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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內
容

1.“內地與澳門會展業合作發展
研討會”於澳門舉行

隨著本澳會展業的進一步發展並與內
地業界的交往日益加深，本地經濟正朝適
度多元化及有效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
方向邁進，國家商務部及經濟局於12月上
旬共同主辦“內地與澳門會展業合作發展
研討會”，給予兩地業界更多的交流及發
展商機。內地與港澳在知識產權的推廣及
交流上合作緊密，三地在10月於本澳聯合
舉辦“2010年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介紹三地知識產
權的最新發展，三地知識產權專家、學者
以及企業代表共同探討節能減排等政策，
以及環保產業在帶來龐大商機的同時所帶
出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本澳物流業界出
席在台灣舉行的“第七屆兩岸四地物流合
作與發展大會”，會上探討因應內地與港
澳台先後簽署了《安排》及「兩岸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ECFA），內地市場對港
澳台進一步開放，將帶來兩岸四地商品物
流合作的商機。

為配合全面落實《安排》、積極推動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化、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深

化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角色，由國家商務部台

港澳司支持，國家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及

經濟局共同主辦，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澳門

展貿協會、澳門廣告商會協辦的“內地與澳門

會展業合作發展研

討會”於12月6日

在澳門舉行。

經濟財政司譚伯

源司長、中央人民政

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高燕副主

任、國家商務部台港

澳司陳碧月副巡視

員、經濟局蘇添平局

長及國家商務部流通

產業促進中心徐敏副

主任主持研討會開幕

儀式。

為進一步加強

內地與澳門會展業

合作機制，國家商

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與澳方業界代表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澳門展貿協會及澳門廣告商

會，簽署了關於會展業合作備忘錄。

是次研討會分為專題演講及專題研討兩部份。來自兩地的會展業專家，包括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女士、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北京市分會副會長儲祥

銀先生、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會長李志忠先生以及亞太會展研究中心主任陳金鈸先生圍繞澳

門會展業的發展策略以及與內地合作發展的機遇等主題發表了演講。

透過研討會、考察本地會展場地及互動交流等方式，為兩地會展業界搭建溝通交流平

台，加強兩地業界的聯繫，協助業界充份利用《安排》內有關會展領域的優惠政策，拓展商機，

積極探討引入內地知名品牌展會來澳舉辦的可行性，從而提升本澳業界的辦展能力及水平。 

2.“2010年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於澳門召開

為促進內地與港澳地區知識產權事業健康有序地發展，提升企業知識產權管

理水平，以及加深企業對環保及創新科技產業有關知識產權問題之了解，經濟局

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於10月27日聯合舉辦“2010

年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鮑紅、香港知識產權署署長

謝肅方、經濟局局長蘇添平及兩岸三地代表團出席研討會，並邀請了來自內地、

香港與澳門特區的知識產權專家、學者以及企業或商會的代表擔任主講嘉賓。除

介紹三地知識產權的最新發展外，因應全球各經濟體系積極推行節能減排，提高

能源效益和開發材料，新能源等政策，會上探討了環保產業在帶來龐大商機的同

時所帶出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此外，創新科技現時為三地積極推動的優勢產業

之一，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及高新科技的可持續性，就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制

度，為高新科技產業提供良好發展環境，因此會上亦探索及討論了知識產權如何

配合創新科技引領經濟發展，成為未來競爭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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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岸四地物流合作與發展大會”於台灣舉行，探討 “善用ECFA機制，並創大中華物流商機”

6. 河南鄭州赴澳門招商引資市情推介會

由鄭州市委市政府主辦，市海外聯誼會、市商務局承辦的“河南鄭州赴澳門招商引資市情推介會”於11月15日在本澳舉行。

會上鄭州市商務局常務副局長趙新民介紹了該市近年經濟及產業發展情況。作為河南省省會的鄭州，依托河南省在中部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成為

中部地區的重要中心城市，再加上鄭州優良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自然資源及較低的要素成本，為當地企業贏得發展先機，亦帶來成本及競爭優勢。隨

後鄭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林賀介紹該市目前重點發展的產業項目，包括汽車製造、物流商貿、電子信息產業以及文化創意旅遊等，並希望藉着

與澳門企業家多交流，澳門企業能多到鄭州考察，投資設廠，促進鄭州和澳門經濟發展。經濟局代表介紹未來澳門將繼續深化區域經貿服務平台建

設，有效融入內地經濟。特區政府將把握旅遊服務業發展優勢，打造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致力推動會展、物流等新興產業發展，令澳門經

濟邁向適度多元。同時鼓勵鄭州企業利用澳門的經貿服務平台，將商品推廣到歐美等國家。最後鄭州及澳門多家企業於會上就房地產開發、酒業、電

子科技等範疇簽署了八份投資意向書。

7. 泛珠三角機場戰略合作研討會在澳門舉行

澳門民航學會及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合辦的《泛珠三角機場戰略合作與澳門民航業的發展機遇》研討會於9月14日舉行。澳門機場專營公司企

業顧問及合約暨營運管理部總監安達豪、中國航空運輸協會市場研究部部長朱慶宇、澳門機場專營公司基建發展部總監許家文、澳門民航學會副理事

長唐繼宗分別就《Airport Cooper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of Macau Aviation Development》、《全球化下澳門航空業發展機遇》、《“9+2”區

域機場合作、MIA基建簡報》、《從全球旅遊發展大趨勢探討珠三角民航客運服務發展》等題目作專題演講。當中有主講者表示，隨着“9+2”區域

機場合作啟動，珠三角五大機場的合作範圍將擴展到九省市和港澳特區，合作空間大增，將更有利澳門機場和區域內整體經濟的共同發展。

由兩岸四地物流業相關協會，包括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台灣物流協會、香港

物流協會、澳門物流貨運聯合商會等組織的“第七屆兩岸四地物流合作與發展大會”，

已於10月11日至13日在台灣桃園市舉行，本年大會主題為「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後，

四地物流發展的契機與挑戰」。因應內地與港澳台先後簽署了《安排》及「兩岸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ECFA），內地市場開放帶來龐大的商品及服務貿易商機，引發了產

品製造產業鏈及配送方式的重新佈局，對物流業的衝擊至為巨大，以此為基礎，兩岸

四地的業者在會中除介紹了最新的物流業環境及發展趨勢，於大會第二天的議程中亦

集中討論了ECFA簽訂後兩岸物流業今後的發展方向。
部份澳門代表於研討會中合照

4. 經濟局協辦“北京─澳門經濟合作推介洽談會”

以“魅力北京、相約澳門”為主題的“北京─澳門經濟合作推介洽談會”於10月下旬 “第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期間舉行；

會上，京澳雙方共同探討兩地經濟發展現況和未來合作前景，希望借助澳門作為服務平台，藉以開拓葡語系國家和歐盟市場的機遇，並建立兩地政

府間合作的有效機制和渠道。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劉志表示，透過參與澳門的大型經貿活動，對加深北京與澳門經濟合作多元化、開展全方位多領

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洽談會上推介了北京旅遊產業、食品產業及文創產業等項目；同時，亦舉行了京港澳三項合作協議的簽約儀式，會後，來自北京食品、高科技

及投資領域的30多家企業與澳門企業進行相互的洽談活動。

雙方代表在會上討論有關產品安全領域的合作

5. 國家質檢總局與經濟局在新疆舉行有關產品安全本年度第2次會議

國家質檢總局與經濟局於9月27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舉行了

“產品安全工作小組2010年度工作會議”，會上彼此回顧了過去一年來兩地產品安

全合作內容，並對本年兩地有關領域合作方向、計劃等方面作深入探討；雙方同意

在原來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技術協助，繼續擴大在訊息通報、市場監督等環節的合作

空間，有關會議由國家質檢總局檢驗監管司司長王新主持。

會上雙方就服裝標準認可、當前產品質量監管工作形勢、產品安全與區域貿易

發展、市場流通產品的質量及安全情況、兩地不合格產品通報表格補充資料進行了

交流，其中在制訂服裝安全標準方面，內地方承諾將給予澳方協助。此外，雙方亦

就本年度技術交流培訓及下一次年會時間地點達成共識；技術培訓可在國家質檢總

局及澳門中檢專家協助下，將於本年下旬或明年舉行，具體培訓內容暫訂以特種設

備安全、食品標籤及食品添加劑、國內產品安全政策與法規講解等主題；而明年會議則暫訂於明年五月在內地舉行。

此外，雙方在會上亦對如何構建預檢制度及快速通關制度等問題，作出討論。透過這次會議，進一步加強雙方在產品安全品質領域的理解與合

作，為共同保護兩地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促進貿易發展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