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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安排》補充協議十在本年1月

1日生效，增加及深化多個服務行業的內

容，可以更有利於本澳企業進入內地市場。

澳門金融業亦充分利用《安排》的優勢，

首家澳門銀行年初率先進駐橫琴設立代

表處。隨著橫琴各項基礎建設的加緊進行，

對各項金融及銀行服務的需求必有所增加，

可為本澳銀行業拓展空間帶來更大的商機。

2014年深澳合作會議在澳門舉行，兩地

簽署了《關於加强經貿交流與合作的協定》

及《旅遊合作備忘錄》。協議的簽訂，加

強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

的功能，並且為促進深澳兩地旅遊合作創

造有利條件。

1. 2013年《安排》成效總結

《安排》補充協議十在去年8月30日簽署，並

於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補充協議十除了深

化開放原有28個服務行業；繼續廣東省先行先試

政策；又進一步放寬地域限制至福建省；新增“合

同服務提供者”內容，以及加强貿易投資便利化方

面合作。《安排》簽訂至今，內地向符合條件的

“澳門服務提供者”放寬市場准入條件總開放措施

達到383項。《安排》補充協議十亦明確雙方將進

一步加强商品檢驗、質量標準領域的認證認可及標準化管理領域及知識產權

合作保護領域的合作。

貨物貿易方面，2013年全年利用《安排》出口到內地的總金額達1.1億

澳門元，較2012年的1.04億澳門元增長6.4%，共豁免稅款為1,053萬澳門

元，較2012年的929萬澳門元增加13.3%，主要產品為覆銅板、成衣及郵

票等。服務貿易方面，2013年發出了9張“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與

2012年發出數量一致，領取證明書的企業主要來自醫療及牙醫服務、會展

等行業。在專業資格考試方面，2013年共有119人考獲包括插花員、保育

員及中式烹調師等不同範疇和級別的國家職業資格證書，自2005年10月起

累計已達1,751人。另外，2013年身份證明局發出82份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明書，累計發出2,031份，這些證明書擬送交至內地設立個體工商戶的地點

主要集中在廣東省。

考慮到一些本澳居民及企業對於內地投資的法律及法規認知較少，以及

能夠及時掌握內地更多有關《安排》的發展情況，2013年在本澳舉辦多場

研討及座談會，如4月25日在澳門舉行的“2013中國投資政策研討會”，是

次研討會由國家商務部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合辦，目的是為了

讓澳門工商業界更深入地瞭解國家宏觀的經濟發展政策及方向，充分利用

《安排》的各項優惠政策，使本澳企業更好掌握往內地發展的新機遇，通過

內地與澳門的優勢互補，尋求更大的合作發展空間。

為了協助澳門工商界拓展內地市場，加強商標保護，經濟局通過工商總局邀請了多名專家來澳，於2013年11月12日

舉辦了“內地商標的審查標準及品牌權益保護策略”為主題的座談會，介紹內地商標註冊審查程序與審理標準，以及澳門

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品牌權益保護策略。除了讓澳門企業更進一步認識內地的商標註冊制度，運用品牌策略提高自身競爭

優勢，而且亦有利內地加強宣傳和推廣《安排》政策及措施。

此外，為有效推動《安排》在內地各省市的宣傳和落實工作，協助內地商務系統官員全面瞭解和掌握《安排》的內容，

商務部於11月19及20日在江蘇省南京市舉辦“2013內地商務系統CEPA培訓班”，為來自全國各省市共130多名商務系

統人員進行培訓，經濟局亦派員出席及講解本澳《安排》執行狀況。

《安排》每年的深化開放為兩地經濟融合作出重要的貢獻，使兩地貿易的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動力元素，不但能強化雙

方的經貿關係，而且更為兩地實現服務貿易全面自由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澳門特區政府一直支持本澳金融服務業利用《安排》進入內地市場，並根據本澳銀行業的狀況，積極爭取降低准入門

檻，2012年7月簽署的《安排》補充協議九，內容當中考慮到澳門銀行參與橫琴發展的業務需要，同意在橫琴開設銀行分

行或法人機構的澳門銀行年末總資產要求降至40億美元，為澳門銀行進入橫琴提供了優惠政策。

2014年1月24日，澳門一家銀行橫琴代表處舉行揭牌儀式，成為首家利用《安排》獲准進駐橫琴的外資銀行及澳門地區

銀行，根據國家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如要設銀行分行必需先設立代表處，一年後申請設立分行。該代表處的成立標誌著本澳

金融業在內地特別是在橫琴發展更上一層新的台階，並將成為推動橫琴新區建設及粵澳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展望未來

隨著橫琴的進一步加快發展步伐，可引領更多本澳銀行利用《安排》進入橫琴，澳門金融業將可拓寬更多的發展空間。

2. 首家澳門銀行利用《安排》進駐橫琴設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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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橫琴發展澳門項目評審委員會評定首批推薦進入橫琴園區的項目

佔地4.5平方公里的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區”於去年8月展開了為期3個月招商期，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共收到89個投
資橫琴計劃的申請(當中兩個項目為重覆申請，故此合共評審87個項目)。「橫琴發展澳門項目評審委員會」於本年1月6日至
8日及1月15日至16日舉行了工作會議，對申請項目進行初步評審及聽取了有關申請項目的介紹。其後，評審委員會通過分析
及討論，於4月14日公佈首批向橫琴推薦進入粵澳合作產業園的33個項目，申請項目內容多元化，包括文化創意、旅遊休閒
分別佔30.30%；物流、商貿和商務服務佔24.24%；科教研發佔9.09%；醫藥衛生、高新技術分別佔3.03%。

5.《橫琴新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正式公佈

3月27日，國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正式公佈了《橫琴新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以下簡稱《優惠目錄》)和相關政
策，對設在橫琴的鼓勵類產業企業將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凡是符合《優惠目錄》規定的企業，且其主營業務收
入佔企業收入總額70%以上的企業，均可享受上述優惠政策。《優惠目錄》分五大類共72條，其中高新技術類37條、醫藥
衛生類13條、科教研發類10條、文化創意類5條、商貿服務類7條。全部屬國務院批覆橫琴重點發展的產業類型，與橫琴的
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相配合。該項政策充分體現了對於橫琴打造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並起著推動與港澳融合發展的積
極支持作用。

有關上述《優惠目錄》內容，可瀏覽：

3. 2014年深澳合作會議在澳門舉行

2014年深澳合作會議於2月20日在澳門舉行，行
政長官崔世安、深圳市許勤市長及雙方代表出席會議。
會議期間，深澳雙方共同回顧了過去一年的合作成果，
並就推進下一階段合作達成共識。雙方表示，透過兩
地共同推進合作，在經貿、文化、旅遊及民生等領域
皆取得了實質性成果。此外，深澳合作在新一年，將
進一步藉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優勢，
共同拓展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繼續推進深澳兩地
旅遊更深層次合作；進一步深化兩地文化交流和文創
等領域合作。會後，深澳雙方簽署了《關於加强經貿
交流與合作的協定》及《旅遊合作備忘錄》。協議的
簽訂，更能令澳門發揮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
的功能，擴大對葡語國家更廣的領域合作，亦能為促
進深澳兩地旅遊合作創造有利條件。 深澳雙方代表出席2014年度合作會議（相片由新聞局提供）

6. 內地修改《公司法》為公司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提供法制保障

第十二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公司法》的决定，並於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公司法》的修改進一步降低了公司設立門檻，便利了公司准入及减輕投資者負擔，對鼓勵投資具有重要意義，是次修改的主
要內容包括：將註冊資本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取消關於公司股東應當在公司成立之後兩年內繳足出資、投資公司可在
五年內繳足出資的規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東不須一次足額繳納出資，公司股東可以自主約定認繳出資額、出資方式、出資期
限等，並且記載於公司的章程。此外，《公司法》放寬註冊資本登記條件，取消有限責任公司最低註冊資本3萬元，一人有限
責任公司最低註冊資本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註冊資本500萬元的限制。在登記事項與登記文件方面，同時亦進行簡化，
公司登記時不須再提交股東認繳出資額、公司實收資本等驗資報告。有關上述修改《公司法》全文內容，可瀏覽：

http://www.saic.gov.cn/ywdt/gsyw../zjyw/xxb/201312/t20131231_140870.html

http://www.szds.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szds/content.portal?contentId=E8B0BC4666D4B4A10CED2AF4A4B18545&categoryId=3099

7. 內地公佈《關於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放寬港澳台人士在內地設立醫院的規定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1月9日聯合公佈《關於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意見》提出，優先支持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加快形成以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為主體、營利性醫療
機構為補充的社會辦醫體系；實現公立、私立醫療分工協作、共同發展。《意見》進一步放寬境外資本在內地設立獨資醫
院的範圍；按照逐步放開、風險可控的原則，將香港、澳門和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醫院的地域範圍擴大到全國
地級以上城市。此外，《意見》亦指出，放寬服務領域要求；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入的領域，都要向社會資本開放；
放寬大型醫用設備配置；加快辦理審批手續；支持非公立醫療機構提升服務能力等。有關《意見》全文可瀏覽：

http://www.nhfpc.gov.cn/tigs/s7846/201401/239ae12d249c4e38a5e2de457ee2025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