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年来，1 个主体协议、9 个补充协议，
CEPA 将 内 地 与 香 港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
2004 年 1 月 1 日，CEPA 主体协议正式实

施，其后香港和内地几乎每年都签订补充
协议。CEPA 对香港的开放程度已远超内
地现行的经贸政策，亦高于内地签署的其
他自贸协议。

CEPA 主协议由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
政府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正式签署，内容包
括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
易市场准入、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 3 个方
面。CEPA 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入世后香
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出现历史性的变革。

香港居民可在内地“开店”。CEPA
《补充协议一》于 2004 年 10 月签署，根据
这一协议，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内地对

《第二批内地对原产于香港进口货物实行
零关税的产品清单(现有生产产品)》中列
明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允
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照内
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无需
经过外资审批。

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CEPA《补
充协议二》于 2005 年 10 月签署，在 2003
年签署的“安排”和 2004 年签署的“安排”

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内地进一步扩大对香
港开放；CEPA《补充协议三》于 2006 年 6
月签署，进一步在服务贸易领域对香港扩
大开放，并加强与香港在贸易投资便利化
领域的合作。

开放措施涵盖 28 个服务领域。CE-
PA《补充协议四》于 2007 年 6 月签署，协议
涵盖 28 个服务领域的开放措施，在金融合
作、会展合作和推动专业人员资格互认方
面也有新的合作内容。

推出 3 项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CE-
PA《补充协议五》于 2008 年 7 月签署，在服
务贸易方面，内地将在 17 个领域共采取 29
项具体措施，进一步对香港扩大开放。同
时，还推出了 3 项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和 2
项专业资格互认措施。

服务贸易开发涵盖香港多个优势行
业。CEPA《补充协议六》于 2009 年 5 月签
署，协议扩大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开放和
经贸合作，使 CEPA 涵盖的服务领域总数
由 40 个增至 42 个，包括旅游、银行、证券、
法律、运输、创意产业等香港多个具有发展
优势的重要行业。

医疗和旅游业受惠最大。CEPA《补充
协议七》于 2010 年 5 月签署，进一步就开
放服务贸易和增强投资便利达成协议,推
出 35 项新措施,其中以医疗和旅游业受惠
最大。

文化教育服务列入开放清单。CEPA
《补充协议八》和 CEPA《补充协议九》，在
相距不到一年时间内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和 2012 年 6 月签署，新增加了跨学科的研
究与实验开发服务，与制造业有关的服务，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
教育服务 4 个开放领域，在法律、建筑、会
计、医疗、银行、证券、保险等 28 个领域新
增 60项开放措施。

通过不断地补充和完善，CEPA 及其 9
个补充协议已经形成了内地对香港较为系
统的开放体系。按照 WTO 的标准，在货物
贸易领域，内地与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自
由化，服务贸易也完全达到了关于自由贸
易协议应涵盖众多服务贸易部门的要求。
到“十二五”末期，通过 CEPA，内地对香港
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一个可以预
期的目标。

CEPA 十年回顾——

建成两地经济互动制度化平台
本报记者 廉 丹

第三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将于

4 月 25 日在香港举行。今年正值两地 CEPA 签署 10 周

年、两岸 ECFA 签署 3 周年,两地和两岸的经贸交流与

合作正在深层次发展，在此时刻，“三经”财经高峰论坛

的成果更加值得期待。

10 年前，CEPA 在香港正式签署，之后又陆续出台

了补充协议，不断扩大和深化内地与香港间的市场开

放领域。事实证明，CEPA 的实施不仅为香港提供了

庞大的市场和商机，促进香港制造业和服务业多元化

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内地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目

前，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

存度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最新统计显

示，仅 2013 年第一季度，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 109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4%。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 10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4%；内地自香港进口 42.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8.4%。

同样，ECFA 的签署也为两岸经济融合提供了千

载难逢的机会。近年来，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EC-

FA 早期收获计划全面实施，效益明显扩大。在外部经

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去年两岸贸易仍然达到创纪录

的 1689.6 亿美元。台商对大陆投资实际到位金额 2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大陆企业赴台投资金额 6.94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今年第一季度，大陆与

台湾进出口贸易额为 51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5%。

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 9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0%；

大陆从台湾进口 417.1亿美元，同比增长 50.3%。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

国际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世界经

济格局正面临深刻调整。为应对全球经济的新形势，

两岸和香港财经界、企业界如何进一步利用好 CEPA

和 ECFA 带来的政策便利，加强经济整合，在当前尤为

重要。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第三届

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聚集两岸及香港

财经、企业界高端权威人士，探讨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上的互利合作，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无疑将对促进两岸

及香港的经贸交流合作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能谋势者

必有所成
□ 毛 铁

仿佛转瞬间，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
财经高峰论坛已举办到第三届了。3 年间，

“三经论坛”从无到有，在两岸及香港形成
了广泛的影响力。如今，“三经论坛”作为
无可替代的“交流名品”，在两岸及香港经
贸合作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么，“三经论坛”品牌是靠什么成就的呢？

成就“三经论坛”品牌，

靠的是顺应民意

3年来，两岸及香港大交流、大合作的呼
声和方向得到了充分的践行与检验。3 年
间，两岸及香港民众在大交流、大合作的时
代背景和方针鼓舞下，你来我往，络绎于途。

“天下之势，以渐而成；天下之事，以积
而固。”3 年前，现任外交部长、时任国台办
主任王毅，首倡两岸及香港 3家《经济日报》
合作交流，并给予了众多支持与帮助。3 年
后，3 家《经济日报》已将“三经论坛”办成了
3 地合作交流“名品”，搭建起一个两岸及香
港民众凝聚共识的平台，让更多人成为了
大交流、大合作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两岸及香港的
民众都珍藏一个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也
因此都有义务推动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所
言：香港人已经遍及内地与台湾许多城市，
从多方面参与了内地与台湾城市的建设和
发展。现在，香港人要同国家其他地方的
人民一起共圆“中国梦”。

无论是论坛现场上的“坐而论道”，还
是日常交流中的“坐言起行”，都离不开深
植于每个人心头的“中国梦”。以“中国梦”
为起点，“三经论坛”力求成为两岸及香港
规模庞大、内容丰富、人数众多、交流广泛
的盛会。这个来之不易的品牌，从“心”开

始，亦让我们在合作交流中“心心相印”。

成就“三经论坛”品牌，

靠的是成果丰硕

两岸及香港目前的良好合作局面，是
由 3 地民众共同创造出来的，成果也自然
由 3 地 民 众 共 同 享 受 。 每 年 的“ 三 经 论
坛”，都会详解最新的政策，阐述最优的选
择，力求为两岸及香港民众多办实事、多办
好事。

第一届论坛提出培育两岸及香港产业
新亮点，共同打造中华民族自主品牌；加强
两岸及香港金融监管合作，开发更多金融产
品；借鉴台湾与香港经验，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加大创新领域的合作力度，重视人才
培养与认证，等等，引起了各界高度重视
和充分肯定。

第二届论坛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复杂
的国际经济形势给两岸及香港经贸合作
带 来 的 挑 战 与 机 遇 ，提 出 要 加 速 推 进
ECFA 后续重要议题的协商；加快推进
两岸及香港金融业的开放与合作，建立
两 岸 货 币 清 算 机 制 ；放 宽 陆 资 赴 台 限
制 ；构 建 两 岸 及 香 港 通 信 产业“智慧联
盟”等内容，对进一步推进两岸及香港经
贸合作作出有益探索，其影响超出了预
期。论坛形成的许多共识，如今已经结
出了果实，变成了现实，“把实事办好，把
好事办实”的理念，得到了两岸及香港民
众口碑的检验。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为民增利是举
办论坛的目标。连办 3 届的“三经论坛”一
届比一届更趋务实，更趋重视，让两岸及香
港民众共享改革红利，也因此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民意认同。品牌效应深植两岸及香
港民间，顺理成章。

成就“三经论坛”品牌，

靠的是不断创新

正是捕捉到和遵循着两岸及香港交流
合作逐渐累积的量变，“三经论坛”在每一
年都会安排新的富有针对性的议题，以满
足两岸及香港不断增长的交流合作需求。

即将开幕的第三届论坛，对议题进行
了调整与创新。论坛将致力于中国城镇
化建设的探讨，就两岸及香港经济的共同
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衔接的适当方
式和可行途径进行务实交流。另外，论坛
还设置金融领域政策沟通和协调的议题，
致力于提高合作效益，增强经济合作的前
瞻性和协调性。从论坛举办形式上看，参
与更广泛、活动更丰富，扎得更深也做得
更实。正是这些每一年都适应当下交流
形势应运而生的一系列创新，让“三经论
坛”的魅力具有了可持续性，生命力日益
强大。

“‘三经论坛’从品牌走向名牌绝不是
偶然，是时势使然、民心使然。”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在第二届论坛上
作出这样的表示。在这个追逐梦想、大胆
创新、亟需合作的时代，“三经论坛”将对两
岸及香港未来发展最有决定权的基层民众
凝聚在一起。这个“品牌”，立足于两岸及
香港民众同根同源、同袍同泽；这个“品
牌”，立足于进一步增强两岸及香港民众的
共识和凝聚力。

““三经论坛三经论坛””
靠什么成就品牌靠什么成就品牌

——写在第三届两岸及香港写在第三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召开之际财经高峰论坛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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