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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不論是李克強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香港，

還是韓正副總理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發表講話，

重點都離不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強調要支持香港把握大灣區的

發展機遇。多名港區代表和委員亦在兩會紛紛提出建議、提案，為如何

打造國際級的一流灣區出謀獻策︰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加強金融保

險業的發展、促進香港成為灣區內的解決法律爭議和仲裁中心、建設醫

療和安老產業、推動灣區內港口協作等，務求令大灣區在《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裡所描繪的藍圖下，發展成一個百花齊放、充滿活力

的頂尖灣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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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參與全球競
爭的主力區域，也是國家科研人才
和機構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港區
代表和委員從建設「深圳河兩岸創
新走廊」、成立大灣區智庫聯盟、
以及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數據中心等
角度提出提案和建議，促進大灣區
科創要素互聯互通。
全國政協常委蔡冠深提案建議香

港和深圳共建「深圳河兩岸創新走
廊」，建議中央部委給予「創新走
廊」合作平台綜合授權，實踐創科
要素跨境便捷流動及創科行業發展
「一籃子」優惠政策試點，以「深
圳河兩岸創新走廊」為平台，加強
大灣區科研成果轉化能力和建立大
灣區國際科學合作聚集區，並建設
大灣區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知識產
權保護示範區。
他並建議用好香港這個平台，推

動國家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產業發
展，包括進一步實現跨境科研資金
雙向流動；支持香港與內地之間人
工智能與機械人領域的人才聯合培
養；支持香港發揮金融與專業服務
優勢，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及
將國際優質資源「引進來」。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朱葉玉如

代表建議，減少科研人員流動的限
制，並簡化實驗中一些細胞或抗體
樣辦在使用「綠色通道」往來兩地
的手續。她又建議讓香港科學家更
方便使用大灣區內的大型中央設
施，如超級計算機等，並制定完善
的知識產權保護，及做好優勢領域
的合作，以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建
設國際創科中心。
禹州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龍安代

表建議，用創新令粵港澳大灣區融
合發展。他認為，香港擁有較雄厚
科技基礎和高質素的科技人才，可
推動香港作為創科產業研發基地，
深圳作為試驗基地，大灣區其他城
市作為量產基地，再通過香港向全
球出口研究成果、科技產品和服務
貿易。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

張學修委員建議香港與粵港澳大灣
區各地政府充分合作，爭取在大灣
區建立知識產權交易中心，並通過
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支持在灣區
嚴格實施知識產權保護與交易，營
造知識產權交易的市場化、國際
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加快推動
香港與灣區科技創新合作，輻射內
地更廣闊區域。
黃英豪委員建議，中央政府協調
灣區內三地政府加強合作，共同採
取措施，建立起一整套吸引人才和
留住人才的機制，鼓勵一些世界最
新科技，轉移到大灣區繼續研究和
落地，依靠科技創新來推動大灣區
的持續發展。
馬浩文委員提議將香港打造成粵
港澳大灣區數據中心，助力區內數
據互聯互流互通。
他提出，先由灣區內兩岸三地的

產業代表，制定各產業機制上的數
據共享建議，三地政府根據建議制
定政策並落實，最後形成《大灣區
數據共享辦法》。同時，建議成立
政府層面的「跨境大灣區資訊流溝
通小組」，同時對兩岸三地數據安
全進行監管、評估，保證資訊在安
全的環境下，簡化數據審核程序，
進行有效、快速的數據流通。

■港區代表和委員倡推動粵港澳跨境享用養老服務。圖為本地長者在公園
休憩。 資料圖片

香港擁有全球領先
的醫療資源，希瑪眼
科創始人、林順潮代
表就大灣區與香港醫
療深度融合提出一些
建議，包括在設立醫
療機構上酌情簡化審
批流程；為香港優質
醫療機構到大灣區設
立分支機構或創業，
給予其適當的稅收優
惠或減免等，以鼓勵
香港優秀醫療人士進
入粵港澳大灣區及內
地開辦醫療機構，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醫
療產業融合發展。
在開設醫療機構的問題上，林順潮建
議就醫療人才引進方面，簡化註冊程
序，讓醫療人才可在大灣區統一註冊、
在各城市備案，就可在大灣區自由執業
等。
怡高集團（香港）總裁、施維雄委員

建議在大灣區採取「健康產業、灣區先
行」的發展戰略，強化產業國際對接能
力、優化產業扶持培育機制、成立健康
產業發展專項基金等。

他並建議進一步放寬醫療專業技術人
員在內地執業的規定，積極搭建健康產
業高層次國際交流平台，促進高質量
「醫養融合發展」以吸引各方資本參
與。另外，根據各地級市的實際情況，
在大灣區建設示範區，並給予申報藥品
進口口岸政策。
香港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委員建議

廣東省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協商，逐步
在灣區建立與香港對接的醫療網絡，讓
港人在灣區內能享受到與香港公立醫院
大致相同的醫療服務與保障。

籌建創新走廊
科才暢通流動

簡化審批程序 鼓勵港醫北上

開放金融服務 吸外資促保業
規劃綱要期望到2022年，大灣區內金
融等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粵港澳市場
互聯互通水平進一步提升。多名港區代
表和委員都在有關範疇提出相關建議，
包括加快開放在港外資保險公司在內地
獨資經營、開放金融服務業以提高水
平，以及充分利用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
心的平台等。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祺在
其提案中建議，配合深化改革開放，加
快開放在港外資保險公司在內地獨資經
營。他認為，應重視吸引外資，切合經
濟開放大方向，配合保險業轉型。
同時，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
一步開放保險業吸引外資加大投入。他
說，有關做法不僅有利於推動保險業的增
長勢頭、為民眾提供更多優質及多元化的
保障型產品和完善健康保障安全網，亦可
減低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負擔。
積金局主席、黃友嘉代表提出改革國
家金融體制，建議在控制資本賬的前提
下，開放金融服務業，引入競爭及提高
金融服務的水平，並舉例說，要做好資
本配置，包括中小企的貸款融資，就需
要有一套良好的信貸評級機制，故建議

引入外國的風險評級及管理公司，有利
於完善國家資本配置的功能。
他又建議國家應該充分利用香港作為

離岸金融中心的平台，指香港有與國際
無縫接軌的資本市場，並有「一國兩
制」的優勢。同時，香港的金融體系對
中央是完全透明，安全系數很高，再加
上香港的監管及行業機構又能與內地監
管部門充分配合，有序逐步發展符合國
家需要的金融產品及服務，所以是內地
開放資本賬最好的試驗田。

香港在大灣區中的角色，還有建設亞太區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定位。全國政協
常委唐英年就針對粵港澳三地實施三套不同法
律制度的問題，建議在香港設立三地互認的仲
裁機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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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英年還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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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法律制度
健全，與國際接軌，可以為商業合約的法律根
據點。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代

表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有助香港的法律
人才發揮優勢，建議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法官遴
選委員會，以先行先試的方式，在法官遴選委
員會的組成上增加來自三地的法律專業人士，
為挑選港澳籍的涉外法官人才提供意見。
她並建議內地容許一些優秀的香港事務律師

或大律師在經過相關的考試及培訓後，可擔任
大灣區涉外法院暫委法官，專責處理涉外民商
事案件；設立大灣區涉外法律援助中心；擴大
及引入更多具國際法律、科技、電子商務及金
融知識的港籍專家，擔任大灣區法院的陪審員
及調解員等。

仲裁通行三地
利解商業糾紛

人口老齡化是香港以至其他城市
都要面對的情況，而到大灣區北上
養老亦成為長者退休生活的選項之
一，多名代表、委員都就此提出意
見。全國政協常委蔡冠深建議推動
粵港澳跨境享用養老服務，三地政
府可鼓勵港澳地區經驗成熟、服務
品質優良的社會服務機構，在CE-
PA框架下，以獨資民辦非企業方式
在大灣區開展養老、殘疾人士福利
等社會服務，為內地居民和在大灣
區居住的港澳居民服務。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

主任施榮懷建議支持港資在大灣區
開展養老醫療產業，並於廣東省內
建立港人養老示範基地和養老院試
點，在具體項目中探索兩地政策融

合、土地供應等具體解決方案，並
逐步容許香港部分公共社會服務和
福利在大灣區內使用。同時，鼓勵
內地醫療數據和香港醫管局的數據
對接，便利港人在內地就醫，方便
其「北上養老」。
陳勇代表則建議充分利用大灣區

城市群創新、科技、現代化優勢，
建立創新驅動型養老模式。同時，
建議政府加大投入，通過引入覆蓋
大灣區養老、醫療市場的養老企業
資源，彌補香港及內地養老市場缺
陷。他並建議推動大灣區與香港安
老服務的協作，逐步推進大灣區內
安老和其他民生政策的統一，使大
灣區的公共政策管理更具效率，資
源調配更合理。

優化入灣安老 可享跨境福利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深圳、香港、廣州
三個世界級的集裝箱港口，吞吐量規模
居全球第一，航運自然亦是重點之一。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
民代表指，大灣區港口群缺乏有效的溝
通及協作平台，建議構建大灣區港口聯
盟，與所有相關港口運營者建立聯繫，
訂立基本合作原則及決策機制、確定合
作重點、制定短中長期發展路線圖等，
長遠可考慮把聯盟升格為大灣區港口管
理局，並發展出一個從儲存、包裝、裝
卸到流通、加工、配備等等於一身的新
型國際航運聯盟。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代表亦
針對大灣區港口航運發展提出多項建
議，包括建議香港與廣東省合組粵港港
口航運物流統籌協調局，在港航佈局、
分工、資源共享等作協調；使香港成為
高端航運服務業如船舶管理和租賃、船
舶融資、海事保險等的聚集地和最佳選
擇地；建議香港吸引相關人才；進一步
落實CEPA系列協議，推進投資便利
化，實施特別開放措施，構建現代貨運
物流體系，加快發展鐵路、海運、公
路、空運、江河海聯運等多式聯運和
「一票制」聯運智能通關服務等。

港口攜手協作 制策管理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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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和委員建議適當寬減稅務，以吸引香港醫生「入
灣」發展。圖為港大深圳醫院醫生正在施行手術。 資料圖片

■■港區代表和委員積極在創科範疇獻言港區代表和委員積極在創科範疇獻言，，如提出建設如提出建設
「「深圳河兩岸創新走廊深圳河兩岸創新走廊」、」、成立大灣區智庫聯盟等成立大灣區智庫聯盟等。。
圖為內地早年的世界機器人大會圖為內地早年的世界機器人大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區代表倡構建大灣區港口聯盟港區代表倡構建大灣區港口聯盟。。圖為深圳鹽田港圖為深圳鹽田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區代表和委員建議開放金融服務港區代表和委員建議開放金融服務
業業。。圖為前海深港基金小鎮圖為前海深港基金小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