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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深化蘇港交流合作協議 

 

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江蘇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交流

和合作，江蘇省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3 年

10月 13日在香港簽訂合作協議。 

 

江蘇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發揮在國家發展中的特

殊地位和功能，以更緊密、更深入、更廣泛的合作，服務國

家所需，貢獻國家發展，強化優勢互補，實現互利共贏，促

進兩地繁榮發展。雙方同意在“一帶一路”建設、金融、科技

創新、經貿及產業、工程建設及現代服務業、法律服務、教

育、文化及旅遊、醫療衞生、人才交流、青年發展，以及便

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等重點領域開展全面對接合作，跟進落實

以下具體合作項目： 

 

一、“一帶一路”建設 

支持鼓勵江蘇企業利用香港平台對外投資，設立總部和

資本管理中心。組織江蘇企業參加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與香港貿發局共同舉辦“一帶一路”沙龍等活動，深挖合作潛

力，發揮互補優勢，攜手開拓第三方市場，實現合作共贏。

邀請香港相關機構及企業參加第十五屆（江蘇）企業跨國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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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研討會，在共同推動江蘇省境外園區建設等方面拓展合作

空間。 

 

二、金融 

支持雙方金融主管部門、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綠色

金融、數字金融、科技金融、資本市場等領域開展人員和業

務交流合作。鼓勵江蘇企業利用香港金融市場赴港上市發債

融資，促進江蘇實體經濟與香港金融資源深度融合。支持符

合條件的香港持牌金融機構在江蘇設立分支機構。鼓勵港資

保險機構在江蘇設立區域總部和客服中心。 

 

三、科技創新 

兩地政府科技管理部門建立長期穩定合作機制。支持江

蘇有關高新區、省產研院、企業等與香港研發機構和創科平

台加強合作，探索設立聯合科研創新設施、離岸創新中心或

科創空間。江蘇省蘇港科技合作專項支持江蘇企業與香港創

新實體開展技術合作。支持香港高校在江蘇設立技術孵化轉

移等創新合作載體。組織江蘇企業參加香港國際創科展、創

業快線國際大賽等活動，推動蘇港雙方技術交流對接及成果

落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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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貿及產業 

深入貫徹《江蘇省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投資條例》，依法

保障在蘇港資企業合法權益。支持港資企業及跨國公司香港

總部在蘇擴大投資規模，設立地區總部或功能性機構。支持

港資企業參與江蘇重點集群培育建設、實施技術改造，鼓勵

引導港資企業進行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支持港資企業

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推進實施智能製造和綠色製造。支持港

資企業參加港商考察團、境外機構及跨國公司“江蘇行”。支

持蘇港知識產權相關組織、人員和企業參加中國（江蘇）國

際知識產權應用暨合作交流大會及在香港舉行的亞洲知識

產權營商論壇等活動，推動知識產權商品化及知識產權貿

易。支持江蘇各地市深化對港合作，赴港舉辦投資推介活動，

促進蘇港兩地企業合作。支持港資製造業企業深度參與製造

強省建設，積極融入“1650”產業體系，加強與江蘇企業在強

鏈補鏈延鏈上融合發展。支持港資企業進行智能化改造和數

字化轉型，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支持蘇港兩地新型工業化建

設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地先進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五、工程建設及現代服務業 

加強在無障礙環境建設領域開展合作，推動雙方政府、

協會、企業三方主體在工程建設人才、技術、管理等方面開

展合作交流。繼續利用香港服務業優勢，進一步促進蘇港服



— 4 — 
 

務業合作交流，推進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推

動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支持南京開展服務業擴大開放

綜合試點。發揮江蘇先進製造業集中度高和香港服務業國際

化程度高的優勢，促進蘇港“兩業”優勢互補，積極探索和培

育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促進資本與業務向高端服務業領

域延伸。強化省級特色小鎮及物流企業對港交流合作。加強

蘇港服務業人才交流與培訓，互相借鑒有益經驗和做法。 

 

六、法律服務 

支持江蘇法院聘請香港法律專家擔任域外法查明專家

庫專家、國際商事法庭專家委員會委員，選派法官赴港培訓

交流，支持江蘇法院承辦香港法律學生內地實習項目。支持

在江蘇實行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試行辦法，兩地律師事務所

開展合夥聯營、互設分支機構，鼓勵江蘇律師事務所聘請香

港法律執業者擔任法律顧問。支持兩地調解機構和仲裁機構

對接及建立合作關係，為兩地企業提供專業化、國際化的商

事仲裁和調解服務。促進兩地法律及爭議解決等服務專業拓

展交流平台，開展服務人才合作、培訓與交流。 

 

七、教育 

支持蘇港澳高校合作聯盟建設，鼓勵雙方高校開展教育

交流合作，加強人才培養、教師交流、學術研究等交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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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兩地中小學締結姊妹學校開展多元化的交流活動。支持兩

地職業學校、行業企業開展學生聯合培養、校企合作等項目。

推進在蘇高等院校港籍學生招生培養及就業創業服務工作，

支持香港青年學生到江蘇參加研學實踐等活動。 

 

八、文化及旅遊 

培育打造蘇港文化交流合作項目，支持雙方開展文藝演

出、非遺展演、藝術展覽等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推進兩地文

博機構等開展學術交流、展品互展巡展等活動。加強蘇港區

域旅遊交流合作，相互支持兩地文旅推介，拓展商務會展、

休閒度假、研學旅遊等專項市場。促進文旅專業化人才培養

合作，鼓勵兩地文化旅遊院校在學術交流、師資進修、專業

人才培養等方面開展交流合作。 

 

九、醫療衞生 

支持雙方醫護人員開展交流學習，加快兩地中醫藥學術

和人才交流，加強在中醫藥國際標準化領域合作。支持江蘇

省省級機關醫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糖尿及肥胖研究所在糖尿

病、肥胖症、內分泌及健康相關領域開展科研合作。支持香

港舉辦“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組織相關單位和企業參與

交流，並根據《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食物及衞生局關於醫療衞生的合作安排》加強雙方在公共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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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染病防控、衞生應急、公立醫院管理、健康促進等領

域的合作交流。進一步開放江蘇醫療服務市場，支持香港在

江蘇依法設立醫療機構。 

 

十、人才交流 

鼓勵香港高層次人才參與江蘇省“高層次人才支持計

劃”，香港青年人才在江蘇創新創業，享受國家和省規定的各

項人才政策，以及創業項目扶持、融資支持、生產經營場所

使用等有關政策和服務。承辦好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國家事

務研習班在江蘇研學活動，彼此分享公共服務的管理經驗和

專業知識。 

 

十一、青年發展 

支持兩地相關組織舉辦“蘇港澳青年發展論壇”品牌活

動、實施香港大學生大運河文化實踐計劃、香港大學生江蘇

實習計劃、百萬青年看祖國——江蘇行項目，深入開展蘇港

青少年多領域交流合作。支持香港青年在江蘇創業，加強蘇

港（國際）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為香港青年在江蘇創新

創業搭建專業化平台。香港特區政府透過“青年發展基金”或

引導社會資本每年支持一定數量的香港青年赴江蘇交流實

踐和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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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 

全面貫徹落實中央有關部門出台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

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推動《關於深化蘇港澳多領域合作若干

措施》落地落實，支持在蘇香港機構開展工作，保障在蘇港

人在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有關權益。 

 

本協議於 2023年 10月 13日在香港簽署，一式四份（簡

體版、繁體版各兩份），自簽字之日生效。江蘇省人民政府分

管港澳事務的副省長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共

同牽頭推進協議實施。蘇港雙方相關對口部門從工作層面跟

進落實協議內各政策範疇的具體合作事宜。江蘇省人民政府

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分別保存本協議，並負責日常聯絡和協調工作。 

 

 

江蘇省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副省長（簽字）          政務司司長（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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