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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成立40周年的深圳特

區， 再擔改革重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 賦予深圳在重點領

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包括在資本市場等要素市場化

配置方面先行先試，以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

標上推進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習近平總書記
在深圳考察時指出，要弘揚敢闖
敢試、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立
足自身優勢，創造更多經驗，把
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更穩。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
指出，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40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
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全面鋪開、
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從敢闖敢
試到先行示範，深圳正在推出一
系列務實創新的改革舉措，努力
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
範例。
快評再指出，成立四十年，深

圳經濟特區先後創下了1,000多
項全國第一。黨的十八大後，習
近平總書記兩次來到這裏考察，
要求深圳拿出更多務實創新的改
革舉措，探索更多可複製可推廣
的經驗。2019年8月，黨中央作
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的重大決策。明確
要求，到2025年，深圳建成現
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
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到本世紀
中葉，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
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近300家世界500強
在深投資

快評進一步指出，如今，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已引進或落地項
目126個，走出了一條從跟隨模
仿式創新邁向源頭創新、引領式
創新的躍升之路。今年以來，深
圳推出14個領域210項優化營商
環境改革舉措，率先建立了外商
投資企業權益保護服務工作站、
深圳外商投資促進服務信息平台

等，打造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
一流營商環境，目前已有近300家世界
500強在深圳投資。
快評最後強調，未來，國家將支持深圳

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
改革開放，推進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強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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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印發《方案》：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先行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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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方案》共有八大篇章，圍
繞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

制、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
境、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完善高水
平開放型經濟體制、完善民生服務供給
體制、完善生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
制六大方面，支持深圳先行先試，並將
通過創新工作機制，落實地方責任強化
保障。《方案》還指出，要營造改革氛
圍，大膽提拔使用敢於改革、善於改革
的幹部，寬容幹部在改革創新中的失誤
錯誤，進行綜合分析。
《方案》指出，支持深圳實施綜合

授權改革試點，是新時代推動深圳改革
開放再出發的又一重大舉措，是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關鍵一
招，也是創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
索。希望深圳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推動更高水平深
港合作，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
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促創業板改革 試點註冊制
《方案》明確表示，支持深圳在資

本市場建設上先行先試，包括推進創業
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試點創新企業境
內發行股票或存託憑證（CDR）。建
立新三板掛牌公司轉板上市機制。在中
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深圳下屬機
構的基礎上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平台。支
持開展數字人民幣內部封閉試點測試，
推動數字人民幣的研發應用和國際合作
等。
此外，支持深圳加快培育數據要素

市場，探索數據產權保護和利用新機
制，建立數據隱私保護制度。試點推進
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支持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數據平台，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易
市場或依託現有交易場所開展數據交
易。開展數據生產要素統計核算試點。

完善技術成果轉化相關制度
針對深圳的科技創新，《方案》也

提出多個改革試點措施，包括加快完善
技術成果轉化相關制度，優化創新資源
配置方式，建立國際化的引才用才制度
等。
《方案》明確提出，支持深圳建立

主要由市場決定的科技項目遴選、經費
分配、成果評價機制，在探索賦予科研
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
權、成果評價、收益分配等方面先行先
試。探索政府資助項目科技成果專利權
向發明人或設計人、中小企業轉讓和利
益分配機制，健全國有企業科研成果轉
化利益分配機制。
此外，支持實行非競爭性、競爭性

「雙軌制」科研經費投入機制。推動完
善科研機構管理機制，建立常態化的政
企科技創新諮詢制度。實施高層次科技
人才定向培養機制。

發揮前海作用 形成更多可推廣成果
《方案》同時支持深圳以規則銜接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充分發揮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
蛇口片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試驗
田作用，形成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
創新成果。加強對重大疑難涉外商事案
件的業務指導。支持完善法治領域跨境
協作機制，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解
決機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完善民生

服務供給體制方面，《方案》特別提出
要創新醫療服務體系。支持在深圳開展
國際前沿藥品臨床應用，探索完善醫療
服務跨境銜接，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
人才培養、醫院評審認證標準體系。支
持建設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支持完
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衞
生應急管理體系。

探索利用存量建設用地進行
開發建設的市場化機制，完
善閒置土地使用權收回機制

允許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
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
要的特殊工時管理制度

建立新三板掛牌公司轉板上
市機制；優化私募基金市場
准入環境

探索政府資助項目科技成果
專利權向發明人或設計人、
中小企業轉讓和利益分配機
制

支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數據
平台，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
易市場或依託現有交易場所
開展數據交易；開展數據生
產要素統計核算試點

支持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場經
濟規律與企業家成長規律的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機制

推進破產制度和機制的綜合
配套改革，試行破產預重整
制度，完善自然人破產制度

探索完善行政爭議多元解決
機制，健全行政覆議與行政
訴訟銜接機制

為符合條件的外籍人員辦理
R字簽證和提供出入境便利

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在
深圳依法合規獲取支付業務
許可證

支持建設全新機制的醫學科
學院；支持完善重大疫情防
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衞生
應急管理體系

來源：新華社

改革措施（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
印發《方案》，當中提出支持在土地管理制
度上深化探索，包括推進二三產業混合用
地，支持盤活利用存量工業用地，探索利
用存量建設用地進行開發建設的市場化機
制等。有專業人士表示，系列改革有望豐
富深圳的土地供應，緩解深圳用地緊缺的
資源困局。
有專業人士分析，《方案》提出，支持

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
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委託深圳市
政府批准。類似規定使後續深圳在獲取增
量屬性的建設用地方面有更大的權限，能
夠減少土地徵收徵用的時限，促進相關土
地市場的改革，最終增加土地供給的規模
和提高效率。
此外，《方案》支持盤活利用存量工業

用地，探索解決規劃調整、土地供應、收
益分配、歷史遺留用地問題。探索利用存
量建設用地進行開發建設的市場化機制，
完善閒置土地使用權收回機制。有關人士
分析，隨着當前土地市場從增量開發到存
量盤活，類似存量用地盤活的制度也顯得
很關鍵。通過此類用地市場的改革，有助
於加快土地的盤活，豐富深圳的土地供
應。

盤活土地存量
緩解用地緊缺

2022年

各方面制度建設取得重要進
展，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
大制度成果，試點取得階段性成
效。

2020年

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
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等重要
領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制
定實施首批綜合授權事項清單，
推動試點開好局、起好步。

2025年

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
標誌性成果，基本完成試點改革
任務，為全國制度建設作出重要
示範。

來源：新華社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
《方案》，可以說是中央對深圳
經濟特區的大禮包，既是對過去

40年深圳改革開放成就的肯定，也是對特區未來
發展指明方向。

他指出，深圳經過40年發展，在體制機制、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面已經先行一步。但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相當於特區的
升級版。如何升級？是次公布的《方案》無疑是
為其做出了規劃，並給予了方法，可以具體去落
實。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覆蓋了深圳發展的
諸多新興領域，從科技發展，到數據要素，到勞
動力的特殊工時管理等，都是比較新的領域。其
中在科技創新方面，《方案》中提出的建立主要

由市場決定的科技項目遴選、經費分配、成果評
價機制，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
或長期使用權、成果評價、收益分配等方面先行
先試，都值得關注。

《方案》特別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郭
萬達認為，深圳本身數字經濟發達，有許多大數
據公司，政府的數據也相對開放，在數據開放共
享方面可以說已經先行一步。《方案》從數據要
素的產權、開放、交易等多方位授權改革，對於
深圳數據要素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放寬前沿技術外商投資准入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

示，這一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審議通過的《方
案》，肯定了深圳「創造了發展史上的奇跡，成
為全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賦予了深圳綜合

改革試點的新使命新任務。
遲福林認為，未來改革一個關鍵是支持土地管

理深化，釋放土地要素配置地位關鍵。而對外開
放方面 ，中央提出制定深圳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措
施清單，放寬能源、電信、公用事業、交通運
輸、教育等領域市場准入。進一步放寬前沿技術
領域的外商投資准入限制，對外開放將進一步推
進。

此外，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
市空間統籌利用等領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
實施首批綜合授權事項清單，推動試點開好局、
起好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海巖 深圳、北京報道

聚焦新興領域 指明發展方向

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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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自貿區。資料圖片

▼ 8月24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的創業板改革
並試點註冊制首批企業上市儀式上，創業板上市協
議及登記協議簽署。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