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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成港青認同灣區利發展
匯款手續稅率等有待改善 青協倡多招掃清障礙

「青年創研庫」主要建議
■成立「大灣區事務協調局」，就9+2城市之間的角色
跟進具體協調事務

■建立一站式資訊平台，有系統地公開大灣區9+2城市
的創業及就業的實用資訊

■簡化大灣區內各類商務手續，設置各類商務手續的網
上申請渠道

■設立「香港青年創業與就業促進處」，為香港青年開
拓更多創業與就業機會

■提供「港青港稅」優惠，讓符合一定條件的年輕創業
者及就業者可按香港稅率向內地繳稅

■提高受僱於大灣區的香港青年的個人購匯額度至每年
最高10萬美元

■打通粵港澳三地的跨境電子支付服務

資料來源：青年創研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港青灣區發展事業障礙
■商務制度和創業政策缺乏協調

■商務手續繁複、資訊不透明、資金提取及匯款的
手續繁複

■稅率高並實施全球徵稅

■沒有相關證明及銀行戶口的香港青年難以使用內地的
電子支付服務

■部分公共服務系統不接受回鄉證

■生活配套如教育和醫療制度不協調

資料來源：青年創研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特首：未來重點工作推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下午在禮賓府與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會
面。她表示，中央日前公佈了《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帶來重大發
展機遇，因此推進大灣區發展將是特區政
府未來的重點工作。

晤劉賜貴談瓊港合作
林鄭月娥歡迎劉賜貴率團訪港，很高
興繼去年4月到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後，再次與劉賜貴會面。她說上次與對方
會面時開拓了多個合作範疇，其中兩地在
旅遊方面的合作潛力尤其優厚。她預祝劉
賜貴是次訪港成果豐碩，進一步推進瓊港
兩地其他領域的合作。

她說：「中央日前公佈了《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帶來重大發
展機遇，因此推進大灣區發展將是特區政
府未來的重點工作。」
她又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去年國

務院批准設立的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
驗區（海南自貿區）將為瓊港兩地帶來嶄
新的合作機會，歡迎海南積極向香港商界
和專業界別介紹海南自貿區的最新發展，
亦鼓勵海南企業利用香港的金融、商貿、
物流、管理和專業服務等各方面的優勢，
開拓國際市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亦有出
席。

林鄭見俄外長介紹港灣區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午

與俄羅斯外交部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在禮
賓府會面，向他介紹香港最新發展，包括國
家剛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指這個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將為香港帶
來無限機遇。她表示，香港將在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利用香港的優
勢支持發展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兩地多領域合作緊密
林鄭月娥昨日會面時歡迎拉夫羅夫首次
訪港，除了談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外，亦
講述了俄羅斯與香港近年在不同領域合作
發展迅速，其中香港與俄羅斯去年的商品

貿易總額達358億港元，較前年度增加超
過20%，訪港的俄羅斯旅客亦有明顯增
長，顯示雙方連繫日益緊密，令人鼓舞。
林鄭月娥又說，雙方的全面性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已於2016年生效，促進了雙
方的經濟和貿易往來，期待雙方就投資推
廣及保護方面亦能盡快達成協議，促進兩
地投資。她表示，香港正計劃在莫斯科設
立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很高興建議得到
俄羅斯政府的正面回應，相信經貿辦的成
立可將雙方在經濟、貿易、創科及青年交
流等方面的合作推上新的台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亦有出

席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日前公佈的《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發
揮粵港澳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
優勢，聯合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
產保護，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
力。記者昨日從在珠海舉行的南
粵古驛道文化之旅系列活動主辦
方獲悉，「大灣區文化遺產遊
徑」專題工作會日前在廣東省政
府召開，共同討論關於大灣區文
化遺產遊徑的工作計劃。其中，
南粵古驛道第二屆少兒繪畫大賽
同時展開，500 多名選手從逾
3.25萬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進入
總決賽；而大賽將大灣區建設與
文化遺產挖掘相結合，打造大灣
區文化品牌。

粵港澳打造「古道遊」
綱要明確提出要「共建人文灣

區」，「構築休閒灣區」。對
此，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有關負
責人在珠海表示，將舉全省文化
旅遊系統之合力，與港澳文化和
旅遊部門緊密合作，共同促進文
化和旅遊的交流創新發展，打造
大灣區世界文化和旅遊高地。近

期，重點推進大灣區文化遺產遊
徑建設，充分挖掘利用灣區內文
物古蹟、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古驛道等資源，將香
港文物徑、澳門世界遺產舊城區
和廣東南粵古驛道形成「古道
遊」的新旅遊產品，構建形成一
個極富特色的「大灣區文化遺產
遊徑」系統。

最小參賽者僅3歲
其中，為傳播南粵古驛道沿

線人文自然特色，南粵古驛道
文化之旅系列活動「藝道遊學
．中國南粵古驛道第二屆少兒
繪畫大賽」舉行，吸引超過3.25
萬人參與投稿，其中參賽選手
中最小的僅 3 歲、最大的 15
歲；經角逐，500餘人進入在珠
海舉行的總決賽。
大賽組委會秘書長、南粵古驛

道視覺及景觀設計總監梁迪宇
說：「今年選擇在珠海進行總決
賽，把大灣區建設與我們的文化
挖掘相結合。未來，我們也會為
此更深入地挖掘，也把大灣區的
經濟、文化資源注入南粵古驛道
沿線欠發達的城市、古村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
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其中一個對香港的定位是建設亞
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表示，未來會繼續
在大灣區內推廣香港法律，冀在大灣區
以先行先試的方式，鼓勵內地企業採用
香港的合同法律，及到香港進行仲裁，
並推廣調解理念。

鄭若驊昨日結束北京訪問行程返港，在
香港國際機場會見傳媒。她指，在大灣區
內，特區政府可多做幾方面的工作，首先
是推廣香港法律。她表示會繼續推廣各地
的商業或其他機構，在沒有涉外因素的情
況下，採用香港法律作為其合同上的法
律，冀在大灣區以先行先試的方式推動。
同時，特區政府亦希望內地企業在沒有涉
外因素時，可以到香港進行仲裁，以發揮

香港的獨特優勢。
調解方面，鄭若驊希望在大灣區推廣

「Mediate First（調解先行）」的方式，讓
整個大灣區在用其他爭議解決方案之前，
先提出調解，「就如何落實這方面，我們
會探討一些方案。」
大灣區涉及粵港澳三個法域，鄭若驊冀

就三地法律建立一個平台，讓大家進行交
流和了解三個地方的法律獨特優勢，繼而
為大灣區的需要提出建議，讓企業和市民
均可以受惠。

鄭若驊：推動內企用港合同法

調查於今年1月12日至18日期間進行，
「青年創研庫」訪問了522名在職或

待業本港青年，並深入訪問多位專家、學
者，以及因工作而經常逗留或往返大灣區9
個廣東省城市的18歲至39歲本港青年。
報告顯示，受訪港青九成以上（92.1%）
均有聽過「粵港澳大灣區」或「大灣區」；
認為建設大灣區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香港青年的事業發展機遇」和「香港的國
際競爭力」有幫助者分別佔73.4%、71.3%
及64.4%。

市場空間最具吸引力
受訪青年認為內地城市在「市場空

間」、「累積工作經驗」及「事業發展機
會」這三方面有吸引力的，分別佔75.5%、
65.1%及 63.8%；但認為「創業資助或支
援」和「創業優惠措施」吸引者，僅佔
52.3%及47.7%。
受訪者並認為，到廣東省創業或就業，當中

最困難的是「適應法律制度」（86.0%），其
次是「處理稅務安排」（79.9%）及「適應商
貿制度」（74.9%）。

深入調查的受訪個案反映，政策穩定性
是他們會否在廣東省創立或繼續業務的關鍵
因素。有從事金融科技的個案表示，曾因內
地金融牌照制度的突然轉變而損失一個重要
客戶，業務霎時停頓。
有受訪專家就指，現階段未見各城市之

間有良好協調，令各地出現不同的商業規
例。這些政策的不確定性，令創業者難以掌
握營商的標準，成為其中一項較大風險。

不熟手續花千元代辦
有在大灣區創業的青年表示，內地創業

商務手續、資金提取及匯款的手續繁複，以
至稅率高及規定全球徵稅等問題，均窒礙他
們創業與就業的意願。有受訪創業者表示，
因不清楚內地成立公司的手續，結果要花費
數千元人民幣找中介代辦。
還有受訪者表示，以前為取得內地買

樓資格而願意在內地支取薪金，並繳納
社保和所得稅，但新稅制令他擔心需要
按全球收入徵稅，他已轉為在港支薪，
並計算在內地逗留的日子，避免停留超
過183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

青協成立的「青年創研庫」昨日

公佈「消除港青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事業的障礙」研究報告，發

現逾七成受訪港青認為大灣區對

香港經濟和個人事業發展有正面

影響，但繁雜的商務手續、資金

提取及匯款手續，及內地高稅率

問題，均窒礙港青創業和就業。

青協提出系列建議協助港青赴大

灣區發展，包括設立「大灣區事

務協調局」跟進具體協調事務，

及提供「港青港稅」優惠等。

「青年創研庫」經濟與就業組召集人
陳浩升表示，由於大灣區涉及3種不同
的行政制度，本港青年到廣東省創業與
就業存在不少有待克服的障礙。他建議
按「一國兩制」的基礎，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的頂層架構下設立「大灣區事務協調
局」，就9+2城市之間的角色，專責跟進具體的協調事
務。該局亦應建立大灣區一站式創業與就業資訊平台，
並協助簡化大灣區內各類商務手續。
經濟與就業組成員禤彥勳認為，建設大灣區是開拓本

港青年創業與就業的重要機會之一，他建議特區政府設
立「香港青年創業與就業促進處」，為香港青年開拓更
多創業與就業機會。
該組成員周浩民及杜丰杰則建議，廣東省九個城市應

提供「港青港稅」優惠，讓符合一定條件的香港年輕創
業者及就業者，可按香港稅率向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
此外，有關當局亦應簡化匯款手續，使受僱於大灣區的
本港青年，其個人購匯額度由每年5萬美元，提高至每
年最高10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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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設協調局 簡商務手續

■林鄭月娥（右）昨日與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會
面。

■林鄭月娥（右）昨日與俄羅斯外交部部長謝爾
蓋．拉夫羅夫會面。

▲小畫家們在創
作南粵古驛道畫
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方俊明 攝

◀粵港澳三地聯
手推進「大灣區
文化遺產遊徑」
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攝

■■青協提出系列建議青協提出系列建議，，助港青灣區發展創業掃清障礙助港青灣區發展創業掃清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