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港澳與大陸簽署CEPA補充協議四 

港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2007年 7月 1日以後改任政務司司長)與中國「商務部副部長」

廖曉淇於 6月 29日簽訂「CEPA補充協議四」，該協議將於明年 1月 1日生效，

主要為服務業開放，除原先 27個領域中有 17個再進一步開放外，另新開放

11個領域；雙方亦進行金融合作，並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及加強專業人

員資格相互承認。香港銀行界、香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總商會等主要企業界

組織對於「CEPA補充協議四」均表示歡迎，惟輿論指出，「CEPA補充協議四」

並無「驚喜」，金融業方面獲益不多，醫療業優惠措施稍有增加，較有利益

者屬旅遊業、會議展覽業、公用事業、環保及體育服務等。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和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於 7月 2日

舉行「CEPA補充協議四」的簽署儀式。根據「CEPA補充協議四」之內容，

明年起，中國進一步在 17個服務領域內容深化開放，並新增 11個領域，累

計開放服務貿易領域共 38個；在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則明確指出中國將

支持和配合澳門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會，以進一步加強兩地會展業的合

作，以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惟有經濟學者表示，雖然「CEPA補充協議四」

擴大開放範圍，但因部分澳門企業的規模較難跨過進入市場的門檻，故未來

磋商 CEPA進一步的內容時，業界及澳門政府必須更積極地提出切合澳門條

件的方向，才能更有效地運用 CEPA機制（澳門日報，2007.7.3）。 

 

◆香港與大陸簽署醫療衛生合作備忘錄 

港府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與中國「衛生部」於 6月 22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雙方同意促進多個領域合作，包括加強醫療衛生資訊的互通、對傳染病疫情及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通報，以及推動陸港於社區衛生服務的交流及合作等。港

府衛福局局長周一嶽表示，兩地於香港移交後面臨公共衛生的挑戰，相信此項

合作有助保障港人的健康。中國「衛生部部長」高強指出，目前每日往返兩地

的居民數以十萬計，卻沒有爆發大型傳染病，全賴兩地醫療人員通力合作，相

信加強醫療合作可維護居民健康，並能促進經濟及社會發展(文匯報，2007.6.23)。 

 

◆廣東收緊赴澳門個人遊的簽註 

  



  

廣東省於今年 5 月開始限制港澳個人遊的簽註次數，並延長辦証時間，

以及停辦商務簽註。個人遊每月只可赴澳門一至兩次，明顯限制中國居民赴

澳門的次數（澳門日報，2007.5.25）。此外，個人遊的加急簽註亦被取消,而且,赴香

港或澳門的簽註不可以同時辦理，必須先辦理其中一個，才可再辦另一個（澳

門日報，2007.6.7）。中國居民如需同時辦理赴香港和澳門兩地的個人遊簽註，只

能親自到公安出入境辦證大廳辦理，不能透過網路等方式辦理（澳門日報，

2007.6.21）。 

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表示，中國對個人遊政策做出管理和調整是正常和

合理的。他指出，新安排短期內對澳門旅遊業增長雖有輕微調整，但相信不

會對整體旅遊業及財政收入有任何負面影響；相反地，新安排除有助紓緩口

岸等方面的接待壓力外，更能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令博彩業以外的會展業

和餐飲業等得以發展，從而促使旅遊業進一步邁向「質」的層次發展（澳門日報、

市民日報，2007.5.27）。澳門旅遊業界預期，此一政策效應對旅遊市場的影響，可

能會在今年 6、7月後開始浮現（春耕，澳門日報，2007.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