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橫琴昨日舉行七大重點項目竣工封頂儀式。 受訪者供圖

粵210億扶持企業省內轉移
促珠三角粵東西北產業共建 受惠港企可減稅40%

南方日報：把藝術理想融入黨和人民事業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

州報道）近年來，珠三角製造業企

業遷往東南亞呈現增多趨勢。為將

有轉移意向的企業盡可能留在省

內，《廣東省財政廳關於支持珠三

角與粵東西北產業共建的財政扶持

政策》下月起實施，包括港企在內

的有關企業即可享受「真金白銀」

的產業共建財政扶持。其中，企業

進入粵東西北的省產業園投產起第

1年到第3年，單家企業獎補金額

為該企業當年度財政貢獻量的

40%，相當於減稅40%。而對於大

型企業及子公司還將按在園區內實

際新增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不超過

30%比例按年度予以獎勵，每家累

計最高可達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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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企業省內轉移「獎補」政策
一，「普惠性獎補」：引導珠三角企
業的加工製造環節，增資擴產、轉型升
級項目，以及加工貿易企業、配套企業
等向粵東西北轉移，並給予財政資金獎
補。

1.企業入園投產起第1年至第3年，單家
企業獎補金額=該企業當年度財政貢獻量
（參考繳納入庫的企業所得稅額+增值稅
額）×40%；

2.企業入園投產起第4年至第5年，單家
企業獎補金額=該企業當年度財政貢獻量
（參考繳納入庫的企業所得稅額+增值稅
額）×20%。

二，「疊加性獎補」：對符合下列情
形的企業或項目，如已享受「普惠性獎
補」，可在此基礎上予以疊加獎勵。

1.大型骨幹企業、世界或中國「500
強」、中國民企或製造業企業「500強」
（含全資子公司及其控股的企業）在粵
東西北省產業園投資（控股）製造業企
業，按企業或項目在園區內實際新增的
固定資產投資額不超過30%比例按年度
予以獎勵。每家累計最高不超過1億元；

2.隨同企業總部或生產性環節一起轉移的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具有獨立
法人資格的，視其規模及研發能力按每
家一次性獎勵300萬元至1,000萬元；屬
於分支機構的，視其規模及研發能力按
每家一次性獎勵100萬元至300萬元；

3.轉移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每家一次性
獎勵300萬元；納入省高新技術企業培育
庫的企業，每家一次性獎勵100萬元；

4.省級孵化器、新型研發機構、眾創空間
等創新創業平台整體轉移或設分支機構
的，按企業實際新增的固定資產投資額
不超過30%比例按年度予以獎勵，每家
累計最高不超過500萬元。

整理：記者 方俊明

香港文匯報訊 「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響時代
前進號角，把藝術理想融入黨和人民事業之中，做
到胸中有大義、心裡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
乾坤」，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
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深刻闡明了時代發展對文藝工作
的新要求，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
觀和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為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
藝事業指明了前進方向。
《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一切優秀
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於人民，一切優秀文藝
創作都為了人民。一切有抱負、有追求的文藝工作
者都應該追隨人民腳步，堅持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
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人民的生活、命運、情
感，表達人民的心願、心情、心聲，立志創作出在
人民中傳之久遠的精品力作。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
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
筆端，謳歌奮鬥人生，刻畫最美人物。要對生活素
材進行判斷，弘揚正能量，用文藝的力量溫暖人、

鼓舞人、啟迪人，引導人們提升思想認識、文化修
養、審美水準、道德水平，激勵人們永葆積極向上
的樂觀心態和進取精神。
創新是文藝的生命。當代中國正經歷着中國歷

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進行着人類
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必將給文化
創新創造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舞台。文章談到，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
把崇高的價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
導人們向高尚的道德聚攏，不讓廉價的笑聲、無
底線的娛樂、無節操的垃圾淹沒我們的生活。要
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把為人、做事、從
藝統一起來，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藝術訓
練，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努力追求真才學、
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藝雙馨。要有「板凳坐
得十年冷」的藝術定力，有「語不驚人死不休」
的執着追求，立志拿出扛鼎之作、傳世之作、不
朽之作。

隨着近幾年珠三角的人工、租金和原材料等成本不斷
上漲，部分港企開始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地

區。香港工業總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約
有5%至10%已經或者正在撤離珠三角。

強化跨區域對接協同發展
為吸引珠三角企業「留在廣東」，向粵東西北地區轉
移，《廣東省財政廳關於支持珠三角與粵東西北產業共
建的財政扶持政策》近日正式印發，政策實施年限為
2017年到2020年。省財政廳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財政
扶持政策一大亮點，便是統籌安排210億元（人民幣，
下同）從兩個方面進行扶持：一是對省內產業共建給予
「普惠性獎補」和「疊加性獎補」，二是實行產業共建
項目經濟利益雙方政府共享，從而強化產業跨區域對接
和產業協同發展。
其中，「普惠性獎補」是引導珠三角企業的加工製造

環節，增資擴產、轉型升級項目，以及加工貿易企業、
配套企業等向粵東西北轉移，並給予財政資金獎補。廣
東省財政廳負責人分析說，「普惠性獎補」是在參照國
家中西部所得稅優惠政策（對鼓勵類產業減按15%的稅
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再加大力度。企業進入粵
東西北地區的「省產業轉移工業園」投產起第1年到第3
年，單家企業獎補金額為該企業當年度財政貢獻量（參
考企業當年實際繳納入庫的企業所得稅額+增值稅額）的
40%，而第4年到第5年的比例為20%。

兩項「獎補」減負促創新
「『普惠性獎補』政策將可惠及較多有意轉移的珠三
角港企。」香港工業總會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珠三角
如東莞的人工成本比東南亞高10倍左右，即使在粵東西
北的人工成本也要比東南亞高出不少。而最困擾珠三角
港企的問題是內地稅費項目繁多，徵費率又高，令企業

負擔沉重。「今次『普惠性獎補』政策，相當於為企業
在五年間減稅20%到40%，對於轉型升級中的港企是一
大喜訊」。
相比現時東南亞，粵東西北在基礎設施、供應鏈等方

面均更為完善。香港工業總會有關負責人坦言，近年轉
到東南亞的港企大多數為部分轉移，仍以珠三角作為主
要生產基地，並利用珠三角工廠支援和調度設在他國的
分廠營運。「因此，若粵東西北有更優惠政策，就可吸
引港企『回流』」。
至於留在廣東的港企，加強自動化生產、產品設計及

研發是未來三五年的主要經營策略。這些具備較強創新
能力的港企，若遷移到粵東西北區，則可在「普惠性獎
補」基礎上再獲「疊加性獎補」。譬如，大型企業在粵
東西北「省產業園」投資（控股）製造業企業，按在園
區內實際新增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不超過30%比例按年度
予以獎勵，每家累計最高不超過1億元。

■■為吸引珠三角企業遷移粵東西北地區為吸引珠三角企業遷移粵東西北地區，，廣東廣東
「「出重招出重招」」安排安排210210億元獎勵轉移企業億元獎勵轉移企業。。圖為圖為
落戶粵西北的不銹鋼企業落戶粵西北的不銹鋼企業。。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珠海報道）廣東珠海
橫琴新區昨日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簽
約，將合作培養金融、科技人才，加速推進科技項目
產業化。當天，橫琴迎來包括高星級酒店、休閒旅遊
等在內的七大項目竣工封頂。與此同時，橫琴以科
技、文化為主的8大新項目也同步「上馬」進行簽
約。
在科技研發領域，香港應科院與橫琴簽約，將合作
培養金融、科技人才，加速推進科技項目產業化。記
者獲悉，香港應科院截至今年10月前，共獲授超過
690項發明專利。未來，橫琴與香港應科院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深化粵港澳合作和人才
交流。

擬拓展智慧城市等業務
另外，還有來自澳門的創先科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項目，將計劃以橫琴為
基地開展智慧城市等多方面業務拓
展。中國電建也將整合移植國家級研
究分中心等科研平台到橫琴。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認為，明
年橫琴自貿片區建設將進入承前啟
後的關鍵之年，在深化粵港澳深度
合作的同時，也將提升高端產業的
發展基礎，做強合作園區，打造新
興產業高地。

港可提供國際接軌路徑
橫琴管委會主任牛敬稱，除了當

日已竣工項目外，橫琴今年已有65棟建築竣工和封
頂，目前還有總投資超3,2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82個重點項目加緊推進。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梁海明認為，

珠海和香港在創新領域合作，可彌補珠海科研水平和
培育創新人才不足的短板。他指出，港澳地區擁有國
際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及教育資源，而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還可在金融、語言、法律、會
計等專業服務領域，為珠海創新企業提供與國際接軌
的路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日，中國國務院
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完善支持政策促進農民增收的若
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強調，要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

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
部署，以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為重點，緊緊圍繞農
業提質增效強基礎、農民就業創業拓渠道、農村改革
賦權增活力、農村社會保障固基本，進一步完善強農
惠農富農政策，着力挖掘經營性收入增長潛力，穩住

工資性收入增長勢頭，釋放財產性收入增長紅利，拓
展轉移性收入增長空間。到2020年，農民收入增長支
持政策體系進一步完善，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城
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確保實現農民人均收入
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意見》從四個方面對完善農民增收支持政策提出

了明確要求。一是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二是強化
就業創業扶持政策。三是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長效機
制。四是健全困難群體收入保障機制。

港應科院橫琴共育金融科技人才 上海副市長周波任市委常委

國務院：2020年農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辦公廳近日
印發《危險化學品安全綜合治理方案》，部署在全國
範圍內組織開展為期3年的危險化學品安全綜合治
理，提出了40條具體任務，對開展危險化學品安全綜
合治理作出明確要求。

《方案》指出，加強規劃佈局和准
入條件等源頭管控，嚴格安全准入，

加強危險化學品建設工程設計、施工質量管理，全面
啟動實施人口密集區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企業搬
遷。《方案》並強調依法推動企業落實主體責任，深
入推進安全生產標準化建設，嚴格規範執法檢查，加
大對安全生產失信企業懲戒力度。

危險化學品安全啟3年綜合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海報業集團新
媒體「上海觀察」消息，中共中央批
准周波任上海市委常委。
周波，男，1962年6月生，漢族，上

海市人，在職研究生，工商管理碩士，
高級工程師。現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臨港地區開發
建設管委會主任，上海市長興島開發建設管委會主任。
1984年7月參加工作。歷任：上海氯鹼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助理、總經理，上海天原（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理，上海華誼（集團）公司副總裁、總裁、黨委副
書記，市外經貿委（外資委）主任、黨組書記，市政府

副秘書長，市發展改革委主任、黨組書記，上海綜合保
稅區管委會副主任。2013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長。
根據中國上海官網資料顯示，周波副市長的工作分

工為：工業、信息化、科技、商務、外資外貿、國資
管理、金融、電力生產、安全生產等工作。

鄧修明任天津市紀委書記
另據天津日報社客戶端消息，經中共中央批准，鄧修

明任天津市委委員、常委和天津市紀委書記。今年2月
從四川調入中紀委的鄧修明此前一直在政法系統工作，
先後擔任過四川省高院副院長、成都紀委書記等職。

■■周波周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年來，合肥高新區提出「打造特色基金集聚區」
的發展戰略，通過進一步優化環境、出台專項政

策等多措並舉，股權投資呈現爆發式增長，基金集聚效
應明顯。目前，園區已集聚基金80餘支，覆蓋天使、
VC、PE、Pre-IPO、新三板和四板、併購等全部基金
類型，管理規模近8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11
支基金規模超過50億元，安徽產業併購基金單支規模
達120億元。

1.6萬家市場主體 投資方向精準
合肥高新區現有註冊的各類市場主體16,000餘家，

其中80%為高科技企業，40餘家新三板掛牌企業，260
餘家「股轉系統」後備企業，這些眾多的優質投資標的
企業吸引和支撐了各類基金在該區的發展。安徽皖江產
業基金自今年5月成立，為安徽區域產業優化和升級服
務，已培育一批支柱產業和骨幹企業，完成投資13億
元。此外，合肥高新區首創產業投資、雙創孵化政府
「雙引導」基金模式，聚焦智能製造、集成電路、生物
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已引導基金累計投入11.8億
元，參控股12支基金，基金總規模83.73億元，撬動社

會資本71.93億元，累計投資企業123家，其中已上市
（含被上市公司併購）7家、已提交IPO申請及擬被上
市公司併購5家、新三板掛牌12家。

參與形式多樣 載體建設完備
合肥高新區基金設立主體實力強勁，既有東方富

海、洪泰、德豐傑等國內外知名投資機構，又有中投證
券、徽商銀行等證券公司和實力銀企。同時，該區與安
徽省投資集團、省擔保集團、合肥市產投集團等投資平
台合作，安徽省高新投、中安資本、中德創新發展基
金、合肥市創新投等一批基金管理公司總部先後落戶，
形成了省、市級投資機構總部集聚地。
為打造成為立足合肥、服務全省、輻射長三角，在
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基金集聚高地、金融創新高地，
合肥高新區特色「基金小鎮」建設正全速推進，首期
40萬平米已開工建設。改「基金小鎮」按照一個中心
區、多個功能區的方式佈局，將建成集基金湖畔大街、
金融大廈、資本對接路演中心、眾創空間等為一體的
「金融基金生態圈」。此外，該區已建成投用，建築面
積達2萬平米基金大廈，目前已入駐基金近40支。

創新驅動 聚焦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系列之七：

「基金小鎮」建設駛入快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