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鼎力支持 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一、經貿：《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及補充協議

1. 政策溯源：因應香港經濟景氣低迷，及發展自貿區合作政策的

需要，中央政府於2003年6月推動CEPA協議達成。協議於2004

年1月1日正式實施，香港產品進入內地逐步實行零關稅

2. 發展歷程：2004年至2011年，CEPA的8個補充協議逐年簽署

3. 政策成效：

*香港與內地在貨物貿易領域現已全面實現自由化

*截至2012年3月底，在CEPA項目下實現貿易總額達49.6億美

元，累計關稅優惠達28.4億元人民幣

*以金融、法律、會計、規劃建築、醫療、教育為主體的專業

服務開放便利措施不斷推出，香港專業人士北上執業者日眾

。2011年8月，中央政府提出爭取到「十二五」末期內地對香

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二、旅遊：開放個人遊

1. 政策溯源：香港旅遊業遭受外圍經濟疲軟及沙士衝擊，中央政

府於2003年7月正式開啟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試點

2. 發展歷程：自2003年7月28日廣東4城市率先試點起，內地至今

已開放22個省（自治區、市）49個城市的居民赴港個人遊

3. 政策成效：

*截至2011年底，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人數累計達7,852萬人

次，給香港帶來約3,462億港元的直接旅遊收入

*2011年兩地雙向旅遊市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雙向客源市場

*香港旅遊相關產業，包括酒店、餐飲、零售、跨境交通的行

業，因為個人遊而持續暢旺

★三、金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1. 政策溯源：面對國際金融海嘯，中央政府於2008年12月宣布14

項挺港措施。支持香港發展人民幣作貿易結算貨幣是其中一大

亮點，邁出了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建設的第一步

2. 發展歷程：2009年1月，內地與香港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十

二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2011

年8月，中央公布挺港36項措施，涉及金融最多，共計11項

3. 政策成效：

*截至2012年4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達5,524億元人民幣；跨境

貿易結算人民幣匯款總額為1,771億元人民幣

*兩地貨幣互換規模達4,000億元人民幣

*2012年6月，財政部在香港發債230億元創新高

中央挺港重大政策

「十八大」今日隆重召開，舉世聚焦北京。盤點以胡錦濤為總書記

的中共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主政的十年，既是國家史無前例的黃金十

年，也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成功的十年。在中央的全力支持

下，香港交出了12大成就這一亮麗的成績表：經濟增長為發達經濟體

的近2倍；失業率僅為3.3%，幾乎實現全民就業；實施最低工資，底

層打工仔的工資提升三成以上；CEPA協議成績斐然；個人遊帶來數

千億效益；IPO融資總額排名世界第一；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

人民幣業務中心；大型跨境基建全面展開；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

由經濟體，營商環境排行名列前茅；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突破了政

制停滯不前的困局；多場選舉發展和壯大了愛國愛港陣營力量；港台

關係也邁開了大步。

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將保持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確定為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明確提出支持特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要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堅
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進一步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
「沙士」危機，中央高度重視廣大香港同胞的福祉和健康，全力支持和幫助香港
對抗疫魔。從抗疫的物質援助、精神鼓勵，到在國際上為香港爭取撤銷旅遊警
告，港人無不感受到中央的關心和支持。
由2003年中開始，中央政府大力度、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支持香港發展的舉

措，包括在2003年6月達成推動CEPA協議，並於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2003年7
月廣東4城市率先試點開放赴港個人遊。

「十二五」規劃 港澳單獨成章
面對國際金融海嘯，中央政府於2008年12月宣布14項挺港措施，支持香港發展

人民幣作貿易結算貨幣是其中一大亮點，邁出了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建設的
第一步。到09年1月，內地與香港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其後「十二五」規劃更歷史
性地將涉及港澳部分的內容單獨成章，進一步明確了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戰略指引，當中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2011年8月，中央公布挺港36項措施，涉及金融最多，共計11項，凸
顯中央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力支持，對香港未來發展有里程碑的意義。

落實最低工資 惠數十萬基層
在中央鼎力支持下，香港同內地的經濟合作與融合，呈現雙贏局面。國家10年

間國民經濟年均增長11.5%，GDP10年前首次突10萬億元大關，10年後躍居世界
第二，即將接近50萬億。香港在2004年CEPA實施以來到2011年的8年間，香港
GDP平均增長達5%，是同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近2倍，並連續18年被評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對183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排名中，2012年香港排
名第2位。香港最新失業率降至今年7月至9月的3.3%，幾乎實現全民就業。民生方
面，在勞資雙方的協商下，香港特區政府經多年醞釀，落實制定最低工資，為數
十萬基層打工仔「加薪」。

政改穩步發展 經濟民生振興
為推進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29日明確香港的

普選時間表，即：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會。2010年，中央政府
大開綠燈，接納區議會功能界別改良方案，議案最終獲立法會以超過所規定的三
分二、近八成票數支持通過，香港政制穩步發展。這十年間，香港歷經多場選
舉，雖然政治大環境幾經風浪，但愛國愛港陣營在各場選舉中，都能取得較多數
議席優勢，且逐屆收窄所謂「六：四」黃金得票比率。
CEPA推行以來，香港產品進入內地逐步實行零關稅，至今已簽署8個補充協

議。去年8月，中央政府提出爭取到「十二五」末期內地對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
易自由化，截至2012年3月底，在CEPA項目下實現貿易總額達49.6億美元，累計
關稅優惠達28.4億元人民幣。個人遊方面，至今則已開放22個省（自治區、市）
49個城市的居民赴港，有力地協助香港走出「沙士」疫症後旅遊及相關行業發展
一潭死水的低谷，截至2011年底，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人數累計達7,852萬人次，
給香港帶來約3,462億港元的直接旅遊收入。此外，如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
大型跨境基建紛紛上馬，落成後勢將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合作、
交流更上新的台階。

支持金融中心 國企大舉上市
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國家的支持下，不斷擴大發展，內地大型國企民企更成為來

港上市集資的生力軍及主力軍；在人民幣業務方面，香港亦取得長足發展，截至
2012年4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達5,524億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人民幣匯款總
額為1,771億元人民幣；兩地貨幣互換規模達4,000億元人民幣；今年6月，財政部
在香港發債230億元，創下新高。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新時期

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
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
踐「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十八大之後，中央必將更加重視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對香港的大政方針更符合港人利益、更契合香港實際、更有利於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和提高管治水平，更有利香港同內地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香港已連續18年被美國傳統基金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世界經濟

論壇月初發表《2012年金融發展報告》，香港連續兩年排名第一，而

營商環境和體制就排第二位。世界銀行對183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排

名中，2012年香港排名第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剛剛公佈的

《201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亦連續第二年以滿分100分榮登全球

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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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代表機構，
切實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有力地執行、
推進、落實各項中央對港政策，為促進香港繁
榮穩定，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做了大量實
事和好事，作出了重要貢獻。
根據中央政府的授權，中聯辦在香港合法行

使五項職權，即：(1)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
隊；(2)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的
中資機構；(3)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
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
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4)處理
有關涉台事務；(5)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
他事項。

行使五項職權 護港人福祉
香港回歸以來，中聯辦切實維護港人福祉，

忠實履行中央政府賦予的職責，特別是在促進
香港與內地在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
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就促進香港的繁榮發展
穩定，向中央政府建言獻策，支持香港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此
外，中聯辦貫徹中央對香港涉台問題的原則和
政策，與廣大港人一道，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發
展對台關係，協助和推動兩地各領域、各界別
的交流與合作，以造福兩地民眾，促進兩地關
係和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中聯辦在維護港人福祉，在「一國兩制」事

業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已經越來越得到香港
社會各界的認同、尊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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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黃金十年
香港12大成就

2008年下半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中央宣布推出包括金融合作、扶助

港企等14項措施，支持香港克服金融危機，繼續鞏固和提高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在中央的各項措施支持下，2004年至2011年間，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是同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近2倍。

中央大力支持內地企業來港上市，亦有很多國際企業通過來港上市

開通往內地市場的門戶，令香港成為世界IPO融資總額排第一的地區。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已達700家，佔香港上市公司的46.15%，總

市值約10.6萬億港元，佔香港股票市場總市值的57.65%和總成交金額的

70.15%。

香港人民幣業務於2004年啟動，至今，香港人民幣存款量已高達

5577.1億元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人民幣匯款總額截至2012年9月底為

1,771億元人民幣；兩地貨幣互換規模達4,000億元人民幣，成為全球規

模最大、影響力最高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香港在2003年沙士後，失業率一度見8.5%，但在中央政策支持下，

2007年底至2008年中已長期徘徊於3.2%至3.5%的低水平。儘管2008年

一場金融海嘯令失業率調頭回升，2009年中更升至5.5%的近年高位，

但特區政府即時推出針對性措施，加上中央政府放寬個人遊政策，帶

動香港經濟，令過去一年全年徘徊3.2%至3.4%「全民就業」的水平。

特區政府於2012年5月實施最低工資，並將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

為時薪28元，全港最底層打工仔的工資提升三成以上。

中央政府於2003年6月推動簽署CEPA協議，並於2004年1月1日正式實

施。香港對內地貨物出口從2003年的952億美元，激增到2011年的2,240

億美元，年均增長11.3%，較香港同期整體出口的幅度多8.5%。香港對

內地出口佔全部出口的比重，亦由2003年的42.6%增加到2011年的

52.4%，8年間共提升了約10個百分點。

中央政府於2003年7月正式開啟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試點。截至

2011年底，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累計達7,852萬人次，給香港帶來約

3,462億港元直接旅遊收入，連同間接收益更高達6300億港元，創造的

就業職位由2004年的1.9萬個增至2009年的5萬個。

為推進香港民主政制向前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29日

明確香港的普選時間表，即：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

會。2010年，在中央支持和各方努力之下，立法會以超過所規定的三

分二、近八成票數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香港政制穩步向前發展。

通過2011年區議會、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三場公平公正的選

舉，香港民主發展在邁出實質性步伐的同時，也發展和壯大了愛國愛港

陣營力量，落實了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原則，形成了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的堅實力量。愛國愛港陣營在各場選舉中，都能取得較多數

議席優勢，且逐屆收窄所謂「六：四」黃金得票比率。

在獲中央政策支持下，香港推出了涉及數千億元的十大基建項目，

包括港珠澳大橋、港深河套區、廣深港高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等項

目，為兩地日後的交通、商業及旅遊活動帶來極大方便，而為吸引更

多遊客來港的啟德郵輪碼頭，中央政府亦陸續推出多項配合郵輪旅遊

的新政策。

隨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新時期，港台關係也邁開了大步。2010年

4月，香港成立了「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台灣成立對口的「財團

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這兩個機構的成立，標誌㠥港台關係

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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