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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

海報道）《珠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優化珠海市營商環境

的決定》（下稱《決定》）昨日正

式對外公布實施，明確建立珠港澳

公共法律服務溝通協調機制和平

台，推動構建珠海全市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總體規

劃，為在珠海的港澳企業和港澳居民，以及珠海居民在港澳投資、生活提

供一門式、精準式的優質公共法律服務。《決定》還提出，加強營商環境

法治保障，嚴格保護企業家人身權、財產權和企業財產權。有港商稱，新

規有利於珠海打造公平透明且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可增強對港澳及海

外投資的吸引力。

政策若變政府依法補償企業
珠海建珠港澳公共法律服務平台 嚴保投資者人身權財產權

1. 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享有平等待遇，確保所有市場主
體在公共資源交易活動中獲得公平待遇；

2. 鼓勵和支持中小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參與政府採購和
政府投資項目招標投標；

3. 引導建立適應中小微企業特性的融資信用評價體系，完
善政策支持、風險補償、違約處置等機制；

4. 經營服務性收費實行目錄清單管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
費、涉企保證金等一般應當按照下限標準徵收；

5. 支持「一業一證」審批模式改革探索，將一個行業准入
涉及的多張許可證整合為一張行業綜合許可證；

6. 推行「秒批」政務服務改革，實行開辦企業全程網上辦
和在線平台「一站式」辦理；

7. 建立和完善統一的線上涉企政策發布平台，深化政務服
務在線諮詢功能，精準推送各類政策信息；

8. 加強營商環境法治保障，嚴格保護企業家人身權、財產
權和企業財產權；

9. 建立因政府規劃調整、政策變化造成企業合法權益受損
的依法依規補償救濟機制；

10. 建立珠港澳公共法律服務溝通協調機制和平台，為港
企港人提供一門式、精準式的優質公共法律服務。

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珠港澳合作不斷深
化，港澳投資珠海今年疫境下逆勢增

長。據珠海市商務局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
月實際吸收外資3.66億美元，同比增長近1.3
倍；港澳資本佔到吸收外資總量的80%以
上。另據珠海市委台港澳辦提供數據，截至
今年6月底，僅落戶橫琴的港澳企業便超
4,300家，港企佔近38%，澳資企業達2,682
家，註冊資本超5,654億元人民幣。

查封扣押嚴走法定程序
為進一步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新實施
的《決定》從市場環境、法治保障、行政審
批、政務服務等各個方面改革創新，加快建
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
度規則。同等條件下，在市場主體待遇、規
則、標準等方面做到與內地其他城市的最先
進做法趨同。
《決定》明確，加強營商環境法治保障，
嚴格保護企業家人身權、財產權和企業財產
權。建立因政府規劃調整、政策變化造成企
業合法權益受損的依法依規補償救濟機制。
對市場主體財產需要採取查封、扣押、凍結
等措施時，應當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減
少辦案活動對正常生產經營造成的影響。同
時，加快中國（珠海）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建
設，推動建立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機制。
「此新規有利於提振港企投資信心。今年
疫情以來，部分外貿玩具同行備受衝擊，像
珠海如此加強營商環境法治保障，是給業界

一個『定心丸』。」港企龍越玩具有關負責
人稱，疫情也加快改變了玩具企業的產銷方
式，更加重視自主設計、塑造品牌，而政府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使企業安心創新發
展。

保障市場主體公平競爭
《決定》還提出，建立珠港澳公共法律服
務溝通協調機制和平台，為各公共法律服務
領域提供溝通協調、合作交流的渠道。推動
構建珠海全市統一的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法律
服務體系建設總體規劃，為在珠海的港澳企
業和港澳居民，以及珠海居民在港澳投資、
生活提供一門式、精準式的優質公共法律服
務。對此，在珠海有創業項目的港青阿威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珠海與港澳一橋相通，
越來越多港青登陸珠海，建立涉港澳公共法
律服務平台，將增強對港青前來的吸引力，
他期待珠海加快開展涉港公共法律服務工
作，也可加強與香港的溝通對接。
此外，《決定》明確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公
平參與市場競爭。其中，鼓勵和支持中小微
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參與政府採購和政府投
資項目招標投標。引導建立適應中小微企業
特性的融資信用評價體系，完善政策支持、
風險補償、違約處置等機制，提高企業融資
便利度。對此，港企金邦達有關負責人說，
新規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享有平等待遇，
這「一視同仁」措施將可保障不同的市場主
體在公共資源交易活動中獲得公平待遇。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優化營商環境要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優化珠海市營商環境新規，將增強港澳對珠海的投資吸引力。圖為港企龍越玩具參加今年8月在廣東舉行的國際玩具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地中海航運公司（MSC）大型貨
櫃 船 舶 “SANTA VANESSA”
（聖羅凡妮莎）昨日在上海洋山深
水港區上港集團尚東碼頭，接受了
來自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
（以下簡稱「浙江自貿區」）的浙
江海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提供的
1,000噸低硫保稅船用燃料油的跨
港區補給，這是首單浙滬跨港區國
際航行船舶供油試點業務。
長三角擁有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寧波舟山港是世界第一大港，上海
港是全球最大的貨櫃港，港口吞吐
量和國際船舶進出量在全球遙遙領
先。
鑒於此，中國賦予浙江自貿區承

擔國際海事服務改革探索的重任。
圍繞打造以保稅船用燃料油加注為
突破口的國際海事服務基地，浙江
自貿區對標國際先進水平、深化體
制機制創新，承接中國供油資質審
批權下放。
據悉，本次跨港區供油業務試點

成功，是海關、海事等口岸部門和
浙滬兩地政府攜手合作，上港集團
和浙江海港集團強強聯手的成果。
為確保此次試點成功，兩地政府

多次專題研究協調，兩地自貿區高
效聯動，海關高效辦理業務審批，
海事優化船舶監管模式，邊檢簡化
查驗手續，交通港航部門密切合
作、細化跨港區供油業務流程和監
管方案並全程保障實施，上港集
團、浙江海港集團和舟山港綜保區
緊密對接操作流程，共同保障了首
單業務成功落地。
「雖是一單供油業務，但背後蘊

含着體制機制的互相協調、支持和
突破，為今後長三角海事服務一體
化邁出堅實一步。」舟山市港航和
口岸管理局副局長丁濤如是說。
下一步，兩地將在總結評估試點

業務的基礎上，盡快推進跨港區供
油業務常態化開展，着力推進區域
市場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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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自貿
港政策帶動及「消費回流」影響下，海
南興起免稅購物潮。離島免稅之外，跨
境電商勢力近來在三亞迅速崛起，以期
分羹消費紅利。

出示身份證即可購買
自今年7月1日實施離島免稅購物新政
以來，海南省4家離島免稅店銷售同比增
長超2倍，日均銷售額突破1億元（人民
幣，下同）。
離島免稅購物帶動海南旅遊業快速復
甦，也刺激跨境電商布局加速。
10月4日，三亞面積最大的跨境電商體

驗城——天涯海角跨境電商體驗城正式
開業。該體驗城由三亞旅遊文化投資集
團與趣佰全球共同打造，經營面積5,000
多平方米，內部展示的跨境電商品類非
常豐富，展架上有2,000多款產品，包括
美妝、箱包、名錶、酒類、母嬰用品、
防曬用品等。

每人年限額26000元
「最為亮眼的是引入歐美、日韓、東南

亞一線品牌爆款的美妝護膚產品。」趣佰
全球線下負責人左廣輝說，跨境電商體驗
城的商品對標離島免稅品定價，若不計各
家商城的促銷減免，價格差維持在3%左右。
「不需要離島機票、船票，僅需要出
示身份證即可購買。」左廣輝介紹，跨
境電商商品亦免除關稅，顧客下單後，
海關會根據消費者訂單、支付單、運單
「三單對碰」放行，直接從保稅倉發
貨。不過相比離島免稅每年10萬元的額
度，目前顧客在跨境電商平台下單購買
跨境商品，每人年度限額是26,000元，
單日限購5,000元。

全島開展零售進口模式業務
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

案》，海南將在2025年前適時啟動全島
封關運作，對島內居民消費的進境商
品，實行正面清單管理，允許島內免稅
購買。在此之前，海南和內地一樣，須
依託國家批准的跨境電商功能區域來開
展業務。當前海南全島都被認定為跨境
電商零售進口試點範圍，可以開展零售
進口模式業務。

海口海關的統計顯示，今年1-8月，海
口海關共監管放行跨境電商網購保稅進
口申報清單48.3萬單、總貨值2.1億元。
跨境電商八個月的總貨值雖只及離島免
稅兩日銷售額，但是對比去年同期，增
長高達15.9倍。
旅遊重鎮三亞在推動跨境電商產業發展

方面動作迅速。今年5月，三亞正式獲批跨
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8月7日，《中國
（三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實施方

案》正式發布，4天後，作為試驗區產業布
局之一的三亞保稅物流中心（B型）獲准設
立，目前各項建設準備工作正加快推進，
預計今年10月底開工建設。
政策的優勢和行政高效率讓不少投資

者看好三亞跨境電商產業，並搶先布
局，初步統計目前在三亞從事跨境電商
的企業近20家。該市正在抓緊制定《三
亞市跨境電商行動方案》，以扶持、規
範跨境電商產業發展。

無需機票船票 網購海南免稅品

「 祝 願 中 國 越 來 越
好。」來自尼泊爾的畢需
努，在義烏經商多年，說
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從義
烏小商品市場的「掘金

者」到城市志願服務「參與者」，他和
眾多「新義烏」人一起，在中國的飛速
發展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為來中國刻苦學習中文
畢需努出生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從小就對中國充滿嚮往。為了來中國發
展，他讀高中時就刻苦學習中文。

1999年，畢需努跟着表哥到西藏日喀
則市採購保溫瓶、袋子、碗等日用品，
拿到尼泊爾銷售。隨着生意不斷做大，
有朋友建議他「去浙江義烏看看」。

2002年他來到了義烏篁園市場，發現
這裏的貨物琳琅滿目且物美價廉。他當
即決定，留在中國，留在義烏。為了方
便採購，2007年，畢需努把貿易公司的
代表處設在義烏，他採購的小商品也從
單一的日用品擴展到工藝品、箱包等。

「剛來時，義烏城市很舊，市場也還
很小。」畢需努坦言，如今的義烏已經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樓拔地而

起，機場、高鐵站的建成以及中歐班列
的開通運行，讓他感覺在中國做生意越
來越方便。

志願參與涉外糾紛調解
畢需努記得，剛來義烏時自己的簽證

將到期，他的中國生意夥伴幫他跑了好
幾個部門才順利續簽。

隨着時間的推移，畢需努感受到，政
府的服務越來越貼心，近年來還專門為
外商發放了外籍商友卡——有了這張
卡，辦理簽證更方便快捷，在看病、就
學等方面也能和當地市民享受同等待

遇。
在義烏扎根十多年，畢需努靠自己的

勤勞雙手，源源不斷地將小商品出口到
尼泊爾、印度、英國等地，把尼泊爾優
質的木雕、唐卡等手工藝品引入義烏，
再通過義烏小商品市場銷售到世界各
地。

在義烏，畢需努還組成了一個幸福美
滿的跨國家庭。工作之餘，畢需努經常
和其他外商一起參加涉外糾紛調解、交
通勸導等志願服務。如今，他已將中國
當成了第二故鄉，努力傳播義烏文化。

畢需努希望，未來義烏和加德滿都能
成為友好城市，「我樂於獻出一份力，
成為推動兩座城市文化經濟交流的一座
橋樑。」 ■中新社

尼泊爾漢扎根義烏：從掘金者到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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