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与内地与内地与内地与澳门澳门澳门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关系的安排关系的安排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十十十十 

 

 为进一步提高内地①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
门”）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根据： 
 2003 年 10 月 17 日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  
2004 年 10 月 29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 
2005 年 10 月 21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二》； 

2006 年 6 月 26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三》； 
2007 年 7 月 2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四》； 
2008 年 7 月 30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五》； 

2009 年 5 月 11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六》； 
2010 年 5 月 28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七》； 
2011 年 12 月 14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八》； 

2012 年 7 月 2 日签署的《〈安排〉补充协议九》； 
双方决定，就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对澳门扩大开放、加

强金融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签署本协议。 

一、服务贸易 
（一）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内地在《安排》、《〈安排〉

补充协议》、《〈安排〉补充协议二》、《〈安排〉补充协议三》、

《〈安排〉补充协议四》、《〈安排〉补充协议五》、《〈安排〉

                                                        
① 《安排》中，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 



补充协议六》、《〈安排〉补充协议七》、《〈安排〉补充协议八》
和《〈安排〉补充协议九》开放服务贸易承诺的基础上，在

法律、建筑、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房地产、市场调研、技
术检验和分析、人员提供与安排、建筑物清洁、摄影、印刷、
会展、笔译和口译、电信、视听、分销、环境、银行、证券、

医院服务、社会服务、旅游、文娱、体育、海运、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货代、商标代理等 28 个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入的条件，新增加复制服务和殡葬设施的开放措施。具体内

容载于本协议附件。 
（二）本协议附件是《安排》附件 4 表 1《内地向澳门

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安排〉补充协议》附件 3《内

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安排〉
补充协议二》附件 2《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
的补充和修正二》、《〈安排〉补充协议三》附件《内地向澳

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三》、《〈安排〉补
充协议四》附件《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
充和修正四》、《〈安排〉补充协议五》附件《内地向澳门开

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五》、《〈安排〉补充协
议六》附件《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
修正六》、《〈安排〉补充协议七》附件《内地向澳门开放服

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七》、《〈安排〉补充协议八》
附件《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
八》和《〈安排〉补充协议九》附件《内地向澳门开放服务

贸易的具体承诺的补充和修正九》的补充和修正。与前十者



条款产生抵触时，以本协议附件为准。 
（三）本协议附件中的“服务提供者”，应符合《安排》附

件 5《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的有关规定。 
（四）本协议附件中的“合同服务提供者”，是为履行雇主

从内地获取的服务合同，进入内地提供临时性服务的持有澳

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其雇主为在内地无商
业存在的澳门服务提供者。合同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期间报酬
由雇主支付。合同服务提供者应具备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学

历和技术（职业）资格。在内地停留期间不得从事与合同无
关的服务活动。 

二、金融合作 

积极支持符合资格的澳门保险业者参与经营内地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对澳门保险业者提出的申请，将根
据有关规定积极考虑，并提供便利。 

三、贸易投资便利化 
（一）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商品检验、动植物检验检疫、

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领域的合作，

并据此将《安排》附件 6 第五条第（二）款第 4 项认证认可
及标准化管理增加以下内容: 

“（1）推动粤澳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服务的检测认证结果互

认。 
（2）按照具体认证的要求，推动粤澳自愿认证的认证

检测结果互认。 

（3）对于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检测认证结



果互认问题，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安排》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条约的相关规定执行。 

（4）促进粤澳商品贸易供应链效率，对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开放商品信息平台，享受与内地系统
成员相同的服务。 

（5）加强粤澳商品信息资源共享，借助商品条码的全
球唯一性，实现两地流通商品信息的相互核实查验，以共同
打击假冒商品，优化营商环境。” 

（二）双方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
域的合作： 

支持研究粤澳共同推进知识产权交易与融资，探讨粤澳

两地合作开展知识产权评估互认等业务的可行性。 
 四、附件 
 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五、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式两份。 

 本协议于二○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在澳门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