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為充分發揮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的優勢，支持

其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以下簡稱“雙方”）經協商一致並報國務院審批同意，現簽署《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 

 

一、 原則和目標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在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下，雙方

願以《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為指導，遵循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原則，發揮政府“促成者”和“推廣者”
作用，圍繞實現“五通”加強溝通協商，為香港充分發揮獨特的經貿、金

融和專業優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做出適當安排，實現內地與

香港互利共贏、協調發展。 

 

二、 重點領域 

（一） 金融與投資 

1. 在符合相關金融市場規範及金融領域監管的基礎上，促進各主要

利益相關方（包括投融資方和項目營運方）通過香港平台共同合作，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所需資金和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包括上市集資、銀

團貸款、私募基金、債券融資等服務。 

2. 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IFFO)繼續發揮作用，

匯聚主要參與者，共同促進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融資。 

3. 推動基於香港平台發展綠色債券市場，支持符合條件的中資機構

為“一帶一路”建設相關的綠色項目在香港平台發債集資；推動建立國際

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 

4. 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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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樞紐的地位，完善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人民幣跨境雙向流動渠道，鼓勵

通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完成跨境人民幣業務的資金結算，推

動兩地資本市場進一步互聯互通，便利兩地規範的跨境投資活動。 

5. 支持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金融機構（含相關投資機構和

多邊發展銀行）進一步加強與香港的合作聯繫，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規則及程序的基礎上，上述機構根據業務需要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及開

展資金運作、市場營運等業務，鼓勵已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的機構進一步

發展其在港業務。 

6. 鼓勵香港與內地企業、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項目，並與項目所在地的相關部門、企業、金融機構共同合作，進一步

探索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推
動項目建設，並參照國際規範建立項目合作機制和協議範本，充分調動

社會投資。 

（二）基礎設施與航運服務 

7. 支持香港為“一帶一路”建設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可行性及風險評

估、研發、融資，以及規劃、設計、建造、監理、管理及養護等專業服

務，鼓勵內地企業以香港為平台，與香港企業一起“走出去”，共同開拓

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基建市場。 

8. 支持香港為“一帶一路” 建設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保險及再

保險等專業服務，視情推動內地企業在香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為其海

外業務安排保險，完善企業的風險管理體系。 

9. 利用香港在環境和規劃管理方面的專業優勢，例如在港的專業機

構提供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綠色建築和污染控制等方面的技術及服務，

促進“一帶一路”的建設項目符合可持續發展和環保等要求。 

10. 支持香港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包括海事保險、船舶融資、海事

法律和爭議解決、船舶管理等，鼓勵內地海運企業充分利用香港的專業

服務，推動香港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海運服務中心。 

11. 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推動珠三角地區機場群良性互動，

利用香港通達全球的航空運輸網絡，發揮香港在國家開放格局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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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戶作用。  

12. 進一步推動內地和香港在信息、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

設施領域建立合作伙伴關係，積極與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工程承包與勞

務合作。在發揮內地基礎設施設計和制造方面優勢的同時，帶動香港諮

詢、金融、項目管理、保險等專業服務發展。 

（三）經貿交流與合作 

13. 鼓勵內地企業根據需要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以香港作為進入相

關國家和地區的前沿平台，在“一帶一路”建設框架下開展合規經營；支

持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開拓內地市場，使香港

能在“走出去”和“引進來”兩方面都發揮重要作用。 

14. 支持香港參與國家主導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與相關國家和地區

及經濟體商簽自由貿易協議及雙重課稅寬免安排。 

15. 加大內地對香港開放力度，推動《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升級，進一步促進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及投資。 

（四）民心相通 

16. 鼓勵香港高等院校積極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高等院校合作，吸引

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來港升學及進修，培育各方面優秀人才。 

17. 鼓勵舉辦更多交流項目，支持香港與具備條件的國家研究簽訂工

作假期計劃的雙邊安排，增加香港青年在相關國家和地區中資企業的實

習機會，支持香港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參與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開展的文化

藝術交流。 

18. 支持香港為相關國家和地區政府機關、投資機構及企業提供公共

行政、城市管理、金融規管、公共關係、宣傳推廣、航運（特別是航空）、

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等專業培訓。 

19. 支持在香港舉辦高層次的“一帶一路”建設主題論壇和國際性展

覽。支持香港各界參與內地“一帶一路”建設主題論壇和國際性展覽。 

20. 鼓勵香港發揮區位優勢，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合作開發“一程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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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產品；利用香港作為亞洲郵輪樞紐地位，積極拓展“海上絲綢之路”
旅遊線路。支持香港舉辦“一帶一路”建設會展活動，加強與相關國家和

地區合作關係。支持香港今後加入內地建立的有關“一帶一路”旅遊信息

平台，共享“一帶一路”旅遊資源、發展機遇等旅遊信息。 

（五）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1. 支持香港積極參與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度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優勢互補，發揮協同效應，

並作為雙向開放平台，與大灣區城市共同“走出去”，建設帶動中南、西

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及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積極參與和助力“一
帶一路”建設。支持香港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拓展自身經濟

社會發展空間，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22. 深化大灣區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經貿、金融、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生態環保及人文交流領域的合作，進一步完善對

外開放平台，打造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 

（六） 加強對接合作與爭議解決服務 

23. 進一步完善內地和香港圍繞“一帶一路”建設投資合作方面的溝

通機制，探討搭建“一帶一路”共用項目庫。通過項目庫建設及相關信息

交流，促進與內地主管部門、貿易投資促進機構和參與項目的內地商協

會、企業、金融機構進行充分對接。 

24. 推動香港與內地企業及金融機構發揮各自優勢，並充分利用內地

的貿易投資促進機構和特區政府的海外經濟及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

展局及旅遊發展局的海外網絡，通過多種方式合作“走出去”，包括共同

組織赴相關國家考察、推介和招商。 

25. 進一步推動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地和香港企業、金融

機構建立策略伙伴關係，聯合參與項目投資和產業園區建設，降低企業

赴相關國家投資的風險。 

26. 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為“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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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制 

（一）建立聯席會議制度，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等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層代表組

成。 

 （二）聯席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例會，圍繞香港參與和助力“一

帶一路”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和合作事項進行溝通協商，總結工作進展，

研究年度工作重點，協調解決《安排》實施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 

 《安排》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