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立灣區營商委
統籌審批減重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
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指
出，現時大灣區九市兩特區在不
同方面有各自的規則，各地之間
的企業註冊信息並不互通，監管
機構或模式亦有所不同，應借鑒
港澳管治模式打造大灣區營商環境的戰略趨同。

他建議大灣區九市內市場監督局下放部分職權，成
立以市為本位的專業組織，協助政府去規管專業人
士，並給予發出牌照的權力；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澳門經濟局共同設
立「大灣區方便營商委員會」，統籌各種審批流程簡
化，減少重複程序，優化程序；提升營商軟環境；
建設灣區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台，推動政務信息
系統整合，實現灣區「一網通辦」；設立大灣區商業
信用評級機制及數據；建立法律及爭議解決平台。

赴內地工作假期
育港青國家意識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進
修學校校長陳卓禧表示，應思考
如何像內地一樣加快職業教育的
發展，特別是在高等教育層次的
職業教育發展，讓教育、培訓、
就業「一條龍」，更好地與大灣
區發展對接。

他提議應該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到內地教育脫貧工
作，培養港青國家意識，民族感情。陳卓禧建議兩
地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面向香港應屆高校畢業生
和在職青年，參照「工作假期」的形式，讓有志者
到內地貧困地區參與教育脫貧工作半年或者一年；
把內地教育脫貧作為香港高中學生的其中一項「專
題習作」，組織學生到內地進行調查研究；參考姊
妹學校的形式，將港校與內地貧困地區學校結緣；
兩地姊妹學校共同支持貧困地區學校，或共同參與
教育脫貧工作。 ■圖：受訪者供圖

建河套創科園區
批科企高管綠卡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SML
集團主席孫少文表示，香港要抓
住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發展機
遇，特別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應
加強與深圳的合作，建設落馬洲
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區。他建
議，合理規劃河套地區，加速科
研成果商品化，推動大灣區成為
國際科創中心。通過打造港深科
創合作的高地，建立有利於科技
產業創新的國際化營商環境，實
現創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動，從而
帶動整個大灣區的科技創新。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建議：
成立「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委員會」，由三地政府
相關副主管統籌，制訂契合三地實際的長遠及近期
規劃；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科技發展銀行、基金和相
關的監督委員會，吸引全球科創基金到粵港澳大灣
區設立分部甚至總部；在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四個城市率先為重要的科研人員及企業高管發放
「大灣區綠卡」，加快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和
訊息流等要素在區域內跨境流動。

粵港澳大灣區被列為全國高質量
發展三大動力源之一，兩會前

夕，中央出台一攬子刺激經濟措施，
其中多項與粵港澳大灣區有關，央
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
理局更是聯合提出30條意見舉措支持
大灣區建設。國家發改委提交審議的
《關於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中就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提出具體目標和實施措

施：今年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加快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推進前
海、南沙、河套、橫琴等重點平台規
則銜接；以民生改善為重點促進大灣
區居民交流交往。
在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看

來，這些都是香港再出發，進一步
加強與內地合作的重要契機。全國
政協常委、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表示，香港經歷

了過去數月的社會不安，以及近期
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全體香港市
民依然團結振作，凝聚共識，共克
時艱。堅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定將
扭轉乾坤，沿着國家發展大局，配
合國家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重新出
發。

盼港深合建河套管理局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長蔡冠深表示，就香港而言，最
大的商機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香
港未來發展的關鍵依然是要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為此，他提議，盡快恢復人
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自由
流通，並希望疫情之後大灣區能實
現真正融合和無縫對接。此外，他
還提及推動科技合作，成立科技委
員會。希望深圳和香港合作成立河
套管理局，讓香港和深圳科技人員
可以暢通對接。

協同發展需要制度銜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

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

台已經有一年多，對大灣區發展關
注的熱點也從發展方向和目標轉移
到如何讓綱要盡快落地，讓商界和
民眾能夠盡快享受到大灣區的發展
紅利。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的區域協同發展，急需要制度及
規則銜接，以打造更方便營商的環
境。

推港高等教育走進灣區
代表委員們認為，與內地進一步

密切合作不應只是經濟、科技創新
等方面，而是涵蓋教育、醫療、民
生等多領域的全方位合作。港區人
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
認為，高等教育是香港強項，但校
舍資源較少，推進香港高等教育走
進區內其他城市，有利於提升大灣
區整體實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聯

副主席陳勇認為，大灣區的規劃和
發展，非常有助於突破香港發展的
瓶頸，解決香港市民的學業、事
業、置業、創業和生活質量改善等
問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祈福集
團副董事長孟麗紅則表示，應該進
一步加強大灣區內的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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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近十年來首次陷入衰

退，內地也在承受改革開放以來

空前的經濟下行壓力。如今，疫

情的陰霾正在慢慢散去，盡快恢

復正常經濟秩序成為當務之急。

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表示，

香港應該盡快抓住內地出台的多

項刺激經濟民生舉措的有利契

機，特別是用好大灣區「現成」

政策，細化規則措施，與內地開

展更緊密的經濟民生全方位合

作，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專

家指出，當前應盡快恢復香港與

內地的通關、要素流動和正常的

經濟往來。特區政府亦應盡快制

定綱要落實方案，並激發香港民

眾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參與熱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無需制新協定 復通關最緊要

■ 專家指出，當前應盡快恢復香港與內地的通關、要素流動和正常的經濟往來。圖為今年2月初的落馬洲口
岸。 資料圖片

■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依然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資料圖片

香港再出發 需先聯灣區
疫情漸見受控 經濟亟待爬升

�� 全國政協
委員、香港

SML集團主席孫少文在採訪中向香港
文匯報講述了一件事。他說，新冠疫
情影響下，沒有一個企業可以獨善其
身，穩定最為關鍵。今年3月，國家
財政部在疫情發生後快速出台的三批
階段性減免稅費優惠政策，自己提交
了一個提案，建議延長階段性應急政
策的寬免期限，同時進一步加大減稅
降費力度，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穩定

發展。三天後，自己收到提案委辦公
室的短信通知，提案已轉到相關部門
研究。

「這就是大國之治，我當時感觸非
常深。後來聽到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對減稅降費政策執行延期，
非常高興。全球疫情的防控形勢依然
嚴峻，正是有這樣臨難不避的精準施
政，放水養魚，才能真正幫助企業應
對困難，穩定發展，才能留得青山，
贏得未來。」孫少文說。

委員減稅提案
三天轉交研究

代表委員獻策完善灣區

醫
療

2003年沙士（內地稱非典）
催生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協
議，如今，香港與內地經濟雙
雙遇到下行危機，是否也需要
衍生新的合作框架和機制？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郭萬達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當前香港與內地
進一步深化合作並不需要再制
定新的合作協定和機制，當務
之急應該盡快恢復香港與內地
的通關、要素流動和正常的經
濟往來。
郭萬達表示，「當前對香港
與內地合作而言，最要緊的還
是如何盡快恢復通關，恢復要
素流動，恢復正常的經濟活
動，而不是要制定一個新的協
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已經宣布，香港國際機場6月
1日適度恢復轉機服務，也表示
正在研究放寬粵港澳三地的邊
境檢疫等。這都是最緊要
的。」

推政策優惠 需港方落實
如何促進香港與內地更緊密
的合作，郭萬達表示，去年公
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就是重要載體，其中涉
及香港有許多具體內容，包括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跨境金融
發展等，目前深圳、廣州等都
有實施方案，缺的就是香港方

面的落實。「密切合作應該是
雙方的，只有內地有熱情是沒
用的，其實國家已經給了香港
各種優惠和政策，還是需要香
港去進一步落實。」

融灣區發展 喚醒積極性
郭萬達說，還有一點就是要

讓香港社會各界深刻認識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粵港澳
大灣區對自己的實際好處，喚
起他們的積極行動。「如果他
們本身不想參與，內地也無法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在我們經
濟學者看來，確實不是像2003
年一樣通過制定一個合作協定
就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現
在香港的情況已經與當年不
同，困難遠比當年還嚴重，因
為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不是當
年，也不是一個CEPA就能幫香
港把經濟搞起來那麼容易
了。」
郭萬達還指出，即將出台的

「港區國安法」從長遠看一定
會確保香港的長治久安，但是
近期或者一兩年之內香港或許
依然存在波動。這位經濟專家
還表示，香港與內地的緊密合
作應同時涵蓋經濟及民生，包
括向有意到內地發展的香港民
眾提供住房便利等問題。他
說：「關鍵還是要給他們動
力，讓他們能感受到融入的好
處。」

灣區可用醫療券
紓北漂「老友」需求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祈福集團副
董事長孟麗紅建議進一步深化粵
港澳醫療領域的交流融合與合作
發展。由於港澳與內地醫療服務
體系的差異，粵港澳醫療服務互
通在就醫信息對接、費用報銷、
救護車跨境轉運、醫生執業資質互認及檢查檢驗結
果互通等方面仍存在障礙。

為此，她建議建立大灣區就醫信息系統；拓展港澳
醫保保障地域，擴大對大灣區醫院的覆蓋；建立粵
港澳患者轉運聯絡辦，並在大灣區各城市中指定醫
院作為港澳患者轉運機構；建立內地醫院對港澳患
者醫療投訴的處理機制；加強內地醫生的規範化培
養，推進醫生執業資質互認及檢查檢驗結果互通、互
認；建立大灣區重大突發事件應急響應聯動機制。

孟麗紅還表示，目前只有深圳一家跨境轉診合作試
點醫院，廣州居住了很多香港人，看病需求非常
大。祈福醫院願意成為跨境轉診合作試點醫院，爭
取獲批香港長者醫療券（醫療保險）在醫院使用。

■■陳卓禧陳卓禧

■■洪為民洪為民

■■蔡冠深蔡冠深

■■孫少文孫少文

■■孟麗紅孟麗紅

■■香港國際機場擬香港國際機場擬66月月11日適度恢復轉機服務日適度恢復轉機服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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