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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三屆「「21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中國（（廣東廣東））國際傳播論壇昨在珠海市開幕國際傳播論壇昨在珠海市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為

了促進香港高校和在深機構

更好地進行科技創新，日前，

深圳市財政局公佈了《深圳市財

政科研資金在港澳地區使用管理規

程（試行）》（簡稱《規程》）及

政策解讀，以加強和規範深圳市財

政科研資金過到港澳的管理。《規

程》細則彈性大，港澳高校及其在

深機構的經費報銷，可憑收據和

項目負責人簽字的單據，據實列

支，並且項目支出計劃實行

「備案制」，報資金主管

部門備案即可執行。

一體化進程建議
加快推進廣東服務業對港澳的全面開放

1. 盡快將港澳資本視為內資，給予完全的國民
待遇

2. 進一步放寬港澳資本准入的限制性前置條
件，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股比限制、經
營範圍限制

3. 在要素獲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
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平等對待港澳資本

4. 率先實行與港澳在旅遊、金融、教育、文化
娛樂、醫療健康等產業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

全面放開人員進出與人文交流

1. 建議廣東率先對港澳居民實行居住證制度，保
證港澳人才在廣東獲得與當地居民同等待遇

2. 推進粵港澳職業資格與資歷的互認

3. 全面推行「一簽多行」政策，搭建粵港澳三
地人才流動綜合管理服務平台

實現粵港澳服務業行業標準與管理規則對接

1. 粵港澳實行服務業企業「一次認證、一次檢
測、三地通行」

2. 實現粵港澳企業制度的對接

加快探索「三零」等全球最新經貿規則

把握全球經貿規則重構和升級趨勢，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探索實施「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資金使用要點速覽

經費報銷

分期撥付

撥付流程

支出
「備案制」

資產權屬

港澳高校及其在深機構的經費報銷
可憑收據和項目負責人簽字的單
據，據實列支

先撥付80%，預留20%餘款據實結
算，對於驗收合格的項目，已撥付
80%資金如有剩餘，無需退還，由
項目單位統籌

負責資金撥付的單位可按需在基本
戶下設立跨境科研項目資金子賬
戶，並按照國庫集中支付的有關規
定辦理資金撥付

經項目承擔單位審核批准，報資金
主管部門備案即可執行

由資金主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與項
目承擔單位在具體制度、申報指南
或項目協議中作專門規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遲福林：粵應速給港澳資本內資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珠海

報道）第三屆「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中國（廣東）國際傳播論壇昨日
在廣東省珠海市開幕。論壇主題為
「大灣區建設助力『海上絲路』交
融」。 21世紀海上絲路建設重在構建
形成「泛南海經濟合作圈」，而粵港
澳大灣區有條件在構建「泛南海經濟
合作圈」中發揮重要作用。在主論壇
上，多位權威嘉賓對此發表演講。中國（海南）改革發
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廣東應盡快將港澳資本視為
內資，給予完全國民待遇。

廣東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後
本次活動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和廣東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辦。遲福林在主論壇演講時表示，2018年，粵港澳
大灣區貨物貿易佔泛南海區域的 32%。大灣區可充分
發揮其發達的製造業、高科技、海洋經濟和現代服務業
等產業優勢以及制度優勢。
遲福林引述一組數據稱，2018年，粵港之間的服務
貿易佔其貿易總額的33%左右。但總的看，粵港澳服務

業市場互聯互通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
空間。「相比於港澳，廣東服務業市
場開放應該說相對滯後，成為粵港澳
服務貿易一體化的重要瓶頸。」為
此，他建議，廣東應盡快將港澳資本
視為內資，給予港澳資本完全的國民
待遇。他還強調，廣東可在要素獲
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
和招投標等方面平等對待港澳資本。

探索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
遲福林表示，廣東可全面實施更加精簡的粵港澳服務

貿易負面清單，大幅縮減負面清單事項數量，進一步放
寬港澳資本准入的限制性前置條件，取消或放寬對港澳
投資者股比限制、經營範圍限制。
「國際經貿規則與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正處於重構的關

鍵時期。」遲福林認為，大灣區有條件在更高層次參與
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並在推動全球經貿規則重構中發
揮重要作用。遲福林還建議，加快探索「三零」等全球
最新經貿規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探索實施「零關稅、
零壁壘、零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東
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昨日出台《關
於支持珠海市橫琴新區人社事業創新發
展的意見》，從下放權限、政策支持和
平台建設三大類，提出支撐橫琴新區人
才發展、服務橫琴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十
條政策措施。
該意見顯示，這十條政策措施分別

是：下放職稱評審權限、實施港澳導遊
換證執業和有關職業資格互認試點、實
施高層次急需緊缺港澳籍人才聘用政
策、支持建設國際化人力資源市場、支
持建設粵港澳人才合作示範區、支持建
設「粵菜師傅」「南粵家政」工程示範
基地、支持建設粵港澳「一試多證」評
價和實訓基地、支持率先推進灣區「就
業創業通」工程、支持率先推進灣區
「社保通」工程、支持構建和諧勞動關
係示範區。
據介紹，廣東省人社廳將向橫琴新區

管委會下放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
業、人工智能等領域相關專業高級職稱
評審權，面向區內粵港澳專業人才開展
職稱評審；依法將中外合資、港澳台合
資、港澳獨資人力資源服務的省級許可
調整由橫琴自貿區實施；向橫琴新區下
放廣東省人才「優粵卡」審批權。
至於政策支持方面，廣東省人社廳允

許橫琴新區的高校、醫院、科研機構等
公益二類事業單位設置特設崗位，聘用
高層次急需緊缺港澳籍人才，不受崗位
最高等級和結構比例限制；允許港澳導
遊及領隊在橫琴換證執業，爭取在旅
遊、衛生、教育等八個領域推進橫琴與
港澳地區的職業資格互認；將在橫琴創
業的澳門居民納入創業擔保貸款政策覆
蓋範圍；支持在橫琴居住、工作的符合
條件的港澳居民參保，並享受與內地居
民同等財政補助、社保待遇。

■■遲福林遲福林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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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科研合作
利成果轉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市財政局
日前公佈的《深圳市財政科研資金在港澳地區使用管理規
程（試行）》（簡稱《規程》）將讓香港高校和研究機構
可以使用深圳市政府撥款的資金用於研發和創新。對此，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
劉國宏表示，香港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在基礎研究方面做
得相當不錯，而深圳在研發、創新、產業化和市場化等方
面做得出色，香港不少高校亦在深圳設有分校和研究機
構，《規程》將打通香港高校和研究機構與深圳的合作，
將進一步推動深港科技合作與創新，共同建設大灣區國際
創新中心。
劉國宏認為，深圳市推出的這一《規程》，對香港許多

高校和研究機構而言無疑是良好的機遇。他們將被等同於
內地高校和機構一樣，獲得深圳市政府的研發資助和支
持，深港可以深入合作，並在國家關鍵性科技領域取得一
些突破。
從事5G智慧杆研發的港企國際智能杆生態發展有限公

司創始人李德豪表示，《規程》的出台，通過內地巨大的
發展空間、資金和政策支持，香港大量的科研成果將可以
更快地得以轉化為成果。

經費可由專業機構撥付 報銷只需負責人簽字

深圳科研資金過港澳再簡化
早在去年，中央就推動資金過河，允許內地資

金跨過深圳河到香港高校和研究機構使用。
如今，深圳市財政局也公佈了《規程》，共計31
條，主要涉及資金過到港澳管理、跨境撥付和
相應產權等。該《規程》已於2019年10月1
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無疑將會大力推動
兩地科技創新合作與發展。

項目驗收可由港澳機構實施
深圳市財政局對《規程》進行解讀時表示，經
費報銷制度、糾紛處理機制等方面，適應港澳科研
經費管理制度習慣，可在項目協議書中具體明確，
並適當下放管理權限，資金主管部門可委託港澳專
業機構實施項目驗收評估等工作。
深圳市財政局表示，跨境科研資金可由資金主
管部門或其委託的專業機構具體負責辦理資金撥
付。負責資金撥付的單位可按需在基本戶下設立跨
境科研項目資金子賬戶，並按照國庫集中支付的有
關規定辦理資金撥付。負責資金撥付的單位應按稅
務部門要求辦理納稅事項後，憑借合作協議書或項
目合同、對外支付稅務備案表、支付通知、銀行賬
戶、請款單、項目用款計劃等資料辦理科研資金跨
境支付。
項目承擔單位應根據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書或
項目合同，向資金主管部門提請辦理資金撥付手

續，並提供銀行賬戶、請款單、項目用款計劃及其
他資金主管部門要求的材料。

更多細節問題可專門規定
對於港澳地區使用項目經費時無法取得發票，

根據《規程》第二十一條規定，「經費報銷可憑收
據和項目負責人簽字的單據，據實列支」。

至於香港高校關注的其他細節問題，如項目申
報材料、申報時限、項目協議書中具體約定事項、
科研項目代管、科研資金形成的知識產權及固定資
產權屬等，由資金主管部門（即項目主管部門）根
據實際情況與項目承擔單位在具體制度、申報指南
或項目協議中作專門規定。

■■香港理工大學食物安全及科技研究中心深圳分部的人員在工作香港理工大學食物安全及科技研究中心深圳分部的人員在工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圳簡化科研資金過到港澳管理深圳簡化科研資金過到港澳管理、、跨境撥付跨境撥付。。圖為深圳人才公園圖為深圳人才公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