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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兩會9項提案
1.促進粵港政府對接，完善灣區安老政策和服務
2.將港人回鄉證納入內地電子認證系統
3.容許港人在內地直接更換、補領回鄉證
4.容許港人以香港地址辦理內地公共及金融商業
服務

5.放寬攜帶現金出入境限額及放寬對部分商品徵
稅的安排

6.加強旅遊業合規合營，共建大灣區世界級旅遊
區

7.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職業資格互認
8.完善在內地工作港澳人士參與社會保險的安排
9.統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交通工具的電子支付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兩
會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指出，粵港澳應「加強
法律事務合作」、「構建多元化
爭議解決機制」。全國香港政協
委員陳清霞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認
為，基於「一國兩制」的現實因
素，大灣區法律事務的對接難度
較大。為此，應在港澳與內地就
仲裁裁決已簽訂的兩份安排的基
礎上，在珠三角9市可先試先
行，通過與港澳簽署協議、安排
等方式，進一步擴大互相認可和
執行裁決的範圍，又建議解決涉
外民事案件訴訟周期無限期等問
題。

三地爭議解決機制難短期形成
陳清霞在訪問中表示，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力推進，
未來三地經濟往來將持續拓展
深入，商事爭議的發生也會大
幅度增加。不過，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深圳國際仲裁院等機
構雖採取了措施推動三地爭議
解決法律服務的互聯互通，惟
基於「一國兩制」的現實因
素，大灣區法律事務的對接難
度仍然較大，三地爭議解決機
制難以在短期內形成。
據介紹，港澳與內地就仲裁裁
決已簽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
裁裁決的安排》、《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
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以下
合稱《安排》），其中對不予執
行的裁決與公共秩序保留有所規
定。
陳清霞建議，在《安排》的基

礎上，珠三角9市可先試先行，通過與港澳
簽署協議、安排等方式，進一步擴大互相認
可和執行裁決的範圍，並適當縮限公共秩序
保留，以深化大灣區內仲裁合作。
她並建議珠三角9市借鑒香港的經驗，積
極促進當事人先調解後訴訟，並將調解交由
大灣區內專業調解機構或仲裁中心負責，進
一步促進大灣區商事爭議解決制度互聯互
通，又支持粵港澳高校法學院聯合培養既懂
內地法又掌握港澳法的高素質人才，務實法
律人才隊伍基礎。
針對內地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包括涉港澳台民事案件在內的「涉外」民
事案件，不適用普通民事案件自立案之日
起的嚴格審限規定，即審理期限由法院自
由裁量。

若涉外案無期限 憂審結無了期
她認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深

入推進，涉港澳案件數量勢必增大。如涉外
案件無審理期限，會導致案件審結遙遙無
期，當事人合法訴權及權利無法得到及時保
護，將嚴重影響港澳地區及國際企業對內地
投資的信心，影響國家全面推進深化改革
的步伐。
陳清霞建議，內地立法機關根據當下
經濟活動、司法實踐的要求調整、修
改現行法律條文，規定涉外案件可適
用內地普通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期
限；如有涉外案件確實需要延長審理
期限，下級法院可向上級人民法院申

請，由上級人
民法院裁
定延長審
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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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要
令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做到真正的
互聯互通，就需要政策創新和突
破。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工聯會
提出了9項有關推動大灣區建設的建
議。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昨日透
露，工聯會提出的兩地職業資格互
認已獲立案，她建議可以先在飲
食、美容美髮、地鐵、焊接等職業
技術先行先試。

林淑儀：為職工發展拓前路
林淑儀昨日和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全國政協
委員、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與傳媒聚
會。林淑儀表示，CEPA訂定了兩地
專業人士的互認，但一般僱員，包
括白領、服務行業、藍領及技工並
沒有包括在內。
隨着大灣區的發展，工聯會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建立兩
地職業資格互認制度，在大灣區先
行先試，組成大灣區職業技能合作
及溝通的工作架構。
她期望一般藍領及技工的職業資

格，都可以在整個大灣區內互認，
例如讓港鐵車長到內地駕駛高鐵或
動車，「我們並非要求在首階段所
有職業都可以資格互認，而是可以
採取某些行業作為試點，例如飲食
業、美容美髮、焊接等範疇，包括
地鐵車長到內地駕駛高鐵或動車，
都可以先行先試，擴闊打工仔在灣
區內的工作空間。」
她還建議兩地政府考慮設立一個由

工會參與、官方支持的平台，促進兩
地資格互認的對接工作，共同為灣區
內廣大職工發展拓前路、謀福祉，並
透露：「我在政協會議上提出的這個
提案，已獲回覆得到立案。我今次還
提出完善在內地工作港澳人士參與社
會保險的安排，也獲立案。」

吳秋北籲消除區域障礙界限
吳秋北表示，隨着粵港澳互聯互

通的重大基建項目陸續開通，生活
配套等設施逐步完善，各級政府要
合力消除區域內的各種障礙或界
限，便利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年到大
灣區廣闊空間一展抱負。為此，他

們今年的提案及社情民意主要集中
在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
的措施。他說，工聯會已在促進粵
港政府對接，完善灣區安老政策和
服務；將港人回鄉證納入內地電子
認證系統；容許港人在內地直接更
換、補領回鄉證謀福祉和促便利等
幾方面提出提案和建議。

黃國倡增出入境外匯金額
黃國則表示，隨着大灣區經濟發展

及融合，流通相當重要，市民對出入
境外匯金額有所增加，建議從現時的
兩萬元人民幣提升至10萬元人民幣或
等價值外幣，以滿足大灣區內資金往
來需要，又建議中央有關部委研究改
善或取消對於20種商品徵收關稅和入
境消費稅、增值稅的商品的規定。
他續說，到內地工作、創業及生活

的港人，在辦理內地公共服務、電信
服務或進行商業登記時，往往因為未
能提供內地住址證明而有阻滯，工聯
會建議容許港人以香港地址證明文件
辦理內地公共及金融商業服務，便捷
港人在灣區內的生活所需。

職業互認立案 工聯倡先行先試

■左起：黃國、林淑儀、吳秋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兩會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
出研究符合三地法律的嶄新通關及適切
運作模式，促進人流、物流高效便捷聯
通。不過，大灣區重點基建──港珠澳
大橋的使用量一般，未能物盡其用。全
國政協委員朱銘泉以用家角度提出改善
建議，包括優化口岸電子化通關操作，
同時做好配套，如改善停車場預約機制
等，增加大橋的車流。
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朱銘泉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珠澳大
橋作為國家的世紀工程，是促進粵港澳
三地的人流、物流高效便捷聯通的重要
指標，但目前大橋的使用量很低，原因
是很多配套設備未能配合大橋的發展：

「每次當我開車經港珠澳大橋往返三
地，我發現橋面上的車輛相當疏落，我
感到大橋相當浪費。」
港珠澳大橋三地口岸均設有停車場，

提供車位予駕車人士，但朱銘泉直言，
自己的私家車雖有三地車牌，「但是如
果我無法預約到停車場泊車位，我根本
就不敢開車上橋。」

改善電子化預約停車位
他希望三地政府能按照《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要求，研究出
更快、更有效的通關便利措施，優化口
岸電子化通關操作，同時做好不同配
套，如改善停車場預約機制等。
他並建議可考慮分批開放給三地醫療緊

急車輛、安老院舍專車、學童專車等使
用，除了能夠擴大交通流量，更重要是令
更多港人真正能夠享受「一小時生活
圈」。朱銘泉強調：「大灣區要打造成為
世界級宜居、宜業、宜遊的一流灣區，人
流是第一要素，這需要政府推出更多便利
措施，更重要是吸引更多香港青年願意在
灣區內的不同城市創業、工作和生活。」

冀政府為創意產業招商
在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日前在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聯
組會議上表示，鼓勵港澳青年在大灣區
就業創業時，朱銘泉建議在灣區成立由
政府牽頭的招商機構，為青年創意產品
走向市場化提供渠道。

他解釋，現時灣區
內特別是深圳、前海
都設有不少扶持港澳
青年創業的基地和孵
化器，確實為青年將
創意變產品打開第一
扇的入門之路，但是
第二扇門將是政府和
企業如何幫助他們將所研發出來的產品成
功推進市場。「青年確實有很多的創意和
想法，但是能將創意變成產品並不容易，
並且再將產品成功市場化，當中的成功率
或不足兩成。」朱銘泉認為，大灣區各
市政府可為港澳青年創業提供協助，例
如提供低息貸款等，並不定期透過招商
和發佈活動，為他們的產品尋找買家。

■朱銘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攝

針對港人最貼身的稅制，唐英年在提
案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在第二次全體會議後通過的8項政
策及措施，包括大灣區9市向境外「高
端人才」提供稅項差額補貼。

指「高端人才」定義門檻太高
不過，他認為，「高端人才」的定義
門檻太高、未能給予香港中、小、微企
誘因在大灣區拓展業務及兼顧香港的退
休公務員。
為此，他提出3項建議：
一是「高端人才」的界定，應考慮納
入例如初創企業者、具大學本科畢業學
歷、特定歲數或在相關行業工作超過一
定時間者；
二是「稅項差額補貼」政策應包括企
業，且不拘行業皆可實施，並不時檢
討；
三是「稅項差額補貼」同時惠及香港
退休公務員。
長遠而言，唐英年認為，粵港澳三地
需要進一步理順大灣區內實行不同稅制
的問題，以解決因三地稅制不同所造成

的人才流動障礙。
在跨境使用的零售支付安排方面，唐

英年指出，金融交易及零售支付最重要
是效率。地域上、技術上及機構上的關
卡應該盡快全面打通，才能形成一個成
熟高效的大市場。
就此，他建議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

以大灣區為起點，盡快落實「理財
通」，同時建立高效迅速的零售支付一
站通平台，讓香港開設的電子錢包可以
在內地使用。
唐英年認為，在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零
售支付層面上，配合科技新發展，更應
要盡快建立高效迅速的零售支付一站通
平台，以真正便利大灣區的居民和服務
實體經濟。

盼兩地牌機動車「一證多行」
針對跨境交通，唐英年建議香港兩地牌

機動車可利用一份批文，通過多個口岸出
入境，實現「一證多行」，有效分流各口
岸的車輛流量，發揮口岸實際作用，令通
關模式更加順暢，以達至最高效益，更有
利深港兩地人流及物流的交往。

要建立一個一體化的經濟市場，就需要
協調三地的法律制度。唐英年建議中央進
一步完善法規的工作，如在大灣區的商業
合約安排上，支持合約各方同意按照特定
地方作為法律根據點，並設立三地互認的
仲裁機構為案件作審核及執行裁決。
他又建議在香港設立粵港澳三地互認的

仲裁機構，提倡及鼓勵利用香港的調解和
仲裁服務，以先調解、後仲裁的方式，處
理在粵港澳大灣區出現的商業糾紛，倘若
未能解决，才透過司法程序處理。

唐英年並建議中央利用香港作為商業
合約的法律根據點，及在香港設立三地
互認的仲裁機構，為大灣區的法律安排
提供穩固基礎。
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

唐英年，還提到香港在文化發展上仍面
對建立觀眾群，和財務資源時間錯配的
問題。因此，他建議中央讓獲得國家支
持的241戲曲劇種全部均在香港表演，
同時可透過香港的平台，傳承及向世界
宣傳中國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意

味大灣區建設將進入啟動階段，參加

全國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

政協委員，都趁機提出就此提案，要

掃除港澳與內地9個城市互聯互通的

障礙。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

會會長、唐英年今年提交了 6個提

案，其中5個都與大灣區有關。他建

議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的港人稅務安

排；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支付一站通平台；憑藉香港優勢建立粵

港澳大灣區營商法律平台；進一步便利通關，和共建文化灣

區。

■唐英年 資料圖片

■唐英年建議，港人到內地消費，登陸微信香港錢包即可付款。 資料圖片

朱銘泉冀優化大橋通關增車流朱銘泉冀優化大橋通關增車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