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兩會」獻策 為港「攞利是」
身份證明電子支付等予國民待遇 便利港人內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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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在內地定居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
明，或參考二代台胞證做法，考慮將回
鄉證調整成18個號碼，作為內地身份證
明文件

■放寬港人辦理商務及公共服務需提供內地
住址證明的限制，港人只須提供香港法定
信函、文件以證明在港確實住址即可

■讓港人憑在香港使用的電子支付工具，
毋須綁定內地銀行賬戶或信用卡，也可
在內地消費

■改善跨境薪俸稅計算方法，豁免將即日
來回和周末、節日假期等非工作日數計
算在內地居住的183日之內

■讓港人毋須領取就業證，便能如內地居
民般自由選擇職業

■放寬港人在內地置業的按揭限制，按揭
成數與內地居民一樣

■設立專屬渠道，以鼓勵及便利港人加入
內地公務員體系及國企

■優化港珠澳大橋交通安排，包括放寬粵
港跨境私家車配額制度、在珠海口岸實
施便利的「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
額」政策

■在珠海、中山及惠州等設立「香港
村」，興建房屋予港人居住，並提供相
應社區設施

■在公共交通工具及主要旅遊景點的優惠
方面，給予香港長者國民待遇

■支持港澳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健康養老
中心等，為港人長者提供安老保健服務

■參考港大深圳醫院模式，讓香港優質醫
院在內地主要城市建設合營醫院

■讓港澳籍學生可申請參加積分入學，接
受內地中小學義務教育

■容許香港副學士生就讀內地所有主要高
等院校第三年本科課程

■讓港人可入伍參軍，可先容許在內地就
讀大學的港生參與

民建聯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在「兩會」期間提
出的建議和提案，兩名會務顧問兼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譚耀宗、葉國謙，主席兼全國政協委員李慧
琼，兩名副主席、分別身兼港區全國人代及全國政協
委員的陳勇和彭長緯，以及立法會議員兼全國政協委
員梁志祥出席。
眾人亮出寫有倡議重點的大利是，分別為「落實國民
待遇 推動大灣區發展」、「便利生活工作改善營商環
境」、「提升住屋及安老醫療水準」、「推動產業發
展保障動物權益」、「促進教育事業發展」及「優化
法規及制度安排」，希望中央「畀封紅包香港人」。

回鄉證號改18位當身份證
目前，港人要在內地辦理商務及公共服務，例如申

請內地銀行戶口以綁定電子錢包，會遇到不少困難，
許多機構只承認內地居民身份證及內地住址證明。民
建聯建議向不在內地定居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
或考慮參考二代台胞證做法，將回鄉證調整成18個
號碼，作為內地身份證明文件。
短期內，他們認為可要求各公營機構及各行業營運

商，在提供電子服務平台時，必須確保能兼容回鄉
證，另外又建議放寬港人住址證明限制，容許港人只
須提供香港法定信函、文件，以證明在港確實住址即
可。
葉國謙解釋，內地電子平台非常發達，但很多只能
辨識18個號碼的內地居民身份證，而現時回鄉證只
有8個或10個號碼，令港人不能使用電子平台，構成
不便，而二代台胞證已與內地居民身份證一樣有18
個號碼，希望回鄉證可提升規格，而港人可自由選擇
是否領取。

免綁內地銀行賬戶信用卡
目前，內地兩大電子錢包支付寶及微信支付，均要
求用戶綁定內地銀行賬戶或信用卡，令沒有兩者的港
人未能享受便利。民建聯認為，可讓港人憑在香港使
用的電子支付工具，毋須綁定內地銀行賬戶或信用
卡，也可在內地消費。
港人到內地工作的考慮之一，為內地高昂的薪俸稅

率，只要每年在內地居住超過183日，就會墮入高達
45%的稅網。民建聯建議改善居住日數的計算方法，
豁免將即日來回和周末、節日假期等非工作日數計算
在該183日之內。

李慧琼：吸專業人士北上
李慧琼指出，如果倡議獲得接納，將會是非常大的

突破，可吸引更多港人尤其青年及專業人士到內地工
作，但由於涉及整個國家的稅務政策，推動及落實需
時，同時該黨會在「兩會」跟進可否讓個別行業實行
「港人港稅」。

兩 會

全國「兩會」將於下月舉行，有多名成

員擔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的民建聯，將會就推動兩地合作與國家發

展議題，提出31項建議和提案。在便利港

人在內地生活、工作、營商方面，民建聯

建議為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並容許港

人毋須綁定內地銀行戶口或信用卡，也可

在內地使用電子支付工具，又在跨境薪俸

稅方面提出新計算方法，建議豁免即日來

回和周末、假期計算在內地居住的183日之

內。適逢新春，民建聯希望中央接納他們

的倡議，「畀封利是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粵港
澳大灣區將成港人發展甚至是安居之
所，民建聯提出在珠海、中山及惠州等
地興建「香港村」，提供住屋及社區設
施，又建議香港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健
康養老中心等，以及透過政策保障香港
長者在大灣區安享晚年。
民建聯建議在鄰近香港的廣東省城市，

如珠海、中山及惠州等設立多個「香港
村」，興建大量房屋予港人居住，並提
供相關社區及休閒設施，例如商場、街
市、戲院、圖書館、醫院、公園及泳池
等，同時建設接駁交通網絡，以便利居民
往來「香港村」和其他地區。

梁志祥：助港解住難
梁志祥解釋，建議是借鏡澳門租借

珠海橫琴而得以發展，指香港面臨房
屋問題，而港人也並非對在內地居住
完全沒有興趣，目前就有20萬港人在
內地工作，兩萬多港人在內地安老，

而內地規劃及建屋方面比香港快，如
「香港村」可落實，將可加快處理香
港房屋問題，加上高鐵香港段即將通
車，如實施「一地兩檢」將更便利港
人往返粵港兩地。
針對在內地安老的香港長者之需要，

民建聯提出支持港澳在大灣區開辦醫
院、健康養老中心等項目，為香港長者
提供安老保健服務，同時希望中央推出
相關政策，在監管服務收費、專業技術
和醫德方面保障香港長者。
他們並建議推出政策及財政優惠，協助
發展智慧安老服務，如配合香港推行的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同時，該黨認為應
統一在公共交通工具及旅遊景點，為香港
長者提供與內地長者同樣優惠。

放寬跨境車來往港珠
港珠澳大橋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重要

動力。民建聯建議放寬粵港跨境私家車
配額制度，允許在珠海居住、就業的港

人申請該類車牌，長遠可探討香港私家
車無限額進入廣東省的可行性，另外可
在珠海口岸實施「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
別配額」政策，採取「一次辦理、多次
使用」模式，例如在入境前24小時申
請，有效期為3年。
在大灣區發展多項產業方面，民建

聯亦提出多項倡議。創新科技方面，
該黨提出協調官、產、學、研合作，

將大灣區發展成智慧城市群，並在區
內成立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同時應
研究免除來自香港的原材料、設備和
中間產品等的入口關稅，以降低研發
等成本。
在旅遊業方面，他們建議放寬國際旅

客144小時過境內地免簽的規定，如倍
增至288小時，以吸引更多旅客訪港，
體驗「一程多站」旅程。

倡粵建「香港村」吸引北上安老

■提案建議香港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吸
引港人北上安老。圖為港大深圳醫院。

資料圖片

■提案建議允許在珠海居住、就業的港
人，申請跨境私家車牌。圖為深圳灣口
岸的跨境私家車。 資料圖片

■盡量將2017年CEPA的26項非服務業範疇

的措施向港企開放

■進一步開放服務業，撤銷目前內地對香港

多個服務業的准入限制

■允許香港個體戶毋須經過外資審批就能參與

特許經營，營業範圍也應與內地居民看齊

■設立一站式資訊平台，整合內地各工商部

門的資訊，包括公司註冊資訊、稅務資

訊、工商法律法規

■將大灣區發展成智慧城市群，並在區內

成立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及研究免除

來自香港的原材料、設備等關稅，降低

研發成本

■放寬國際旅客144小時過境內地免簽的規

定，以吸引更多旅客訪港，體驗「一程多

站」旅程

■劃出部分鄰近香港的內地水域及島嶼，讓

內地相關部門與特區政府共管，讓香港漁

農民生產作業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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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內地
院校逐漸成為香港學生選擇升學的新
貴。民建聯認為要讓港生「有得
揀」，建議放寬免試招收港生計劃，
讓港生可憑文憑試成績入讀更多優質
院校，並容許香港副學士學生直入內地

院校本科第三年。
民建聯建議內地教育部門放寬免試招

收港生計劃，讓香港學生可憑文憑試成
績，毋須考入學試，就可就讀內地更多
優質院校，其中可在廣東省先行先試，
為港生提供更多選擇。

他們又認為，香港副學士課程與內
地大專文憑在資歷上接近，建議教育
部門參考內地「專升本」的安排，容
許香港副學士學生就讀內地所有主要
高等院校第三年本科課程，以擴闊他
們的出路。
針對在內地生活港人子女的教育問

題，民建聯提出參考深圳等城市的做
法，讓港澳籍學生可以申請參加積分入

學，接受當地中小學義務教育，並進一
步優化相關手續，包括辦理入學及各項
證明等。
他們並關注到內地學生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留學需要，建議
將目前多個專項獎學金的受惠對象擴大
至內地學生，並大幅提高國家公派人員
的比例，放寬申請條件限制，讓更多學
生可以受惠。

■■民建聯昨公佈民建聯昨公佈「「兩會兩會」」提案內容提案內容，，譚耀宗譚耀宗、、葉國謙葉國謙、、李慧琼李慧琼、、陳陳
勇勇、、彭長緯和梁志祥出席介紹彭長緯和梁志祥出席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免試招港生建議放寬

■提案建議讓港人毋須綁定內地銀行賬戶或信用卡，
也可以使用內地電子支付工具。圖為內地一間可用支
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便利店。 資料圖片

■提案建議放寬港生免試升讀內地高等院校。圖為在
香港舉辦的內地高等教育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