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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廣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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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與經民聯訪
粵團成員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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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右二）、馬興瑞（右一）會見經民聯訪問團。左二為林建岳，左一為梁君彥。
受訪者供圖

李希會見訪問團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4

月28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
記李希，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馬興瑞，在
廣州一起會見經民聯訪問團一行。
在會見中，李希與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

岳充分交流了粵港合作意見，並就《促進大
灣區發展 深化粵港合作》建議書中具體內
容的可行性進行了討論。

廣東省委常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江
凌，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曾志權等省
領導亦出席會見。
當天下午，訪問團與廣東省委副書記、廣

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廣州市政協黨組書記、
主席劉悅倫，廣州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潘
建國，廣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盧一先等
廣州市領導會面。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表示，為支持珠三角城
市與港澳加強合作，使

大灣區市場達至一體化，創造有利國際商
貿合作的條件，建議構建「海上絲綢之路
港口聯盟」，在大灣區港口實施自由貿易
政策。
由廣東省政府牽頭，爭取海上絲綢之路的

沿線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組成聯盟，同

時，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推動中央政
府支持南沙、前海、黃埔等大灣區港口，以
香港為藍本實行國際自由貿易政策，並設立
更高標準的貿易監察制度。
林健鋒還建議，應綜合其他灣區發展經

驗，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一個高層次、跨城
市的海陸空交通管理機制，便於合理規劃大
灣區範圍內的公共交通，避免資源重疊投
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林健鋒建議成立「海絲港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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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訪粵團由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院士擔任榮譽顧問，一行30多人，

包括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經民聯榮
譽主席梁君彥、主席盧偉國、副主席林健
鋒、副主席梁美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
俊勇、洪為民、陳亨利，以及經民聯執
委、經民聯區議員和經民聯青委會成員。

冀落實跨境人民幣電子支付
經民聯盧偉國主席在拜會廣東省委、
省政府後表示，為進一步促進粵港兩地在
經濟和民生等領域的互動和合作，共拓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經民聯向廣東省提
交了一份《促進大灣區發展 深化粵港合
作》建議書，就兩地在創新科技發展，旅
遊及文化產業，專業服務及人才培訓，工
商、交通及通訊，金融服務業，以及青年
發展交流6個範疇如何進一步深化合作提
出了共22項建議。
對於建議書中的內容，盧偉國表示，

在金融服務方面建立粵港澳跨境人民幣電
子支付系統十分必要。「因為沒有內地居
民身份證，目前香港民眾想在內地註冊使
用微信、支付寶等電子支付系統仍然存在
較大障礙，這使得香港民眾在內地生活消
費無法享受同等便利。」
他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先行
先試粵港澳跨境人民幣電子支付系統，讓
香港民眾無障礙使用內地的電子支付平
台，有助吸引更多港人到內地生活。
在創新科技方面，盧偉國表示，應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吸

引更多創新型人才，促進粵港兩地人才交
流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他認為，這將是
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具備國際競爭力灣區的
重要實力來源。
他還建議廣東省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

合作，設立「青年創科計劃」，為有志研
展創科的合資格青年提供合適的發展土
壤，如提供創業資助、企業配對方案等。

倡增開全日通關口岸
他又表示，粵港兩地合作日漸頻繁，

但當前實行24小時通關的陸路口岸只有
皇崗口岸，應該開放更多口岸實行全日
通關，並增加粵港商務車車牌配額、優
化現行的電子無縫清關，不斷放鬆香港
車輛赴粵港澳大灣區的限制。 「這將十
分有利於粵港兩地的民間交流和商務往
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日前組團訪問廣東，獲中央政治局

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馬興瑞等會見（見另稿）。聯盟又向廣東省政府和相關部

委提交《促進大灣區發展 深化粵港合作》建議書，就促進粵港兩地在經濟和民生領域的互動和合作，提出

六大範疇合共22項具體建議，包括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立廣東省跨區金融平台、進一步優化

大灣區旅遊便利簽證、容許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購買一套毋須工作證明的自用房產等。

建議書主要內容
㈠成立中央領導的高層級大灣區建設

協調機制

㈡構建「海絲港口聯盟」，在大灣區
港口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㈢探討開放港澳車輛進入內地，開放
更多口岸落實全日通關

㈣實現粵港澳電信網路聯通，免除三
地長途漫遊費用

㈤鼓勵辦學團體在大灣區設立國際學
校

㈥推動專業資格認證

㈦確立香港作為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
地位

㈧放寬港資金融機構在廣東省執業的
限制

㈨建立粵港澳跨境人民幣電子支付系
統

㈩協助港人往內地發展及安居，容許
港人在大灣區內購買一套毋須工作
證明的自用房產

資料來源：《促進大灣區發展深化粵港合作》
建議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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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副主席梁美芬表示，目前境外
人士到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生活還存在
諸多不便，尤其是境外青年人才在內地
就讀費用昂貴。為吸引人才在大灣區發
展，建議可對港人在區內予以「國民待
遇」，以減輕讀書費用，讓香港青年才
俊可舉家到大灣區發展。
她還建議，應容許港人在大灣區內可毋須

工作證明購買一套自用房產，並將大灣區內

九個城市的購房資格劃一。
而在公益事業方面，梁美芬則希望粵港

兩地知名人士能夠發起有主題性的公益交
流活動，多與香港院校合作，組團香港青
年到大灣區參觀交流，增進對內地工商業
的了解。聯盟希望這些建議能加強廣東和
香港進一步深化合作和融合，共同促進大
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梁美芬倡港人在灣區擁「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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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組團訪粵獻策促灣區發展。 受訪者供圖

港交所從今天開始正式接受「同股不同權」
的新經濟企業上市申請。實行「同股不同權」
上市機制，是世界各地吸引創新企業上市，為
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的潮流所趨。香港在發展
「同股不同權」上市方面已落後於形勢，如今
面臨激烈競爭，更要急起直追，更積極主動游
說和推動內地和海外的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
同時，要鞏固監管嚴格的固有優勢，擦亮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金漆招牌，將香港的金融
市場做大做強。

創新企業正成為當下帶動經濟發展的最強發
動機，「獨角獸」企業（市值達到10 億美元
的科技公司）的IPO成為各地金融市場爭搶目
標，世界各地的交易所正積極推進「同股不同
權」改革。新加坡考慮放寬申請條件限制，包
括撤去上市市值至少5億新加坡元（約30 億
港元）的門檻，內地也推出CDR改革，吸引
在美上市巨型科企回歸A股。

港交所5年前拒絕「同股不同權」，導致阿
里巴巴棄港轉美上市，香港錯失一隻「金
鵝」，引起本港金融業界及政府的深刻反思，
意識到必須追上創科大潮，否則香港金融市場
將被邊緣化。去年8月，政府提出「推動發展
香港成為新經濟企業首選上市平台」的目標，
研究改革上市規則，接受「同股不同權」企
業，讓人力資本（如知識產權、新商業模式、
創始人的願景等）也成為獲得上市企業控制權
的一種方式。

香港終於邁出了迎接創新型公司上市的第一
步，雖然比美國等地市場已經落後不少，如今
又面對新加坡及內地的競爭，但遲到好過無

到，而且香港市場有法治、廉潔、透明、資金
充足等傳統優勢，只要急起直追，對世界各地
的創新企業來港上市仍有不少吸引力。

港交所「同股不同權」上市，首要爭取對象
是內地的創新企業。內地近年鼓勵創新創業，
大批有潛力的創科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當
中不乏下一個阿里巴巴、騰迅。香港擁有「一
國兩制」的優勢，又是中國最開放、與世界充
分接軌的國際金融中心，「滬港通」、「深港
通」使在港上市的公司可直接引入內地投資
者，這是香港市場比海外市場的優勝之處，港
應充分運用這些特殊優勢和賣點，把香港打造
成為「內地創科企業上市首選地」。

創科企業良莠不齊、泥沙俱下，香港實施
「同股不同權」，放寬上市限制，但並不意味
着放鬆監管。正如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所
言，改革後的上市規則只是打開大門，允許控
股股東通過不同方式來獲得控制權，但並沒有
改變對小股東的保護。現在香港對「同股不同
權」公司標誌為「W 股」、對沒有營收的生
物科技上市公司添加特別標記「B」，並設定
了特殊的資訊披露要求，在除牌程序上制定了
更嚴格的規定以防止炒殼等監管漏洞，這些做
法值得肯定。

「同股不同權」在香港是新鮮事物，可以說
機遇和挑戰並存，港交所、證監會等監管機構
必須通力合作，既要營造良好的上市環境，鼓
勵創新科企上市，同時要加強對投資者的保
護，更及時全面向投資者提示風險，令「同股
不同權」上市運作順暢，成為鞏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生力軍。

「同股不同權」急起直追 嚴格監管鞏固優勢
中聯辦一連兩日舉辦「公眾開放日」，讓香港市

民親身走進中聯辦，了解中聯辦的運作和風貌。中
聯辦以創新舉措，忠實履行與香港各界交流的職
責，受到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的好評和歡迎；市民
的了解、信任和支持，又進一步推動中聯辦與香港
各界的良性互動。近年來，中聯辦積極主動面向香
港社會和公眾，從主任到普通職員，通過不同形
式，把握各種機會，與香港各界的交流互動越來越
多、越來越好，展現在新時代、新形勢下，中聯辦
與市民同心同行，攜手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中聯辦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促進香港與內地
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
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但
受種種條件限制，市民對中聯辦了解不多，覺得中
聯辦「充滿神秘」、「高不可攀」，更由於個別別
有用心傳媒的抹黑、誤導，「中聯辦插手香港事
務」、「西環治港」之說甚囂塵上，影響了部分市
民對中聯辦的真切了解。

事實上，中央一直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國家主
席習近平一再重申，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
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
好」，充分體現習主席和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厚
愛。從中英談判到香港回歸、恢復行使主權並設立
特別行政區，從堅定支持香港抵禦亞洲金融危機和
抵禦國際金融危機，到推出CEPA和開放「個人
遊」，從1962年「三趟快車」、1965年東江水供港
到現在對港食品、電、天然氣等一系列生活生產物
資的安全穩定供應，從兩地經濟合作到兩地教育、

科技、文化、法律等多領域、全方位的交流，不論
回歸前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還是回歸後的中聯辦，
都參與其中，盡職盡責。

因此，中聯辦加強與港人的互動，包括日常參加
社團活動、與各界人士接觸交流，中聯辦官網推出
「員工專欄」，講述中聯辦員工在香港的工作經歷
和生活感悟，中共十九大和今年兩會後，中聯辦各
級官員深入社區舉辦宣講會，到近期推出和今後將
一直舉辦的「公眾開放日」等活動，顯示中聯辦
「門常開、人常在、事常辦」，一點也不神秘，增
進了市民對中聯辦的了解，消除誤解，更增進了市
民對國家的感情。

中聯辦盡職盡責，與市民同心同行，目的是為了
香港好、為國家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正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所指，「香港中聯辦作為中
央派駐香港的機構，將堅決貫徹習總書記和中央的
決策部署，一定會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一定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把實
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一定會繼續支持香
港充分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在建設好實行社
會主義制度的內地中發揮更多更大的積極作用，並
從中獲得更多的改革和發展紅利，促進香港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這是我們中聯辦人的神聖
使命和重要職責。」

建設好香港和國家，是中聯辦和香港市民的共同
目標和願望。相信今後中聯辦會與市民「行埋一
齊、坐埋一齊、傾埋一齊」，更多市民走進中聯辦
作客，也讓中聯辦更多了解市民的所思所想，雙方
的溝通交流一定更加具體深入，中聯辦履行職責、
支持香港的作用更加有效到位，促進香港和內地的
互利雙贏發展。

中聯辦創新履職 與港人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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