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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措施鼓勵外資研發 最高可資助千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昨日，廣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的新聞

發佈會上，正式發佈了《廣東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政策

措施》（下稱「《外資十條》」），措施中提出深化《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關係的安排》（》（CEPACEPA））項下廣東自貿區對港澳服務業開放項下廣東自貿區對港澳服務業開放，，並推行人才並推行人才「「優優

粵卡粵卡」，」，將符合條件的港澳台特殊人才納為服務對象將符合條件的港澳台特殊人才納為服務對象，，進一步推動廣東形成進一步推動廣東形成

對外開放新格局對外開放新格局。。

持「優粵卡」港人享粵戶籍居民待遇
廣東《外資十條》公佈 自貿區工程建設試行香港管理模式

在鼓勵研發創新方面，則採用了支
持外資研發機構設立、優化外資

研發創新環境和支持外資研發成果產
業化等措施。

港澳航線特殊管理
《外資十條》中指出，為進一步擴

大市場准入領域，將深化CEPA項下
廣東自貿試驗區對港澳服務業開放，
推動擴大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
務所受理、承辦的法律事務範圍，在
工程建設領域試行香港工程建設管理
模式，將港澳航線作為國內特殊航線
管理。
為了加大人才支持力度，《外資十

條》中還提出推行人才「優粵卡」政
策。將外商投資企業高級管理人員、
外資跨國公司總部或地區總部的中高
級管理人員、外資研發機構的高層次
研發人才及高價值PCT國際發明專利
發明人、世界技能大賽項目專家和獲
獎選手、外商投資企業聘用的港澳台
特殊人才納為「優粵卡」服務對象。
這意味持有「優粵卡」的港人及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與企業所在地戶
籍居民同等享受當地人才住房、教
育、醫療、養老等政策待遇。

涉港措施納CEPA補充協議
廣東省商務廳廳長鄭建榮在介紹中

表示，此次《外資十條》中針對港澳
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內容分為兩類，一
類是在廣東省及廣東自貿區範圍內面
向全球開放的，其中的措施內容均適
用於港澳投資者。另外一類則是在
CEPA框架下，只對港澳投資者開放
的。「廣東將會盡快把這些措施納入
CEPA的互信補充協議，推進其落地
實施。」
鄭建榮還強調，去年以來，廣東省

已陸續推動CEPA補充協議中一系列
針對港澳開放的措施，如去年以來全
國首家港資控股的證券公司（匯豐前
海證券公司、首家港資控股基金管理
公司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
落戶廣東自貿試驗區，澳門國際銀
行、大西洋銀行等澳資銀行首次進駐
內地，11家粵港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
獲批成立。
他還透露，接下來廣東還將繼續推

動粵港澳人員往來便利化，暢通與港
澳物流大通道，建立粵港澳金融互連
互通機制，構建粵港澳安全高效信息
網絡，提升粵港澳市場一體化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外資十條》在鼓勵科研方面提出了支持
外資研發機構、優化外資研發創新環境和
支持外資研發成果產業化等多項政策措
施。
《外資十條》明確，鼓勵外資研發機構

（含企業內設研發機構，下同）與廣東省
內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共建實驗室和人
才培養基地，並享受相關配套資金扶持。

2017至2022年，對認定為省級新型研發機
構的外資研發機構，廣東省財政最高資助
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對認定為博
士後工作站、兩院院士工作站的外資研發
機構，廣東省財政最高資助100萬元；對
外資研發機構通過評審的省級企業技術中
心創新平台建設項目，廣東省財政最高資
助200萬元。世界500強企業、全球行業
龍頭企業在廣東新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

外資研發機構，可按照「一項目一議」方
式給予重點支持。

可享免徵增值稅優惠
在優化外資研發創新環境方面，經認定

的外資研發中心，進口科技開發用品免徵
進口環節關稅、增值稅、消費稅、採購國
產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外商投資企業提
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及與之相關的技術

諮詢、技術服務、符合規定條件的可按照
相關規定給予免徵增值稅優惠。
為了促進外資研發成果產業化，廣東省還

將鼓勵外資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在廣東生產
結算國家大品種一類新藥，為其進入廣東省
醫療保險藥品目錄開闢綠色通道，並與藥品
價格談判和集中採購工作相銜接。並支持外
資研發機構參與廣東省研發公共服務平台建
設和政府科技計劃項目並享受配套資金扶
持，與廣東省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合作
參與政府重大科研和工程項目、聯合申報
各級各類科技發展計劃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昨日上午，港珠澳大
橋主體工程車輛通行費收費標
準聽證會消費者參加人和旁聽
人員隨機抽取儀式在廣東省發
展改革委舉行。在廣東及港澳
主流新聞媒體的現場監督下，
15名消費者參加人和5名旁聽
人員經隨機抽取後產生，其中
來自香港的消費者參加人有5
名。

三地區名額平均分配
11月21日，廣東省發展改革
委發佈關於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
車輛通行費收費標準聽證會通告
稱，擬於12月下旬召開收費標
準聽證會，面向社會公開徵集
15名聽證會消費者參加人、5名
旁聽人員。考慮到港珠澳大橋由
內地、香港、澳門三方共同投資
建設，三個地區平均分配消費者
參加人配額，分別為 5人、5
人、5人。
據廣東省發展改革委黨組成

員、巡視員林林介紹，各地區自
願報名的消費者人數和旁聽人數
均超過聽證會通告規定的應選人
數，必須採取隨機抽取的方式產
生。
林林表示，這15名消費者參

加人完全按照程序要求來抽取產
生，程序合法，其他9名聽證會
參加人已委託有關政府部門和社
會組織推薦產生。至此，24名
聽證會參加人全部確定。廣東省
發展改革委將於近日向社會公佈
聽證會時間、地點以及聽證方案
的有關情況。

■昨日，廣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正式發佈了《廣東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深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項下廣東自貿區對港澳服務業開放。圖為內地遊客乘搭香港觀光小輪在瀏覽維港
風光。 資料圖片

■媒體記者正在抽取消費者參
加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張國慶的龍山文化國慶黑陶研究所，距
城子崖遺址只有幾百米。這個研究所，像
一個小型博物館，裡面除了窯爐和拉坯車
間，還有近千件黑陶作品。
研究所建成實屬不易，張國慶歷經七次

搬家，才最終選址於此。他先後在此地蓋了
七次房子，第一次由於資金問題，只蓋了一
個簡易的車間工作室，現在這個工作室仍然
保留。攢點錢後他開始蓋平房，2005年
決定蓋樓房……七次蓋房先後投資近500萬
元，舉債建成了如今建築面積四千多平米的
黑陶研究所。
2005 年，張國慶為蓋樓花費大量資
金，發不出員工和學徒的工資，一度想放
棄，他說： 「這些年就像滾雪球一樣，
有點錢就蓋房子，每次都是傾囊而出，期

間更有三次因經營困難而放棄，但每次都
會重新回來製陶。」然而，天無絕人之
路，也是從2005年開始，張國慶終於拿
下了城子崖牌黑陶的註冊商標，產品亦開
始逐漸受歡迎。

七度搬家七次蓋房
舉債建黑陶研究所

2011年3月，山東省文化廳率團赴
澳門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展演活
動，張國慶向澳門特區文化局捐贈了
價值16萬元人民幣的黑陶作品及製陶
設備。
在澳門展演20多天，張國慶收了40

多個徒弟，最大的76歲，最小的4歲。
張國慶印象最深的是那名76歲的阿
姨，她從小就夢想做陶藝，連學了7天
的拉坯，還邀請他到自己的陶藝廠參
觀；那位4歲的小朋友，每天抱張國
慶的胳膊不走，「一天不做陶就哭」；
還有一對夫妻是銀行職員，學習結束後
把張國慶的作品和剩下的六塊泥巴都買
走了。「他們帶我去逛街，請我吃飯，
就像親人一樣。」張國慶深深感到澳門
華人對傳統文化的熱愛。
同年7月，張國慶代表濟南市參加了

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選粹，赴台灣「山
東印象展」活動，現場展示黑陶技藝，
並捐贈了精心製作的、代表中華傳統文
化的黑陶作品九龍熏。

癡心匠人醉心黑陶
龍山文化絕技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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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慶說，近幾年來，自己明顯感
覺到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
作越來越重視。不過，龍山黑陶的地
域性很強、國內知名度不高，加之僅
龍山鎮有營業執照的黑陶手工作坊就
有七家，市場已接近飽和，有時還會
出現各商家之間以次充好、打價格戰
等不良競爭情況，導致經營困難，要
將資金和精力充分集中到陶藝的研發
上，需要政策的支持。他舉了自己近
期的「食用陶」項目為例，「這次的食
用陶項目，整個投資大概需要300萬
左右。」張國慶稱自己「給點陽光就能
燦爛」，他說，「100萬左右就能啟
動，希望能得到一些政策上的扶持。」

■■張國慶的龍山文化國慶研究所內有近千張國慶的龍山文化國慶研究所內有近千
件黑陶作品件黑陶作品。。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張國慶的黑陶研究所張國慶的黑陶研究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攝攝

濟南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張國
慶，生於普通農家，家族中並無製

陶傳承。上世紀80年末，龍山鎮成立了
黑陶工藝研究所，他不顧家人反對，進入
研究所打雜，從此與黑陶結下了不解之
緣。在研究所裡，他一門心思學技術，回
家仍琢磨怎麼製陶，像「走火入魔」一
樣。數年後，研究所經營不善倒閉，他就
在家裡建了手工作坊，繼續製陶。
1992年，張國慶成立國慶黑陶廠，投入
大半積蓄，準備大幹一場，不料由於經驗
不足，燒製的黑陶無人問津，損失慘重。
但正是這次失敗，讓他開始扎實地學技
術，和妻子一個雕花，一個拉坯，把燒製
黑窯的17道工序全都掌握好之後才再度開
工，這次燒製的黑陶產品銷售得十分火
爆。

攻克技術難關復現失傳蛋殼陶
「製陶技術其實並不難，沒有高科技
的知識。」張國慶說，「最重要的是拉坯
和燒窯，前者靠技術、力氣和耐心，後者
靠經驗。」年輕的時候，張國慶最喜歡
的事情就是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靜靜地製
陶。他多方查找資料，一個人邊幹邊學，
根據中華傳統文化開發了孔子像、竹蘭梅

菊、心經、九龍熏等多個系列的幾百個模
具。
「古人是慢輪製陶，現在是快輪製
陶，擁有現代化的技術和精密儀器，我
們理應比老祖宗做得更好。」經過不懈
的努力，張國慶成功恢復了蛋殼陶的製
作工藝。在他的博物館裡，擺一個80
厘米高的蛋殼陶。這個作品用時160天
製成，最薄處只有0.1毫米，像刀刃一
樣，可謂蛋殼陶的巔峰之作。

開班授徒傳技 盼黑陶再輝煌
下一步，張國慶希望攻克「白陶」難
關。據其介紹，龍山文化裡，同樣的陶
土、同樣的窯，能燒出黑、白、紅、灰
四色。除了白陶，他均已破譯。「既然
四五千年前老祖宗可以，我們肯定也可
以。這也是作為傳承人的責任所在。」
2012年10月，張國慶被評為濟南市非

物質文化遺產龍山黑陶製作工藝傳承
人。「非遺傳承人應首重人品，一輩子
都要保持民間藝人的本色。」張國慶
說，目前他有十個徒弟，家中侄輩也對
製陶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希望將技藝傳
給合適的後人，重尋四五千年前黑陶的
輝煌時光。

1928年，中國首位考古學博士、著

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在山東濟南章丘龍山

鎮發現了震驚考古界的城子崖遺址，並就地挖出大量黑陶，使龍山

文化重見天日。 在此之前，中國出土的陶器大多是含沙量高、粗糙

厚重的彩陶和紅陶。龍山黑陶「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

瓷」，被稱為世界陶藝一絕，其巔峰之作即使在當代也很難燒製。

慶幸的是，經過幾代學者長達61年的不懈努力，失傳四千多年的黑

陶製作工藝終於在1989年得以破譯。更為難得的是，濟南市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張國慶苦心鑽研二十多年，終於使薄如刀刃的蛋殼

陶重現世間。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濟南報道

張國慶：冀恢復四千年前黑陶榮光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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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慶的蛋殼陶最薄處只有0.1毫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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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上展會上，，張國慶現場製作黑陶張國慶現場製作黑陶。。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