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和2003年沙士疫情後，香港旅遊業遭受外圍經濟
疲軟衝擊，中央政府隨即推出一系列挺港措施。其中，最為港人津
津樂道的，是中央政府於2003年7月正式推出俗稱「個人遊」的「內
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政策。受惠於「個人遊」政策，在計劃範圍
內城市的內地人，可透過簡單的簽注手續前往香港。2003年7月28
日，廣東4城市率先試點起，其間陸續放寬「個人遊」城市，擴大

「個人遊」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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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內地進一步開放深圳戶籍居民可以一
簽多行來港。

「個人遊」對香港的經濟支持，成效有目共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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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實施至今10年，內地人赴港旅遊歷年屢創高峰，為香港帶來逾
3千億元計的經濟效益，推動了整體訪港旅客量屢創歷史新高，有效為
本港帶來強勁需求，催旺百業，創造了大量就業職位。旅遊發展局數字
顯示，過去10年內地來港旅客累積數目已超過1億人次，估計約2.7億內

地人口可透過「個人遊」計劃來港旅遊。2011年，兩地雙
向旅遊市場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雙向客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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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遊旺消費 香江百業振興

2003年春，香港面對沙士疫潮，香港經濟陷入低谷。中央政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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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一系列支持香
港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港人稱為「雪中送炭」。CEPA主體協
議於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香港產品進入內地開始逐步實行
零關稅政策，其後，幾乎每年都簽訂補充協議，對香港的開放
程度遠超內地現行的經貿政策。

擺脫沙士困境 戰勝金融海嘯

在去年香港回歸15周年前夕，中央繼續挺港，2012年6月29
日，內地與香港再簽署最新的CEPA補充協議九，今年1月1日
實施。10年來，1個主體協議、9個補充協議，CEPA將內地與
香港緊密聯繫在一起。CEPA內容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
貿易便利化三個方面，不斷擴大和深化兩地的市場開放領域，
為兩地帶來強大的經濟動力，取得了豐碩成果。按照WTO標
準，在貨物貿易領域，內地與香港全面實現自由化，服務貿易
也完全達到關於自由貿易協議應涵蓋眾多服務貿易部門的要
求。此外，CEPA亦有利於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大型跨
境基建項目加快興建進度，令內地與香港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
合作、交流更上層樓。

2008年9月，源自美國次按風暴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衍

生性金融產品泡沫爆破，金融體系再受衝擊，經濟呈現加速下
滑趨勢，失業率不斷攀升，外部需求顯著放緩，消費疲軟，投
資氣氛轉差，形勢嚴峻。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2008年底會見訪
京述職的前特首曾蔭權時鄭重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金
融經濟穩定，將繼續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妥善應對國際金
融危機的挑戰。同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曾蔭權時，
宣布推出包括金融合作、經濟合作、基礎設施等7個方面的共
14項強而有力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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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迅速採取行動，接連出
台的措施範圍廣、力度大，增強了香港各界同舟共濟、共克時
艱的信心，為挽救香港經濟的「及時雨」，有力地為香港紓解
民困，振興經濟。2009年10月，中央再出台5項措施，協助香港
應對金融海嘯的衝擊。

協助專才北上 港企宏圖大展

2012年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前夕，時為國家主席胡錦濤訪
港，再帶來一系列加強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的重大政策措施，
進一步顯示了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
既有利於香港，也有利於國家，推動兩地互利合作邁上新台
階。

過去10年，香港多個專業界別紛紛北上發展，逾半業務遍布
內地，但礙於體制不同和關卡重重，一直無法在內地獨立執業
開業。隨 中央在回歸後推出一系列挺港措施，為香港專業服
務業北上發展創造更好條件。CEPA和「挺港36條」等中央惠
港措施，均大力降低香港專業服務業進入內地的門檻，以金
融、法律、會計、規劃建築、醫療、教育等為主體的專業服務
開放便利措施不斷推出，香港專業人士北上執業漸成潮流。

特區政府並已取得中央支持，在廣東及泛珠其他省區實施更
多CEPA「先行先試」措施，擴大對香港企業開放市場。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2013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的按年

實質增幅為2.8%；2013年3月至5月，整體就業人數創新高，達
3,735,500人，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為3.4%，維持近年低位；
2013年5月領取綜援的個案總數下降至266,510宗，為過去10年
最低。

CEPA強勁動力 領港走出低谷

香港回歸16年來，祖國始終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

盾。在國家的強大支持下，抵禦住了多次內外驚濤駭

浪，在逆境中自強。這些年來，國家推出惠港挺港措施

從未間斷，包括CEPA、個人遊以至將香港納入國家

「十二五」規劃，提升香港發展的戰略高度等，推動了香

港和內地合作更緊密，香港即使歷經沙士、金融風暴、

歐債危機，都能處變不驚，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市民生

活持續得以改善。

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香港的繁榮穩定與中央政

府的支持密不可分，港人在中央關懷支援下，和祖國人

民共同見證「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更目睹了祖國全面

騰飛、民族偉大復興，此時細訴回歸情，重溫中央挺港

措施，共織「中國夢」，祖國、香港未來必更壯麗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於2004年正式開展人民幣零售業務，港人可開納人
民幣存款帳戶，但本港人民幣業務發展一日千里，這受惠
於中央明確支持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的政策。面對金
融海嘯衝擊，中央政府於2008年宣布的14項挺港措施中，
支持香港發展人民幣作貿易結算貨幣是其中一大亮點，為
香港邁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建設的第一步。

2011年，中央提出的「挺港36條」更進一步提到，將跨
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範圍擴大至全國、人民幣境外合格
機構投資者（RQFII）及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FDI）
等。去年6月本港回歸15周年前夕，中央再宣布支持探索
深圳前海先行先試，進一步提高RQFII的額度，擴大試點
範圍，放寬投資比例限制等，令本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深
度及闊度進一步加深。自2013年3月起內地當局允許更多
金融機構申請RQFII資格及放寬RQFII基金的投資限制
後，市場參與者和人民幣產品都相應增加，進一步促進香
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

自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推行以來，現時本港人民幣產品
五花八門，本港人民幣資金池快速增長，由2009年底的
627.18億元人民幣，於短短3年多的時間內，大幅增加逾
10倍至今年5月的6,985億元人民幣。其間兩地貨幣互換規
模達4,000億元人民幣，令本港一躍成為全球最大離岸人
民幣中心，更成為中資企業上市及走出去的首站。

今年6月，特區政府並推出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定
價，提供可靠基準作為貸款產品的定價參考，促進離岸人
民幣貸款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這些措施都奠定了香港日後
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全球地位，也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

開展人幣業務 力抗金融海嘯
香港回歸以來，金融市場發展更上層樓，其

中，中資企業來港集資的貢獻，中央政府支持
功不可沒。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金融市場不
斷擴大發展，中央多年來大力支持內地企業來
港上市，不少跨國公司亦希望透過於香港上
市，提高在國內的知名度及打開內地市場，內
地大型國企民企成為來港上市集資的生力軍及
主力軍，令香港曾連續三年首次招股集資額

（IPO）冠全球。
20年前，青島啤酒首隻H股在香港上市，

開啟了往後H股來港上市集資的熱潮。其

後，香港IPO市場的集資總額逐年上升，
1993年H股及紅籌股等中資股份佔香港主板
市值不足5%，但到1997年回歸時已增至
16.29%，2008年時一度高見54.57%，2010年
更達到高峰，IPO集資總額高達4,500億元。
雖然受外圍經濟影響，加上不少國企已經來
港上市，國企來港集資額開始放緩，然而，
隨 中證監於去年底宣布，擬進一步放寬境
內企業境外發行股票及上市的條件，放寬中
小企來港上市門檻，可望再為本港集資市場
注入新動力。

國企來港上市 鞏固金融中心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在區域合作和國際社會發
揮了不同角色，讓港人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

2006年11月，曾任衛生署署長的陳馮富珍，
獲中央政府提名，獲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是中國人第一次在聯合國機構中擔任最高負責
人的職位，港人與有榮焉。去年，陳馮富珍再
由中央政府推薦，順利連任。

海牙會議是國際司法界中主要的全球性政府
間組織，致力發展和提供多邊的國際司法工具

（一般稱為《海牙公約》），應付全球需要。在
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2012年4月，
香港獲選成立亞太區辦事處，這是海牙會議繼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拉丁美洲辦事處後所設的第
二所區域辦事處，也是亞洲區內首間辦事處，
標誌 國際機構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任，以及
香港作為區域性法律服務中心的地位。

中央並全力支持香港「走出去」，擴大經貿
合作的空間。中央政府過去便高度重視並積

極 支 持 香 港 加 入 中 國 — 東 盟 自 貿 區
（ACFTA）。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表
示，中國支持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加入中國
—東盟自貿區，並願意與東盟就此問題加強
溝通。經商務部推動，東盟方面於2011年11
月接受了香港加入的正式申請並積極研究。
今年4月，東盟與香港最終同意尋求締結雙邊
自由貿易協定1，加強與東盟十個成員國的經
濟夥伴關係，為香港商界創造新機遇，並推
動長遠經濟增長。

外交領事保護 拯港人於危難

中央也十分關注港人在外的聯繫和領事保護
工作。領事保護涉及每一位海外的中國人，包
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切身利益，也是外交工作的
重要方面。其中，涉港領事保護任務的領保工
作便形成了外交部、港澳特區政府有關部門、
外交部駐港澳公署和駐外使領館的四位一體機
制。港人在外遇到安全風險時，中央便給予全
力救助。今年2月，9名港人在埃及熱氣球事故
遇難，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即時成立事故處理工
作組，外交部亦派出一個5人小組，趕赴當地
善後。2年前埃及政局動盪，中央政府便派包
機接回了滯留盧克索的169名港人。2010年8
月，菲律賓馬尼拉發生人質事件，8名港人遇
難，當時中國外交部派遣工作組赴菲協助使館
善後，外交部長楊潔篪致電菲律賓當局交涉，
要求菲方徹查事件並全力搶救受傷人員，確保
在菲中國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

參與國際事務 挺港擔當重角
2011年3月，中央公布「十二五」規劃綱要，香

港部分歷史性地首次單列成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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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提到，要「鞏固和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並「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
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同時提升香
港的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
的世界級城市群，當中對於香港未來發展的準確定
位和詳細闡述，令香港社會倍感振奮。

綱要具備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進一步

加強和內地的經濟合作關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重
視。特首梁振英今年4月訪京拜訪商務部及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後表示，在落實「十二五」規劃綱
要方面取得積極的階段性進展。其中，特區政府會
配合發改委進行全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中期評
估，聽取香港業界訴求，以便在未來兩年內執行綱
要時，能如實令業界受惠。

同時，特區政府也會參加制定「十三五」的前期
工作，彰顯中央對香港戰略地位的高度重視，讓香
港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十二五」規劃 香港單列成章

內地在回歸前後，一直向香港定供應各類蔬菜、
肉品等副食品。目前，內地 供港豬、牛、雞佔香
港市場的70%以上。

風雨無阻 不缺不斷

2008年初，南方大面積暴雪，鐵路運輸一度告
急，當時包括商務部在內的多個部門第一時間召
開緊急會議，研究供港鮮活農產品緊急保障措
施；熱帶風暴季節，相關部門也積極制訂預案，
力保供港食品品種齊全，質量新鮮，數量充足。
近年每逢春節等重大節假日，商務部均派出副部
長到本港調研內地農副產品供應情況，又會同有
關部門出台建立24小時聯繫機制等多項措施，確
保供港農副產品「不缺、不短、不斷」。習近平
和溫家寶等領導人更曾多次要求全力做好供應香

港農副產品工作。中央一直保證供港食品穩定和
質量安全，儘管回歸以來內地經歷多場極端天
氣，但供港食品制度不僅經受住考驗，且物資從
未間斷，真正體現中央對本港關懷無微不至，成
為中央挺港的明證。

與內地食品安全管理體制不同，供港食品的監
管系統相對獨立：產品從生產到運輸、出口，均
由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全程監管，商務部系統則
負責生產基地的資質審查。供港鮮活農產品均來
自全國最優質的種植場和養殖場，在嚴格的監管
之下，供港食品成了「安全食品」的代名詞。去
年以來，市民關注內地供港活牛成本高企，中央
有關部門便表示會深入研究改革供港活牛的體
制，在安全的情況下簡化流程，降低新鮮牛肉成
本，積極回應港人訴求。

供港食品優先 確保高質安全

2003年初，香港爆發沙士疫潮，港人陷於水深火
熱。當年共有1,755人感染沙士，其中299人死亡。
期間，中央政府無私支持香港抗疫，體現了中央對
香港的關愛。

當年，香港尚未準確掌握沙士病毒前，社區已爆
發疫情，感染及死亡個案不斷上升。由於內地較香
港早發現沙士，並已成功研發沙士病毒抗體試劑，
當香港出現疫情時，內地遂提供試劑辨識患者及進
行隔離治療，協助香港在2周至3周內成功培植病
毒，並以「聚合 鏈反應」進行檢測，大大提高準

確性，協助香港及早識別沙士患者。
雖然內地當時同樣處於抗擊沙士的艱難時刻，但

是中央仍然緊急調撥大量醫療防護物資支援香港，
與港人攜手抗疫。港人憑藉團結和堅強信心，以及
內地無私援助，持續數月的沙士疫情，終被控制。

港人在祖國支持下，回歸多年來克服重重疫潮難
關，雖然其後亦再次敲響豬流感、H7N9禽流感疫
症警鐘，考驗了醫療體系，但香港和內地有 沙士
合作攜手抗疫的傳統，加強檢視了監控網絡和醫學
交流，更有利於今後兩地防控感染工作。

沙士疫魔侵襲 內地醫藥支援

在中央支持下，廣東省和香港特區政府於1998年建立了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2009年，國家發改委公布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10年廣東省與
香港特區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為香港及泛珠三角
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建立了制度框架，搭建了政策平
台，有力地促進了香港經濟發展。

為加強泛珠三角的區域合作，中央政府批准實施《珠江
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橫琴總
體發展規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南沙新區發展規劃》，支援廣東省與特區政府簽署

《粵港合作框架協定》，明確了粵港合作的重點領域，並出
台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促進粵港兩地共同打造
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和世界先進製造業、先進
服務業基地。

為貫徹落實有關政策措施，中央政府推動建立了多種多
樣的合作機制，包括粵港、滬港、京港等綜合性的區域合
作機制，圍繞CEPA實施、人員往來、貨物流通、金融監
管、衛生及環保、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等具體工作範疇建立
的合作、協調或通報機制等。這些機制，在支持香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兩地經濟交流與合作方面發揮了積

極的作用。

粵港攜手合作 共舞南沙前海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粵港兩地共同實施CEPA及服務
業開放先行先試政策措施，攜手推進南沙、前海等重點合
作平台建設，加快推進港珠澳大橋、廣深港客運專線等跨
境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深化教育、醫療及民間團體交流合
作，聯手推進在粵的港資企業穩定發展、加快轉型，各領
域合作務實推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2010年，滬港兩地正式簽署了《加強滬港金融合作備忘
錄》，就證券市場發展、債券市場發展、鼓勵和支持金融
機構互設、金融人才培訓和交流方面加強合作，體現兩地
謀求互利共贏的願景和共識。雙方準備今年7月份上海世
博期間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會議。另外，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港交所）於去年一月簽
訂更緊密合作協議，兩所管理層定期會晤交流，以促進滬
港交易所持續緊密合作。

2013年，特首梁振英向中央政府建議，將中央賦予香港
與廣東的「先行先試」政策，拓展到香港與泛珠區域以及
廣西自治區之間，並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

推動泛珠合作 拓港發展腹地

中央政府一直是香港維持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2010年，源
自歐元區國家的歐債危機，開始陷入嚴峻局面，全球經濟體系
繼亞洲金融風暴、美國金融海嘯後再受衝擊，美歐經濟低迷，
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穩。2011年，歐債危機持續惡化，全球經
濟復甦乏力，香港發展進一步受到嚴重阻礙。

2011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率領中央代表團訪港
時，更公布中央政府全方位地推出6大方面的「挺港36招」，涵
蓋金融、經貿、民生、旅遊、食物、能源供應、醫療服務多方
面；既有宏觀經濟謀篇，也涉及百姓生活點滴，不僅有助香港

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疲弱的挑戰，也讓香港在國家「十二
五」規劃中的定位與功能更清晰，盡顯中央對香港的強大支
持，增強港人抗禦外圍經濟危機的信心。

李克強到訪 帶來「大禮包」

在李克強的大力推進、中央部委密切配合下，「36招」宣布
兩個月後，無論在天然氣供港、引入更多內地牛肉豬肉供港等
民生領域，以至在兩地科技合作方面均取得實質進展。在外商
直接投資（FDI）、推動內地企業來港發人債等金融領域方面均
已落實或部分落實。今年3月，獲選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傳
媒表示，希望香港用足用好「大禮包」，反映中央政府對香港
的關心。

特區財經事務局局長陳家強早前在總結首年落實「36招」的
成績單時指，「36招」中的多項措施，在政策出台後一年內相
繼落實，相關產品也陸續出台，包括跨境ETF、RQFII等，人
民幣國債亦常規地在港發行，最令人鼓舞的是人民幣「回流機
制」成功確立。2011年，人民幣FDI佔香港所有FDI總數的
12.1%，約900億元人民幣；到去年首季，有關佔比急升至
25.3%，第二季即使環球經濟轉差，但人民幣FDI的佔比仍有
24%，首兩季涉及的人民幣FDI金額為470億及448億元人民幣，
即合共918億元人民幣。換言之，2012年上半年人民幣FDI的總
額，已超過2011年的全年。

歐債危機衝擊 中央36招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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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CEPA東風，香港產品熱賣京城。

■內地開放個人遊，振興香港旅遊業。

■中央「挺港36招」涵蓋金融、經貿、民生等多個領域。

■自2004年開始，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發展一日千里。

■在中央支持下，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

■回歸祖國16年來，香港在中央政府強力支持

下，社會日益繁榮穩定，東方之珠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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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挺港十舉措 東方之珠更璀璨
■回歸祖國16年來，香港在中央政府強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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