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港高層會晤暨“浙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 

合作備忘錄 

 

為進一步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

共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合作協議》有關精神，推動雙方交流合

作取得實效，浙江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5

年 4月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行浙港高層會晤暨浙港合作

會議第一次會議。 

 

會晤暨會議在浙江省委書記王浩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下舉行，省長劉捷主持。雙方就發揮“浙港

合作會議”平台作用，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推進兩地

互利合作達成共識。 

   

當前，浙江省正肩負習近平主席賦予的“高質量發展建設

共同富裕示範區”重大使命，堅定持續推動“八八戰略”走深走

實，統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能級開放強省。香港

正奮力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作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

人”及國內國際雙循環重要節點的角色，參與及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和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等國家戰略，積極鞏固和落

實“十四五”規劃下香港的“八大中心”定位，以貢獻國家高質

量發展。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浙港雙方一致同意本着“發

揮所長、突出重點、務實創新、合作共贏”原則，在共建“一

帶一路”及商貿投資、金融、科技創新、航空、法律和爭議解

決、文化和旅遊、教育、青年發展、醫療衞生和中醫藥、環

境保護、住房安居、人才和公務員交流、便利港人在內地發

展等十三個領域，深化雙方高層次、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

合作，雙方同意的具體合作措施與任務詳見附件。 

 

本備忘錄一式四份（簡體版、繁體版各兩份），分別由

浙江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保存並負責統籌推進落實。 

 

 

浙江省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副省長 政務司司長 

  

（簽字） （簽字） 

2025 年 4月 24日 2025 年 4月 24日 



附件 

 

浙港高層會晤暨“浙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同意的 

 

具體合作措施與任務 

 

 

一、 共建“一帶一路”及商貿投資 

 

1. 加強兩地共建“一帶一路”工作，鼓勵浙江企業積

極參加在香港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參與投資項目

對接。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對論壇提能升級；鼓勵浙江企

業積極參加香港特區政府舉辦的“內地企業夥伴交流對接

會”，促進與香港專業服務界直接對接，把握共建“一帶一路”

的機遇。 

 

2. 貫徹落實兩地商務投資合作備忘錄  ，  加強雙方

信息交流與溝通，積極尋求在雙向投資、服務貿易、數字貿

易、技術貿易、文化貿易等方面合作；推動跨境電商、金融

科技、影視文創等相關產業方面的合作；鼓勵浙江企業通過

香港尋找海外新商機，推動更多香港企業落戶浙江，特別是

在金融投資、商貿物流、科技創新、醫養健康、綠色低碳等

方面加強對接；積極推動兩地聯合舉辦經貿活動，為對方舉

辦的活動提供支持和協助等。 

 



3. 推動浙港兩地在專業服務領域，包括會計審計、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管理諮詢、知識產權、工業設計、規

劃設計、建築及相關工程等方面的合作。支持引進香港管理

諮詢、會計、設計、法律及爭議解決等服務機構，優化浙江

的服務貿易結構，並鼓勵浙江企業使用香港的專業服務 “走

出去” 打入國際市場。 

 

4. 支持浙江品牌進軍香港市場，並鼓勵香港品牌管

理企業進軍浙江市場，助力浙江企業提升品牌意識，積極運

用商標品牌開拓市場。繼續積極推動兩地在知識產權方面的

宣傳合作和研討交流。 

 

5. 加強兩地會展業交流  ，  鼓勵浙港兩地會展企業

加強合作及人才培訓，促進兩地會展人才流動和交流。積極

組織企業、互派團組參與香港電子產品展、香港國際影視展

等專業性國際化展會，面向全球推介浙江產品、技術及服務。 

 

6. 支持香港的商會  、  專業協會和企業代表團到浙

江分享香港在現代服務業包括航運物流、旅遊服務、創意設

計、會議展覽、培訓等方面的經驗，提升浙江現代服務業專

業化水平。 

 

 



二、 金融 

 

7. 支持浙江省深入實施“鳳凰行動”計劃。會同港交

所、有關證券機構組織開展業務培訓，解答企業對赴港上市

的疑問。 

 

8. 鼓勵浙江省企業和在港金融機構進行交流合作，

針對浙江省已在港上市和擬赴港上市企業提出的具體訴求，

積極幫助對接在港金融機構，主動做好相關服務工作。 

 

 

三、 科技創新 

 

9. 共同推進浙港兩地技術研發合作。重點圍繞智慧

城市、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物醫藥、微電子、新材料、

新能源等重點領域，支持浙港兩地高校、科研機構、企業聯

合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戰略性新興產業佈局和未來產業

發展培育，共同申報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 “內地與香港聯

合資助計劃”等研發合作。 

 

10. 支持浙港兩地共建科研合作平台。支持兩地高

校、科研機構、重點實驗室等重大科研平台加強在基礎研究、

實驗室和相關科研設施建設、科技資源和成果分享等方面進

行交流和合作，加快提升兩地基礎研究、原始創新能力，積

極培育戰略科技力量。 



 

11. 支持浙港兩地創新生態協同發展。支持浙港兩地

高校、科研機構、高新技術企業、創科園區、科學城、科技

成果轉化（孵化）中心等進行交流合作，結合自身優勢及兩

地產業需求，共建研發中心等創科合作平台，促進浙港兩地

科研成果高質量轉化、創科產業高質量發展，實現創新生態

協同發展。 

 

12. 積極構建雙向科技金融投融資通道  。  積極支持

浙江高新技術企業赴港上市融資、發行本外幣債券，鼓勵港

資金融機構參與浙江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簡稱“QFLP”）和

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簡稱“QDLP”）的試點。 

 

13. 持續加強浙港兩地科技人才交流合作  。  鼓勵兩

地科技人員，包括高端科技人才、創新創業人才、以及科技

管理人才相互交流學習，開展合作。 

 

14. 鼓勵與支持浙港兩地科技力量牽頭參與科技合

作平台建設，支持浙港企業擴大在兩地研發投入，並成立研

發中心等創科合作平台。 

 

15. 支持浙港兩地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等高效精準

地組織專場技術對接會和各種形式的科技合作交流活動。 

 



 

四、 航空 

 

16. 根據市場情況  ，  適時加密杭寧溫三大機場的香

港航線。推動義烏機場恢復香港航線。 

 

17. 推動杭州機場三跑項目落實融資方案。 

 

18. 充分發揮與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戰略合作的優勢，

支持學院向浙江省機場人員提供與機場管理相關的培訓。 

 

19. 加強浙港兩地機場人員交流機場先進管理經驗。 

 

 

五、 法律和爭議解決 

 

20. 支持和促進兩地法律服務業擴大業務合作  ，  繼

續積極支持兩地律師事務所開展合夥聯營、互設分支機構

（代表處），鼓勵浙江律師事務所聘請香港法律執業者擔任

法律顧問等。支持增進兩地律師事務所合作發展和經營管

理、法律服務市場資訊交流與信息共享、海外市場拓展等方

面的交流。 

 

21. 支持浙江調解機構與香港調解機構對接及建立

合作關係，有需要時簽署合作備忘錄。支持香港仲裁機構依



法在浙江設立業務機構，推進兩地仲裁機構在國際貿易、投

資、海事海商等領域民商爭議仲裁業務的合作，推動落實兩

地仲裁裁決相互執行，為兩地企業的合作發展提供專業化、

國際化的商事仲裁和調解服務。 

 

22. 支持和促進兩地法律、仲裁、調解等專業服務拓

展交流平台，開展服務人才合作、培訓與交流，互派律師等

法律人才的實習機制。支持和鼓勵浙江省律師協會、香港律

師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定期走訪交流，就法律人才培訓分享

經驗和方式，並開展合作。支持香港大律師公會根據浙江省

律師協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簽署的合作意向備忘錄，協助浙

江省律師協會系統性培訓浙江涉外律師人才。 

 

 

六、 文化和旅遊 

 

23. 支持舉辦“詩畫江南、活力浙江”香港入境遊推廣

活動，並透過其他不同活動加強兩地的文旅交流和合作。 

 

24. 配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開展港澳本土化合作傳

播，適時推動優秀作品報送工作。通過與港澳媒體、文化機

構的深度合作，推廣更多反映浙江特色的節目與內容。 

 



25. 加強浙港兩地文博及文化藝術機構交流合作， 

共同舉辦國際展覽，開展多元化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七、 教育 

 

26. 逐項落實浙港教育合作備忘錄各項任務  ，  加強

與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職業訓練局等機構合作，推進

浙港職教聯盟發展，做好香港高中公民科內地考察團和教師

內地學習團等訪浙工作。 

 

27. 支持浙江省高校不斷優化香港學生招生宣傳， 

努力擴大招生規模。優化香港學生管理和服務，為香港學生

在浙學習生活提供便利。搭建更多平台，為香港學生在浙實

習創業創造條件。 

 

28. 深化浙港兩地學前教育機構交流合作  ，  鼓勵香

港師資培訓機構就“安吉遊戲”的理論及實踐進行研究，讓更

多幼兒園認識；並支援參考“安吉遊戲”的兩地幼兒園發展學

習圈、舉辦專業交流活動和培育更多交流的品牌項目，以優

化幼兒園的學與教模式。促成兩地更多學校締結姊妹學校，

開展多形式交流活動，擴闊學生視野，增進彼此友誼。 

 



29. 促進兩地分享更多創新的國情教育資源  ，  依託

浙江豐富的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特色，支持香港學生來浙交

流，為香港學生提供國情體驗之旅。 

 

30. 鼓勵高校校際交流  。  鼓勵浙江省高校進一步深

化與香港高校校際合作，開展合作科研、學術研討、師生交

流等多形式合作項目。支持香港大學在寧波設立新型研究

院。 

 

 

八、 青年發展 

 

31. 積極探討在“內地專題實習計劃”下共同開展位

於浙江省的精品實習項目，為香港青年提供在國家一級文

化、自然保育或科研單位實習的機會。 

 

32. 支持浙方推進“浙里未來”夥伴計劃，推動香港青

年赴浙江進行項目交流、開展各類活動，體驗浙江風俗民情

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更好認識祖國、了解中華文化，培養

凝聚更多愛國愛港的青年人才。 

 

33. 促進兩地青年交流項目多元化  ，  香港青年參與

的交流項目可涵蓋文化藝術和體育團體或機構，鼓勵香港青



年參與短期實習、培訓、觀摩、項目合作、競賽等活動，讓

香港青年盡可能全面了解浙江省的人文底蘊。 

 

34. 推動浙江青年赴香港進行交流回訪，多角度了解

香港經濟、社會和文化狀況，促進兩地青年的廣泛交往、全

面交流和深度交融。 

 

35. 支持香港青年到浙江創新創業基地開展短期體

驗項目，加強香港青年對浙江省內青年雙創基地、浙江省相

關雙創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認識。 

 

36. 鼓勵和支持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青年發展基

金”資助的香港創業團隊  ， 按照其發展需要，將業務拓展至

浙江省。 

 

 

九、 醫療衞生和中醫藥 

 

37. 加強雙方在臨床醫學人才方面的交流合作  ，  推

進雙方互派臨床醫護人員到對方醫療機構臨床觀摩、進修培

訓等；根據雙方實際需求，互派臨床醫護人員經認證註冊後

到對方醫療機構全職工作；鼓勵開展臨床科研、創新合作；

推進基層衞生領域的合作交流，包括全科醫生制度建設、全

科醫學診療技術等；加強雙方在醫院管理領域的交流合作。 



 

38. 加強雙方在公共衞生、傳染病防控、衞生應急、

健康促進以及公共衞生專業人員培養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39. 支持香港服務提供者依法發展浙港合資  、  合作

醫療機構和獨資醫療機構（其中，獨資醫療機構設立區域為

地級以上城市），引進一流醫療服務品牌、先進醫療技術、

高端醫學人才和優質社會資本，推進浙江高端醫療服務業的

發展。 

 

40. 加快兩地中醫藥學術和人才交流  ，  加強在中醫

藥國際標準化領域的合作。 

 

 

十、 環境保護 

 

41. 推動落實生態環境部輻射環境監測技術中心（中

心另一牌子為浙江省輻射環境監測站）與香港天文台簽訂的

合作協議。組織開展對核電基地和前沿監測站的聯合考察，

支持兩地技術人員開展日常技術研討，就核與輻射環境監測

及評估等重點領域開展交流合作。 

 

42. 加強碳監測領域技術交流與合作  。  開展人員交

流互訪，加強在各類碳監測平台應用方面的合作，就高精度

碳監測、溫室氣體觀測等方面開展技術研討。 



 

43. 推動兩地環保產業交流與合作  。  加強浙港兩地

在環保產業、技術創新等方面的交流與研討，鼓勵和支持兩

地環保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加強技術研發與創新合作。 

 

 

十一、 住房安居 

 

44. 雙方就創新房屋科技、智能建造、節約資源、低

碳減排等方面開展交流合作，並支持雙方專業機構參與，以

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45. 雙方就智慧屋邨管理（住宅小區智慧物業管理）

和幸福小區建設計劃，加深相互了解，共同建設“好房子”和

“好小區”。 

 

46. 雙方積極籌辦有關創新房屋科技  、  智慧屋邨管

理（住宅小區智慧物業管理）及幸福小區指引等研討會或展

覽，強化信息交流，開展以居民及公眾為對象的教育和推廣

活動，提高兩地居民及公眾對小區的認同感、幸福感和歸屬

感。 

 

47. 雙方通過專業人員互訪和培訓  ，  加強創新房屋

科技、智慧屋邨管理（住宅小區智慧物業管理）及構建幸福

小區方面的交流，促進和發揮各自優勢，互惠共贏。 



 

 

十二、 人才和公務員交流 

 

48. 加強與香港等名校的聯繫溝通  ，  在暑期實踐平

台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人才智力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49. 繼續推動和深化兩地公務員交流  ，  並在中央港

澳辦指導下，推展新一輪交流計劃。 

 

 

十三、 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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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在浙港人在教育學習、就業工

作、社會保障和日常生活等方面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為港人在浙學習、就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51. 探索擴大《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在浙各項

政務、公共服務事項上的便利化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