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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總結會議：議題多成果大
讚會風正人心齊 冀港人速搭灣區「帶路」快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朱朗文 兩會報

道）今年全國兩會，是在

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國家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之

年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與會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昨日形容，今屆政協會議

議題多、會風正、人心

齊、成果大。中央採取了

積極的財政政策，並減稅

鬆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

境，激發企業的活力。從

香港的角度看，有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戰略的啓航，

港人更需要抓住粵港澳大

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

兩大發展機遇，主動積極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

上快車，乘勢而

上，順流而動。

港商界提案港商界提案：：撤僱員補償金撤僱員補償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兩會報

道）今年全國兩會，有身為港商的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建議修改《勞動合同
法》，令企業可較靈活地處理勞資關
係。有委員建議中央在推行環保政策
時，和業界一同研究和合作，確保企業
和行業的長遠發展。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施榮懷表示，他今年提案建議修訂《勞
動合同法》，盡快取消對「經濟補償
金」的相關規定，讓企業得以應對當前
嚴峻的經濟形勢。
他解釋，自己近年多次代表香港工商
界就《勞動合同法》存在的問題向中央
反映意見。自中美貿易摩擦於去年爆發

以來，內地營商環境出現了新的變化，
而該部法律已經無法充分適應當前經濟
形勢和社會發展需要，修法工作更見迫
切性。
他舉例，在《勞動合同法》的「經濟
補償金」中，有業界反映，近期不少企
業由於美國市場的訂單減少而生意轉差
甚至錄得虧損，不得已削減員工薪酬。
有員工卻利用「經濟補償金」，故意怠
工或干擾其他員工正常工作等手段，逼
迫僱主「炒人」，以索取雙倍的經濟補
償金。
施榮懷說：「《勞動合同法》實施至
今超過十年，經濟補償金是其中一個
『事故多發地帶』。究其癥結，在於過

度保護僱員權益，而忽略對企業合法權
益的同等對待，更導致勞資關係不和諧
發展。」
他因此建議盡快取消「經濟補償金」
的相關規定，為企業在處理員工離職賠
償時卸下沉重的包袱，讓他們得以靈活
應戰，渡過當前的難關。

冀共商環保政策
理文造紙主席李文俊委員表示，今年

政府工作報告出台了很多扶持企業的新
措施，反映中央十分清楚實體企業和民
企遇到的困難，可謂雪中送炭。「除了
減稅措施能夠進一步激活經濟，也令實
體企業的企業家能夠增強信心。」

對國家的環保政策，他說，這是企業
本身責任和使命，應該支持搞好環保。
「但是，過去一年，很多人認為環保是
否等同要逼走企業，政府在實行環保政
策時，是否可以和企業一同研究和合
作，確保企業和行業的長遠發展。」
李文俊直言：「我們最不想見到的情

況是，例如在我們造紙行業中，因為有
些企業環保工作做得不好，導致整個造
紙行業都被視為污染行業。」
他認為，「環保」不應是定義某些行
業為污染，像造紙行業也可以做到環保
和高科技相結合，理文造紙在機械設備
方面也已經採用人工智能，朝向高科技
發展。

中國作為瀕危
野生動物物種國際
貿易公約的締約
方，在打擊野生動
物走私、非法貿易

行動上不遺餘力。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早
前公開發言指，國家會繼續實行「三個
嚴格禁止」，即嚴格禁止進出口犀牛和
虎及其製品；嚴格禁止出售、收購、運
輸、攜帶、郵寄犀牛和虎及其製品；嚴
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入藥；並於去年
11月13日到12月31日期間，開展打擊
非法貿易的專項行動，集中清理整治相
關的違法行為。
市場對犀牛及其製品需求殷切，促使

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犀牛遭到盜獵，單
計去年南非已有1,028頭犀牛遭盜獵，8
年內接近有6,000頭犀牛被殘殺。事實
上，我國最遲於上世紀90年代已開始
研究犀牛角的代用品，目前已有可供應
用的犀牛角代用品，但非法貿易情況仍
禁而不止。
另外，我國的象牙貿易經驗已證明同時

掌控非法與合法市場的困難，除了會刺激
市場需求外，還可能出現不法商人以合法
貿易掩蓋非法貿易的情形。如容許在特殊
情況下開放人工繁殖的犀牛及其製品之貿
易和利用，會導致消費者和執法者對合法
產品與非法產品產生混淆，增加執法難
度。

加強教育保護犀牛
為促進我國文明建設持續發展，提升

社會文明建設水準及人民道德涵養，國
家有必要謹慎研究有關政策，加強力度

取締犀牛角之貿易和利用，以保護瀕危動物。民建
聯建議全面禁止人工繁殖或野生犀牛及其製品的貿
易和利用，杜絕所有以合法貿易掩蓋的走私行為，
進一步推動我國對瀕危動物的保護。並嚴厲打擊犀
牛及其製品非法貿易，提高跨部門打擊犀牛角非法
交易的執法能力，積極協調和參與國際聯合執法行
動，加強情報蒐集，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與此同時，應加強保護犀牛的教育和宣傳，宣導

生態文明理念，對消費者進行引導，自覺抵制非法
購買及從境外向境內運輸、攜帶、寄遞犀牛及其製
品等行為，營造有利於犀牛保護的良好社會環境。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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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兩會報道）《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推進科技創新走廊建設，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萬國控股集團主席劉雅煌建議由
中央牽頭，深圳、香港、廣州、澳門及珠海五地政府
協商，設立高端人才共享機制。
劉雅煌說，隨着大灣區建設穩步推進，澳門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亟需院士級高端人
才的有力支撐，幫助帶領優秀科研隊伍推動
重大科技項目發展，助力灣區科創建設。
他表示，澳門政府成立人才發展委員會及

公佈《澳門中長期人才培養計劃》，推出精
英培養計劃、專才激勵計劃等系列舉措，設
有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和科技委員會，現有4家
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並在中醫藥、節能環保、電

子信息、海洋科技和產業等均有一定的研究和發展。
但與香港擁有5所世界100強高校、40多位兩院院士
等條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允廣州院士借調珠澳
劉雅煌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兩院院士「大

戶」，也是人才集聚高地，未來將構築快速交通網
絡，屆時11個灣區城市基本1小時內可到達，加上
處於世界級機場群中，為「人才引流」、建立人才
共享機制提供便利條件，有助於灣區與海外高端人
才交往合作頻密。
為此，他建議，設人才共享機制。《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要推進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建議由中
央牽頭，深圳、香港、廣州、澳門及珠海五地政
府協商，設立高端人才共享機制，如在廣州工作
的兩院院士可被短期借調或派駐珠澳參與科研項
目，或專業範圍內在不同的城市建立不同課題的
研發團隊可共享同一名院士的技術指導等。

��*
���1

■全國政協會議昨日閉幕，港區委員入場前合影。 中通社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年兩會

議題多，他感受最深的有3點：一是面
對嚴峻的內外環境尤其是中美貿易戰的
衝擊，國家經濟穩中有進，取得重大成
果；二是國家大規模減稅，減輕企業和
民眾稅負，對民生的承擔不斷加大，體
現政府對民生的關顧，溫暖人心；三是
訂立《外商投資法》，加強投資保護，
完善營商環境，為高水平開放提供有力
的法治保障，充分彰顯了新時代我國進
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促進外商投資
的決心和信心。

熱議減稅措施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
形容，今年兩會氣氛很好，很多委員
都很投入、聚焦討論。作為提案委員
會副主任，她看到委員們做提案很認
真，質量有所上升，都是經過調研

的。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體現以民為
本，減稅措施體現國家了解我們企業
的困難，幫助商家解決困難。

發揮入灣優勢
陳清霞委員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突出特點，是「一國兩制」融入其
中，香港要把自身優勢充分發揮出
來，更好地起到國際金融、航運和貿
易中心作用，努力創建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
施維雄委員表示，在兩會期間，眾
委員聚焦社會保障、教育改革、生態
環保、社會治理、脫貧攻堅及穩經
濟、促發展、保民生等主題，讓我們
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景。
他指今年的全國兩會繼續以改革為

重心，相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
我們一定能夠書寫改革開放和民生發
展更輝煌的篇章。

黃敏利委員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
報告非常接地氣，包括減稅在內的多
項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是不少中小
型民營企業家期盼已久的特大利好消
息，持續加大減稅降負力度，有助其
實現更好發展。此外，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國家重點發展戰略，為兩地融
合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對
香港年輕人來說是非常大的機遇。

增加外商信心
呂耀東委員表示，在適當時間推出

新的投資法是件好事，對外商來內地
投資的信心會有增加。他相信新法不
會影響中央對港澳企業的待遇，中央
對港澳企業一定也會有更優惠的政策
將逐步落實，自己有信心會做得好。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大家最

關心的「港人港稅」未來能否落實，
他將拭目以待。

劉與量委員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力度更大，效果更實在，其中強調
了要多方面保障實體經濟、小微企
業、民營企業的發展，實實在在為實
體經濟和小微企業解難解困。
楊勳委員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

充分體現了國家的自信，例如在脫貧
方面，單是去年國家已令近1,400萬人
脫貧，現剩下約1,600萬人，相信未來
兩年一定能夠脫貧。在大灣區發展方
面，香港應打破以往只顧自己發展的
想法，應努力配合國家發展。
黃英豪委員表示，此次兩會是在國家
發展面臨新的環境下舉行的，對此國家
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減稅鬆綁，營
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激發企業的活力。
從香港的角度看，我們更需要抓住「一
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兩大發展機遇，
主動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快
車，乘勢而上，順流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兩會報
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規模減稅，
包括將製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率由16%減
至13%，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建滔集團主
席張國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國家看到了我們企業的營商困難，降低
製造業增值稅，不但對港商幫助很大，相
信也有助內地保就業和經濟發展。」

製造業首季表現跌一半
張國榮在訪問中表示，內地接連推出環
保等政策，令內地港商經營日益困難，
「環保當然要搞，但希望對合乎標準的企
業不要一刀切，說關廠就關廠，可以有機
會給企業改好。」

「製造業在今年第一季度表現很差，比
去年同期跌了一半，有很多內地港資工廠
已經搬離內地。」他舉例，如紡織業幾乎
都搬走了，超過六七成是搬到越南、緬
甸、柬埔寨，如果中美貿易戰無法解決，
美國再加稅25%的話，相信包括很多台資
工廠也將撤回台灣或搬去印尼。
張國榮直言，自己在內地設廠也超過了

30年。「內地環境好，我們當然會留在內
地，沒辦法之下才會搬走。4年前，我們
在緬甸仰光設廠，聘請2,000多人，但經
常停電，加上仰光近海，水是鹹的，對用
水需求量大的企業更是加重成本。」
他說，倘內地港資企業大量搬走，對內
地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都會帶來很大的影

響。「今年國家提出保就業，降低製造業
增值稅是最好的做法。2018年將增值稅稅
率由17%減到16%，今年則由16%減到
13%，這對我們企業來說有很大的幫
助。」
談到《外商投資法》，張國榮認為，這
主要是針對外商，香港在CEPA協議下，
負面清單都寫得很清楚，加上國家一直很
照顧香港，所以自己不太擔心。至於如何
界定「港澳台商」，他認為並不困難，因
港澳有回鄉證，台灣有台胞證，外國人是
無法申請回鄉證的。
就剛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及多項配套的創新措施，張國榮表示
支持並感到有信心，「這令香港與內地幾
乎沒邊界一樣，特別是離境不夠24小時不
計算一天的做法非常好，這有利於大灣區
經濟發展。」

內地減稅有助保就業

■全國政協委員張國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穗深港珠澳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