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20項「國民待遇」獻策特首
林鄭允積極爭取 便利北上港人生活工作

20項國民待遇建議
■便利生活

給予港人內地身證編號方便衣食住行

放寬港人內地置業按揭限制享受國民
待遇

辦理商務及個人事務時免交內地住址
證明

內地看病與當地居民收費一致

放寬免試招收港生計劃

允許副學士港生免試直接就讀內地高校
第三年本科

港籍學童內地求學享有當地居民中小學
義務教育

香港長者在內地享有同樣長者優惠

取消港人必須入住涉外旅館的規定

■便利創業

開放更多非服務業範疇允許港人內地
創業

撤銷目前內地對香港多個服務業准入
限制

港人內地開設個體商戶與當地居民同樣
待遇

港人內地經營農場與當地居民同樣待遇

容許港澳流動漁民聘請內地勞工

■便利就業

豁免就業許可，允許港人內地自由就業

鼓勵及允許港人在內地申請公務員職位

容許港人入伍參軍

放寬在內地停留逾183日需向內地繳納
個人所得稅的規定

允許香港私家車自由進入內地

推動內地電視台在港全面免費轉播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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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與會
務顧問葉國謙，副主席彭長緯、陳

克勤、陳勇、周浩鼎，及多位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區議員昨日下午與林鄭月娥會
面。李慧琼會後與周浩鼎，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葛珮帆、劉國勳會見記者交代情
況。

李慧琼冀助兩地關係更緊密
李慧琼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視
察香港，十分重視港人對內地生活國民待
遇的訴求，並指示內地各政府部門積極落
實，現時許多港人國民待遇政策已陸續實
施，中央政府港澳辦亦成立專門工作小
組，推動港人國民待遇相關事宜。
她引述統計數字指，目前有逾52萬港
人在內地定居，15,000名港人學生在內地
求學，港人對往內地發展與生活的意願很
高，十分希望享有國民待遇，便利於內地
生活。民建聯希望內地有關部門和特區政
府積極協商，盡快推動港人國民待遇，相
信能進一步促進兩地民眾交往，令兩地關
係更加緊密。
李慧琼指出，民建聯早前拜會廣東省
省長馬興瑞，提出一系列港人國民待遇建
議，希望利用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政
策，讓港人先在全廣東省內享有國民待
遇。
她說：「馬省長對相關建議回應正

面，答允與特區政府積極協商推動。由於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即將赴京公幹，因此民
建聯今（昨）日與行政長官會面，再次提
出系列港人國民待遇的具體建議，了解特
區政府對相關事項的推動進展。」

早享「內地身份」融入生活聯網
她指出，20項建議中，民建聯最希望
盡快落實給予港人內地身份證明的要求，
因內地生活高度互聯網化，衣食住行、開
設銀行賬戶、手機移動支付、出行購買車
票等均需要輸入身份證編號，否則便要等
候人工處理，費時失事，「如果在回鄉證
上加設與內地居民身份證上相同的號碼，
或者發放有身份證編號的身份證明，將大
大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和工作。」

允許港人參軍 私車自由入粵
李慧琼表示，是次提交行政長官的20

項建議中，16項早前已遞交馬興瑞，新
加入的4項包括允許港人參軍入伍、放
寬在內地停留逾183日便需向內地繳納
個人所得稅、允許香港私家車自由進入
廣東省及推動內地電視台在香港全面免
費轉播。

推動電視轉播 增進文化交流
她認為，香港不少年輕人有志參軍護

國，增加軍旅體驗，而放寬跨境薪俸稅計
算方法，能進一步促進港人往內地創業和
就業。同時內地有大量精彩的電視節目，
若能在港收看，既大大豐富市民業餘生
活，亦有助港人了解內地文化。
李慧琼表示，林鄭月娥十分關心相關

建議，並與民建聯逐項討論，她引述林鄭
月娥強調，現屆政府與內地合作十分緊
密，各政策局均就各自領域與內地相關部
門保持密切溝通，積極推進所有便利港人
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目前有逾52萬港人於內地定居，民建

聯致力推動港人在內地享有國民待遇，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創業與

就業。民建聯繼早前拜會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一系列國民待遇建

議後，昨日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提交港人內地生活、

創業、就業三大領域共20項國民待遇具體建議。林鄭月娥積極回應民

建聯的建議，並承諾稍後赴京公幹時向中央政府積極爭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周浩鼎、葛珮
帆及劉國勳於港人內

地求醫、開放特許經營、港生內地求學、
港人專業資格內地認可等方面，與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進行了深入交流。他們促請特
區政府與內地部門積極推動相關事項，令
該些港人最關心領域的國民待遇早日落實。

兩地醫院合作 港人求醫安心
梁志祥指出，大灣區建設中，他最關心
港人在內地的醫療問題，因現時很多港人
在大灣區生活，但由於不能享有內地醫保
及不信任內地醫療水準等原因，有重病時

往往要趕回香港召救護車求醫，十分不便。
因此，民建聯建議政府鼓勵更多本港醫

療機構在大灣區開設診所，及與內地公立
醫院合作，讓港人在內地求醫時也享有與
香港公立醫院同樣的收費標準。他指林鄭
月娥答應積極考慮。

稅務投資開放 港企人才受惠
周浩鼎指出，目前港人內地創業仍限制

進入特許經營領域，民建聯希望內地能將
更多非服務業範疇的領域向香港企業開
放，讓港企在自然資源開發、礦產開採和
冶煉，及交通運輸工具製造等方面享有國
民待遇，獲得更多更大的投資機會。

葛珮帆表示，香港正積極推進兩地科技
合作，若放寬在內地停留183天需向內地
稅局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規定，將促進兩地
科技人員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並指如少
了這個稅務「緊箍咒」，對促進大灣區科
創業的合作與發展很有幫助。
民建聯建議可以優先向科研人才放寛跨

境個人所得稅規定，同時建議內地認可本
港專業人士的專業資格，方便他們回內地
創業和就業。

額外限制取消 港生內地就業
劉國勳指出，現時很多港生回內地讀大

學，但畢業後卻難以在內地求職，許多企

業因為聘請港人要辦額外手續而不願聘
用，學校、政府也因此很少聘用港人。民
建聯希望港人在內地工作能享有國民待
遇，取消額外限制，那些在內地就讀師範
大學的港生便可獲相同師資資格，能在內
地學校當老師。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由於中央政府

重視港人訴求，許多港人國民待遇的措施
已經實施，例如內地已取消港人必須入住
涉外旅館的規定，在住宿方面給港人與當
地居民相同的待遇；主要高鐵站的自動售
票機已能閱讀回鄉證出售車票；及內地學
校招收港生的計劃大為擴充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資格標準互認 助港融入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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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大灣區11
座城市重大發展

契機，亦是香港未來預期的重要經濟
增長引擎。要讓這巨大經濟引擎成功
運作起來，關鍵之處，是否成功促使
11城同城化，人員、物資、資金、信
息自由流通。唯此，11城才能形成一
個共同的市場，發揮協同效應，形成
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城市群。爭取港人
國民待遇，是促使大灣區「人員通」
的重要一步。

各領域放寬助融入國家
民建聯的20項建議，在便利生活方

面有9項，包括給予內地身份證明，
讓港人擁有和內地居民同樣的身份編
號。港人在內地旅行、生活、工作，
再也無需因為無法輸入身份證號，而
不能在互聯網買票、不能使用移動支
付、自動購票機，及所有自動辦理系
統。民建聯的建議，無疑是助益港人
融入內地的必要舉措。
在求學、創業、就業方面，港人辦
理商務和個人事務時免除內地住址證

明，開設個體工商戶取消外資審批、
且營業範圍與內地居民看齊，開放包
括農業在內各領域予港人國民待遇，
這些都消除了港人往內地發展種種障
礙。

港胞入伍奉公 國民應有之舉
允許港人承擔保家衛國義務、入伍

參軍，允許港人在內地申請公務員職
位，是體現香港回歸祖國、香港人是
中國公民的應有之舉。以前由於種種
原因，將港人視為「外國人」的種種
過時限制，早應取消。
「一國兩制」讓香港有了「兩制」的獨
有優勢，但也存在「兩制」之間通
關、稅務、金融、法律等巨大差異。
要做到「四通」需要克服大量的困
難，需要兩地政府無微不至的協商、
推動。讓港人享有國民待遇，是一個
有益嘗試，良好開端。下一步，還應
讓內地專才也能自由來港生活，補齊
本港人力不足的短板，才能形成完整
的「人員通」循環。要推動大灣區建
設裨益香港經濟，官、商、民各界任
重而道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鬆綁「人員通」11城「共同體」

■■民建聯與特首會面民建聯與特首會面，，提出港人在內地生活提出港人在內地生活、、創業創業、、就業範疇享受國民待遇的就業範疇享受國民待遇的2020項建議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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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商
討港人在內地享有便利的措施，並提交建議
書。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是大勢所趨，更
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指明的方向。隨着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的推進，將有越來越多港人回
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特區政府應努力了
解在內地港人的需求和困難，加強與本地政
黨溝通，主動與內地建立密切聯繫，令港人
切實享受到便利措施，促進兩地人才流動，
互利發展，有利於香港經濟邁上新台階。

民建聯年初前往廣州拜訪廣東省省長馬
興瑞，希望在廣東先行先試落實港人國民
待遇，昨天再就此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
林鄭月娥強調，今屆政府與內地合作緊
密，除了爭取國民待遇外，在其他與港人
有關的政策上，政府都有與相關部門聯
繫。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吸引不少港人北上工
作和生活，最新統計已經超過50萬人。但
由於港人未能享有完整的國民待遇，以致在
各個方面仍受到不少限制，這既造成了諸多
不便，也不利於香港進一步融入內地。

有見及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視察香港
時表明，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正在積極研究出
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
具體措施；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制

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中央雷厲風行，上月公佈了三項便利港
澳居民在內地求學、工作和生活的措施。這
足以體現中央一如既往大力支持香港發展，
支持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港人到內
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以國家強大的後盾和
廣闊空間，讓港人分享到更多國家發展的紅
利。

中央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一體化合作，為港人到內地發展創造
機會，為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長
遠競爭力帶來實實在在的支持。應該看到，
在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港人北上的規模將
進一步擴大。

落實港人在內地的便利措施，特區政府的
角色最為重要，因此應更加積極有為，加強
與中央以及廣東省有關方面的溝通協作，將
便利措施更快更好地逐一落實；本港政黨政
團與市民接觸較多，對民情民意比較了解，
對港人北上工作和生活的情況，所遇到的困
難等更為清晰，政府應加強與各政黨的合
作，以便未來提出的便民措施更切實可行。

可以預期，各種便利港人港企在內地發展
的措施陸續有來，這將大大減少港人到內地
發展的憂慮，為港人帶來更多更新的發展機
遇。

政府應更積極作為 落實港人內地便利
建造業議會發表報告，預計建造業未來數年欠缺約

5,000至10,000名技術工人，另外工地監督人員、技
術員及專業人員均存在普遍人手不足情況。本港建造
業勞動人口老化，經濟好轉全民就業，人手短缺問題
更顯突出，建造業尤甚，單靠本地培訓短期內難以解
決。只有在保障本地工人權益的大前提下，適當引入
外勞，同時不斷引進新技術，加強宣傳培訓，多管齊
下，長短結合，方能紓緩建造業人手不足問題，保障
基建工程按時按質完成，為經濟穩健發展創造條件。

本港未來5年每年的整體建造工程開支達2,500億元
至3,050億元的水平，反映建造服務需求持續殷切。但
另一方面，勞動力老化問題困擾業界。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去年11月發表網誌指出，目前有大約4成建造業
技工的年齡已55歲或以上，並於未來5至10年內退
休，對本來已經人手不足的建造業構成壓力。本港勞
工人手緊絀已成普遍現象，就連小巴司機人手不足亦
愈來愈明顯。

本港經濟持續向好，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的低水
平。日前公佈的失業率更跌至2.9%，創下20年來新
低，其中地產業和地盤工程行業的跌幅較為顯著。香
港進入勞工短缺時代，各行各業各出奇謀爭奪人才，
建造業面臨更嚴峻挑戰。

面對人手不足難題，建造業勞工團體強烈要求政府加
強培訓，避免勞工人手青黃不接，對輸入外勞則持消極
保留態度。香港建造商會的《香港建造業展望2020》
報告清楚地指出：業界須每年引進至少8,000名40歲以

下的新血，方能應付需求。而建造業議會於2008年至
2017年9年間培訓超過27,000名工人，意味着本地培
訓每年只能提供3,000名新人，與實際需求之間有明顯
距離。可見，本地培訓遠水難救近火，未來基建市道依
然好景，對人手需求大，人手不足難免不影響工程進
度、增加整體成本開支，導致建築成本難以下降，樓價
難以下調，最終還是會轉嫁到普通市民身上。

面對各項基建工程的開展和建屋量的增加，建造業
人手勢難以在短時間內滿足需求，輸入外勞可解勞工
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勞工處強調，政府一直密切留
意不同行業人力供求情況，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大前提下，當局容許適當、有限度及針對性輸入勞
工，以紓緩個別行業人手短缺問題。包括新加坡在
內，世界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會在保障本地勞工的條
件下，適當輸入外勞，滿足本地發展的需要。本港勞
工團體應理性看待輸入外勞的問題，不必過份擔憂外
勞搶飯碗、影響本港工人權益。

政府應積極協調各部門、業界及培訓機構，加強宣
傳和培訓，提升建造業工人的形象；擴大現時把部分
訓練課程外判予工會和認證機構的計劃，以增加培訓
名額及吸納生力軍；完善業內晉升階梯，吸引更多青
年人入行，應付長遠人手短缺問題。

另外，近年全球各地不少地區積極在建築方法上引
入機器化及自動化，本港建造業亦應積極研究、推動
及採用更多新科技，提升本地建造業的競爭力和生產
力。

適當引入外勞 紓緩勞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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