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將試點港口「深港自貿通」
致力建設全球樞紐港 實現物流服務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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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香港眾多跨境電
商對《若干意見》表示歡迎，香港跨境電商協會會長劉少
華稱，《若干意見》提出推進高效通關、打造生鮮進口快
速通關渠道，以及停徵出入境檢驗檢疫費和加大政策資金
支持等，此舉將可以有效降低港企成本和提高通關效率，
有利他們加快拓展內地市場。
從事航空貨運的港企東捷運通董事長黃鵬表示，深圳將

以新模式推動通關再提速，要實現壓縮貨物通關時間1/3
的目標，這樣將可以大幅提高他們通往歐美貨運的效率，
從而節省大量的成本和時間，這對許多同行也是極大的利
好，可以更好地吸引和服務客戶。
港資跨境電商七號洋行負責人周欽武表示，在進口貿易方

面深圳亦是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大幅度降低關稅），深圳
市將停徵出入境檢驗檢疫費、打造生鮮進口快速通關渠道
等，將有利於他們更快地將海外生鮮、保健品、母嬰用品等
運進內地市場。他認為，未來幾年包括跨境電商的進口貿易
正處於大風口，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地位將首得其利。

深圳港由東、西部港區共8個港口組
成，其中包括鹽田港和蛇口港兩個

重要大港，2017年深圳港貨櫃吞吐量為
2,520.87萬標箱，僅次於上海港和新加坡
港，居全球第三，較居全球第五的香港
港高了近400萬標箱。隨着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的即將出台，深圳港扮演十分重要
的角色。《若干意見》提出，深圳港是
全球第三大貨櫃港口，也是深圳加快發
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打造參與全球
競爭合作開放先行區的重要支撐。

簡化通關程序提升競爭力
《若干意見》聚焦自由貿易港建設，

深圳將創新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
監管制度，積極爭取國家支持，在深圳
港開展有關自由貿易港試點工作，並根
據國家授權實行集約管理體制，取消或
最大程度簡化港區貨物的貿易管制措
施，在東、西部港區實施高標準的「一
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貿易
監管制度，最大限度簡化通關程序，大
幅提升港口國際競爭力。
促進灣區港口協同發展，深圳將創新
深港港口快速通關模式，開展「深港自
貿通」試點，形成前海蛇口自貿片區與
香港間的直通物流大通道；探索建設深
港組合港，實現兩地港口物流服務一體
化。同時，進一步強化深圳港與粵港澳
大灣區及周邊港口的業務聯繫，重點推
進中山、東莞到深圳多式聯運一次申
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試點改革，逐
步推進大灣區港口通關一體化。由此不
難看出，深圳港將實現港口物流服務一
體化，劍指全球樞紐。
《若干意見》指出，目前，港口通關

效率高不高，直接關係到企業的貿易成
本。深圳港是外貿型大港，發展國際中

轉業務是其重要發展方向之一，而通關
效率成為國際中轉業務競爭的核心要
素。

打造生鮮進口快速通道
以新模式推動通關再提速。要實現壓

縮貨物通關時間1/3的目標，深圳將實施
智慧港口示範工程，積極推進中國（深
圳）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實現
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
認、執法互助」；推行「聯合查驗、一
次放行」等通關新模式，全面推進「一
站式作業」；推動檢驗檢疫企業備案與
商事備案「多證合一」，推廣「區港一
體化」和「預通關」模式；推進「智檢
口岸」平台建設，分步推進境內外檢驗
檢測認證機構信息互換互認工作。同
時，推進全國首創跨境電商生鮮進口關
檢聯合作業改革試點，打造生鮮進口快
速通關渠道。
《若干意見》將清理規範涉企經營服

務性收費，停徵出入境檢驗檢疫費、下
調檢疫處理收費，進一步降低企業進出
口貨物查驗比例和通關環節制度性成
本。深圳還將試點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
承擔招錄協查輔助人員等服務費用，優
化通關服務，構建「速度最快、費用最
低、設施最好、服務最優」國際一流口
岸。
在減費降本的同時，深圳將加大政策資

金支持，在政府引導基金框架下研
究設立深圳港航發展產業子
基金，重點資助綠色集
疏運體系類項目，扶
持國際班輪公司、國
際貨運代理等國際航
運類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加

快，深圳市也出台措施大力推動深圳港發展和試點港口自貿通。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新一期深圳市政府公報獲悉，深圳市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

關於促進深圳港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提出

「將深圳港打造成為綠色智慧的全球樞紐港，試點自由貿易港，探索建

設『深港自貿通』，與香港港共建國際航運中心」的發展目標，利用3

年左右時間，夯實港航基礎設施，完善集疏運體系，實現港口物流服務

一體化，劍指全球樞紐，到2020年底初步建立自由貿易港。

港跨境電商：
利加快拓展內地市場

莞「外資十條」鼓勵港企設廠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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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京東配送機器
人在北京市海淀區德政
路自動送貨。該機器人
中途能夠自主停靠配送
點、自動規避障礙並識
別紅綠燈信號。

■文/圖：中新社

自 動 送 貨

■港商聯泰製衣有限公司辦公
室總監何港生認為，在大灣區
建設中，人才集聚發揮的作用
十分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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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昨日，
2018東莞市產業招商大會在東莞舉行，現場正式發
佈了東莞市高質量利用外資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
若干措施（下稱「外資十條」），以及其他利好外
商投資（含港澳投資）的優惠政策，其中，外資企
業（含港澳投資企業）在東莞設立研發機構、技術
中心的，單個項目最高可獲200萬元（人民幣，下
同）獎勵。對於一系列優惠政策，現場港商代表紛
紛表示支持。

企業扶持總額達3億
隨後，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肖亞非公佈，在去

年12月「廣東外資十條」的基礎上，針對東莞外
資經濟突出的情況，配套出台了東莞版的「外資十
條」。市財政安排了10億元「高質量發展」專項
資金，通過省市聯動獎勵，企業最高獎勵可以達到
2.5億元（約合港幣3億元）。對市級財政年度貢獻
首次超過1億元的外資項目，最高可以獎勵2,000
萬元；外資企業實際到資，最高可獎勵1,000萬
元。
在新設研發機構獎勵方面，「外資十條」規定，

對世界500強企業在東莞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
外資研發機構（含港澳），按照項目實際投入的
10%給予重點支持，單個項目最高支持不超過200
萬元；而通過評審的省級企業技術中心創新平台建
設項目，落實廣東省財政最高200萬元資助，東莞
市財政按照1：0.5的比例給予配套獎勵。
對此，參與了當天重大招商項目現場簽約的香港

步長集團醫藥研發生產項目負責人王棟表示，選擇
將企業研發部門及孵化器落戶東莞樟木頭鎮，是考
慮到東莞不斷優化的政策優勢，以及不斷完善的交
通網絡。「簽約後東莞市政府在土地、人才引進、
資金扶持等多個方面都會給予幫助，具體內容還在
洽談中。」王棟表示，即將設立的研發部門，除了
醫藥研發，還將配合孵化器培育創業團隊。
作為此次招商大會嘉賓出席的港商聯泰製衣有限

公司辦公室總監何港生，對「外資十條」中提到的
最高200萬元的研發項目獎勵十分看好，他認為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人才集聚發揮的作用是十分重要
的，「像這樣針對海外創新創業人才的資金獎勵，
有利於吸引更多港澳專業人才到東莞落地生根，為
東莞今後的科技創新注入新鮮血液。」

■■深圳市出台措施大力推動深圳港發展和試點深圳市出台措施大力推動深圳港發展和試點「「深港自貿通深港自貿通」，」，擬將深圳港打造成為綠色擬將深圳港打造成為綠色
智慧的全球樞紐港智慧的全球樞紐港。。圖為深圳西部港區鹽田港國際班輪圖為深圳西部港區鹽田港國際班輪。。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深圳港發展《若干意見》要點
■ 深圳將創新深港港口快速通關模式，開展「深港自貿通」試

點，形成前海蛇口自貿片區與香港間的直通物流大通道。

■ 探索建設深港組合港，實現兩地港口物流服務一體化。進一

步強化深圳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及周邊港口的業務聯繫，重點

推進中山、東莞到深圳多式聯運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

放行試點改革，逐步推進大灣區港口通關一體化。

■推進高效通關，打造生鮮進口快速通關渠道，實現壓縮貨物

通關時間1/3的目標，深圳將實施智慧港口示範工程。

■ 清理規範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停徵出入境檢驗檢疫

費、下調檢疫處理收費，進一步降低企業進出口貨物查

驗比例和通關環節制度性成本。

■深圳將加大政策資金支持，在政府引導基金框架下研究設立深

圳港航發展產業子基金，重點資助綠色集疏運體系類項目，

扶持國際班輪公司、國際貨運代理等國際航運類項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外資十條」重點措施
1. 新設研發機構獎勵：對世界500強企業在東莞設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

外資研發機構，按照項目實際投入的10%給予重點支持，單個項目最高
支持不超過200萬元（人民幣，下同）。

2. 省級新型研發機構認定獎勵：對認定為省級新型研發機構的外資研發機
構，落實省財政最高1,000萬元資助，市財政按照1：0.5的比例給予配
套獎勵，單個項目最高扶持不超過100萬元。

3. 省級企業技術中心：通過評審的省級企業技術中心創新平台建設項目，落
實省財政最高200萬元資助，市財政按照1：0.5的比例給予配套獎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