南沙發展，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負責整體統籌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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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進協調全國性、策略性合作 
 
8.   除上述的區域合作機制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負責與中央保

持緊密聯繫，配合國家五年規劃的政策形成及制定。在 2011 年 3 月公

布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有關支持港澳發展的政策措施史無

前例地單獨成章，凸顯國家對港澳特區的重視。在中央當局制訂國家

「十二五」規劃期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積極配合相關的工作，通過

協調各政策局的參與，了解及收集業界對擬訂「十二五」規劃的意見，

並適當地向中央當局反映，為特區經濟的長遠發展及業界進一步拓展

內地市場謀求最大利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 2011 年 8 月訪港時，

宣布了三十多項中央政府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下所制定，支持香港

進一步發展、深化與內地經貿金融合作的具體政策措施，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負責統籌三十多項支持政策措施的落實，以及具體跟進人民幣

業務在港的相關發展和落實。 
 
9.  在商貿方面，《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自 2003 年簽署以來，內地與香港已先後簽訂了八份補

充協議。李克強副總理去年 8 月訪港時，亦提出在「十二五」期末，

通過 CEPA 基本實現內地和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牽頭與商務部就有關進一步擴展 CEPA 展開及跟進有關的磋

商，因應業界發展需要，爭取繼續擴大服務貿易開放程度，包括放寬

內地市場准入門檻、拓展業務範圍，為港商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

提供更佳的市場准入條件，促進兩地經濟融合及共同持續發展。此外，

為促進 CEPA 的有效落實，我們一直與中央、省、市政府保持緊密聯

繫，積極跟進業界在內地利用 CEPA 優惠措施時遇到的問題，反映業

界的意見。 
 
10.  「十二五」規劃強調產業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需。針對業界的關

注、需要和意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過不同的措施協助港資企業升

級轉型及開拓內銷，把握國家「十二五」帶來的龐大機遇，開拓及發

展內地市場。有關工作包括 –  
 

(1) 港資企業在內地營運的時候，往往需要因應內地在政策法規上

的轉變而作出調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其下的工業貿易署會

透過不同途徑向港資企業發放資訊（包括通訊、宣講會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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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深業界對內地新政策、法規及營商環境的認識。此外，

就業界在內地營運的關注事宜，我們亦會與內地的中央及地方

各級當局保持緊密聯繫，反映業界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商討支

援業界的措施。 
 

(2) 業界在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時需要技術上的支援，因此我們亦

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為港資企業

提供技術升級、提升管理、品牌發展及開拓市場等支援服務，

以及提供內地市場的資訊。此外，我們亦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

舉辦推廣及展銷活動，及不時組織經貿代表團到內地考察，加

深業界對內地政策及市場發展的認識。為進一步協助香港企業

提升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我們亦將於年中推出一項 10 億元的

「專項基金」，協助香港企業透過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

內銷，開拓及發展內地市場。 
 
11.  在投資推廣方面，為配合國家推動企業「走出去」的政策，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投資推廣署致力與商務部、省市各級政府，以及

相關機構緊密合作，加強在內地省市的投資推廣工作，積極發揮香港

作為內地企業向海外拓展國際業務的平台角色。 
 
12.  此外，其他政策局也按其政策範疇，與內地相關對口單位保持

緊密溝通，以制定具體的合作措施和項目，並監察相關的進度。 
 
(三) 統籌和支援各駐內地辦事處的聯絡工作 
 
13.   現時特區政府駐內地的辦事處包括駐北京辦事處、駐廣東、上

海和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及屬駐廣東經貿辦編制內

的駐深圳聯絡處和駐福建聯絡處，以及屬駐成都經貿辦編制內的駐重

慶聯絡處。駐內地辦事處的運作及內部行政事務管理均由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負責統籌管理，並提供策略性的政策指導。具體而言，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統籌駐內地辦事處與內地有關當局的整體聯絡工作，並與

這些辦事處共同制訂工作計劃，加強與內地的關係。我們亦負責駐內

地辦事處的財政資源及人手配置的編配事宜。同時，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亦通過駐內地辦事處為在內地的港人提供可行的協助，例如為內地

的港商提供內地相關的法律法規資訊，以協助他們營商；政制及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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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局亦通過駐内地辦事處負責為在內地遇事港人提供可行的協助。

至於商貿及其他政策範疇的事宜，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相關的政策

局提供政策指導。 
 
建構與內地合作的新機制 
 
14.  香港及內地之間的合作所涉地域廣、領域寬、項目多，工作量

繁重。日後兩地的交流會更頻密，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人數不斷增加。

據在內地的香港商會估計，現時在內地定居工作的港人人數可達 30
萬。候任行政長官的政綱中提出要： 
 

(1) 加大力度協助香港各產業加快拓展內地市場，針對遇到較多障

礙的行業，由特區政府提出，在北京或廣東建立和國家商務部、

發改委、各行業主管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分行業的聯合

工作小組和「一站式」服務機構，解決港商遇到的具體問題，

並為港商建立一個清晰和可以推廣的進入市場程序。 
 
(2) 提升特區政府駐內地機構的職能，協助港商在內地發展事業。 
 
(3) 向國家爭取將現有深圳居民「一年多簽」的自由行擴大至珠三

角其他城市，同時提升邊境通關效率，令珠三角居民來港消費

從「旅遊消費」逐步變為「日常消費」。 
 
(4) 支持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協助推動建立本地與珠三角的科技產

業群。 
 
(5) 支持香港廠商發展內銷市場，提供在品牌、設計、產品研發、

市場調查、營銷渠道和參與行業展銷的支援。 
 
這些建議都會由財政司副司長負責統籌，並與相關政策局及駐內地辦

事處共同制定工作計劃，並由財政司副司長以司級官員身分領導與內

地對口官員協商。 
 
15.  至於現有與廣東、深圳、泛珠、北京和上海的高層會議機制的

安排將會延續。在具體政策層面，涉及經貿方面的事務，改組後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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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副司長領導工商及產業局負責整體統籌和協調，加強與內地有

關當局對等的聯繫。 
 
16.  改組後，特區政府由財政司副司長負責按照國家的五年規劃，

制定相關產業政策，支持工商業，發展航運、民航、物流和旅遊產業，

推動科技及通訊業和專業服務的發展，並統籌李克強副總理宣布的三

十多項支持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措施。改組後的工商及產業局繼續牽頭

與商務部就有關進一步擴展 CEPA 進行磋商，其他政策局仍舊各按其

政策範疇與內地對口單位溝通及跟進。 
 
17.  總結而言，財政司副司長在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上，對

外要聯絡業界，掌握和協助解決他們可能遇到的困難；加強與內地對

口單位的溝通，統籌推動落實各項中央政府對港的優惠措施，擴大香

港的經濟版圖。 
 
18.  改組後的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繼續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

統籌管理其運作及內部行政事務，而在經貿、金融等具體政策的事宜

上繼續由相關政策局提供政策指導。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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