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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內地、香港、澳門單一自貿區被列入 

“十四五”商務發展規劃 

 

爲貫徹實施中央政府“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

“實施自由貿易區升級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

易區網絡”。商務部在《“十四五”商務發展規劃》（《規

劃》）中，明確提出了“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深化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關係,完善內地與港澳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制度體系,推動內地、香港、澳門

三地共建單一自貿區”的發展目標。單一自貿區建設將會為

我國擴大開放程度、提升開放質量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構建“單一市場，統一標準”，促進三地經濟融合

發展 

 

2003 年，內地分別與香港以及澳門簽署了《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協定），同時，2017 年，

香港與澳門也簽署了《港澳 CEPA》。CEPA 協定涵蓋了貨物貿

易、服務貿易、投資以及經濟技術合作等領域的重要內容。

三地單一自貿區建設是對 CEPA 的升華，將內地、香港以及

澳門三個地區的雙邊 CEPA 協定進行整合，以粵港澳大灣區

為支撐,主動向香港、澳門兩地擴大内地市場，將港澳地區

作為國家全面開放的重要抓手，促進內地以及香港、澳門地

區的監管互認、資訊互換、執法互助，提升相關口岸的通關

能力以及效率，加強貨物資訊共用和貿易資料標準的對接，

逐步完善三地間的體制機制融合，增加生產要素的區域内自

由流動，積極發揮區域市場的聯動效應，促進三地市場融合，

拉動區域內消費市場的擴容升級，做大做强“國内循環”，

讓香港、澳門兩個開放口岸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中。 

李彧 
經濟研究員 
Tel:21608369 
jadelee@bochk.com 
 
 

 

第 22 號        2021 年 7 月 20 日  香港金融研究院 
Hong Kong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歡迎關注「中銀香港研究」公眾

號，經濟金融深度分析盡在掌握 

 

聲明﹕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判斷，

不反映所在機構意見，不構成任

何投資建議。 

tel:21608369


 

 2 
香港金融研究院 
Hong Kong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二、提升開放水平，對高標準經貿規則進行先行先試 

 

内地、香港、澳門單一自貿區的建立將建立區域統一的高標準

經貿標準規則，在單一自貿區内主動進行貿易規則改革以及制度創

新，以香港高度開放的經貿規則為基礎對標最高國際開放標準，擴

大内地的開放水平，提升開放質量為未來談判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

定（例如，CPTPP）進行先行先試。貨物貿易方面，除降低關稅之外，

單一自貿區可統一三地的原產地規則標準，在海關程式、檢驗檢疫

以及技術標準等非關稅壁壘方面推出一攬子模式，從而降低非關稅

壁壘，簡化通關程式，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服務貿易方面，彌補

CEPA 協定只有商業存在而缺少跨境交付方式以及“大門開，小門不

開”等方面的制度短板，增加區域內服務業部門的開放數量，采取

負面清單模式，放寬商業、通信、金融、銷售、環境以及運輸等服

務業部門的市場准入條件，將單一自貿區的示範效應推廣至高標準

的多邊自貿協定（例如，CPTPP）談判，助力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

政區參與區域以及國際經貿合作建設。 

 

三、把握好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加强金融以及信息安全保護 

 

隨着内地、香港、澳門單一自貿區的建立，作為亞洲金融中心、

財富管理中心以及世界最大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的香港，其跨境人

民幣資本規模將進一步擴大，相關金融服務產業也將增加，這也大

大提升了人民幣外逃以及境外“熱錢”湧入内地股市、樓市等風險，

金融監管部門應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循序漸進開放人民幣跨境支付、

結算等金融服務領域，並采取“總額控制”等措施，防範金融風險，

保障中國金融市場的安全穩定以及平穩健康發展。此外，跨境電子

商務領域的開放，也將爲國家網絡信息安全帶來新的挑戰，相關監

管部門應加强電子商務領域的個人以及企業信息安全保護，避免涉

及個人、產業，甚至國家安全等方面的信息泄露。因此，安全、穩

妥、有序地推進對外開放，是構建内地、香港、澳門單一自貿區的

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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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上海浦東引領區 27 條建設方案出台加碼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梁紹仁 07.20 

2.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於7月上綫，為中國邁向“碳中和”

里程碑 鄂志寰 07.15 

3.  中國與印尼有望啟動 LCS 本幣結算機制助力東盟人民幣國

際化形成新突破 王淳 07.05 

4.  香港和墨西哥投資協定正式生效 
李彧 06.16 

5.  從供應與需求側看美國通脹前景 
張文晶 06.01 

6.  香港四月對外商品貿易保持強勁 
陳蔣輝 05.28 

7.  馬來西亞第一季 GDP按年微跌 0.5% 經濟重拾增長動力 
李睿正 05.14 

8.  印尼第一季度 GDP同比下跌 0.74%，下滑幅度收窄 
李彧 05.11 

9.  “跨境理財通”揭開面紗，實施細則公開徵求意見 席帥 05.07 

10. 泰國央行維持政策利率不變 再度下調經濟增長預測 李睿正 05.07 

11. 第一季度香港經濟止跌回升 陳蔣輝 05.05 

12. 美聯儲維持寬鬆立場，暫未討論縮減資產購買 張謙 04.29 

13. 美聯儲大幅提高增長預期並維持寬鬆貨幣政策 韓鑫豪 03.18 

14. 香港就業市場繼續惡化，惟離拐點不遠 陳蔣輝 03.17 

15. 社會責任債券成為 ESG金融的新增長亮點 張文晶 02.25 

16. 三地簽署諒解備忘錄， “跨境理財通”啓動可期 席帥 02.08 

17. 年初以來東南亞貨幣匯率表現受壓 李睿正 02.08 

18. 香港經濟連續兩年收縮，今年可望轉正 張文晶 02.02 

19. 美聯儲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以應對經濟復蘇放緩 韓鑫豪 01.28 

20. 馬來西亞 2020年 CPI下跌 1.2% 50年來首次錄得年度通縮 李睿正 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