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香港將與深圳聯手，加快

科創項目入駐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下稱合作區）的步伐。據

悉，目前香港6家高校已提前搶灘布局在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去年

已有10個香港高校科研項目入駐。港科大、港中大等高校已經在

園區開設了實驗室、孵化器和培訓機構。香港高校的多個孵化項目也已經入駐深圳園區辦公，創業者普遍

看好合作區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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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港大病毒學研究所、港大─清能院聯合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學：國際先進材料與增材製造創新研究院、國際電子
顯微鏡基礎設施

香港中文大學：港中大（深圳）大灣區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
深港智慧醫療機器人開放創新平台

香港科技大學：港科大腦科學濕實驗室

香港理工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醫藥研發暨轉化醫學研發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港高校研究所入駐合作區（部分）

專家：合作區可探索兩地規則銜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講話中提及「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合作區發展吸引了各方關
注。
許多香港創業者對合作區發展充滿期待。

有創業者表示，希望港深兩地能夠在此探索
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令港人在此發展能夠

享受到深港兩地的便利；創辦內地公司方面
與內地戶籍居民待遇等同，在開拓國際市場
方面也能享受香港原本的便利。

倡合作區嘗試港人港稅等措
對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

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受訪表示，合
作區可以成為深圳和香港兩地探索規則銜接
和機制對接的試點區域。

他解釋，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
圳擔負重要的任務和使命；粵港澳三地的規
則銜接探索，未來將會成為三地政府重點部
署的工作；這項工作需要在保證國家安全的
前提下進行；因而小範圍內的嘗試則風險可
控。
合作區總共包括香港的1平方公里和深圳

的3平方公里，區域風險可控，可以承擔先
行探索的任務。

他建議，可以在此嘗試港人港稅、部分開
放外網、允許資金自由進出、允許港方的醫
療器械和藥品落地應用等措施；深港兩地也
可以在此嘗試更加靈活的政府協同工作機
制。
「當務之急是首先在合作區探索出一套深

港兩地都可接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哪些
制度適合在大灣區內推廣，哪些不適合則可
以慢慢再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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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昨日，據珠海市政府有關部門消息，目前在
澳門設粵澳工商服務中心，投資珠海的澳門
企業可直接在澳門自助登記註冊。而現時在
珠海註冊的澳資企業已突破5,400家，橫琴
今年入駐的澳資企業數量倍增。

投資珠海可在澳門自助辦理
據了解，澳門投資者以往在珠海開辦企業

要到珠海辦理登記註冊，現在在澳門的粵澳
工商服務中心即可自助辦理；澳資企業可通
過「銀政通」商事主體開辦全流程智能服務
一體機上打印、領取營業執照，免費刻製公
章，澳資企業商事登記實現「境外一次申
請、全流程現場辦結」。
珠海還創新推出「跨境人民幣全程電子繳

稅」，無須收取任何手續費。港澳居民可登
錄V-Tax遠程可視自助辦稅系統，直接使用

境外銀聯信用卡或雲閃付APP完成稅款繳
納，境外稅款實時「直入國庫」，辦理涉稅
事項「一次不用跑」。至今2萬多戶（次）
港澳納稅人使用V-Tax平台，辦理了5萬餘
宗業務。
同時，珠海創新不動產登記「互聯網+

金融服務」，至今已在13家港澳銀行設服
務點，港澳企業和居民可直接在這些港澳
服務點全流程辦理不動產跨境抵押登記業

務，最多 1個工作日辦結。僅今年上半
年，澳門銀行辦理跨境不動產抵押登記業
務超180宗，涉及抵押金額超4億元人民
幣。

珠海開通港澳居民網上服務
珠海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透露，珠海
還推動政務服務「灣區辦」，開通港澳居
民網上服務專區，推出特色灣區主題服
務，向港澳居民提供在線申辦、查詢、結
果反饋、服務評價等全鏈條服務。針對橫
琴自貿區，專設跨境服務 APP「琴澳
通」，全流程網上辦理澳門企業入駐備

案、樓宇掛牌審批、補貼申請等涉企業
務，還覆蓋交通、醫療、租房、補貼等衣
食住行需求。
此外，珠海推動「灣區社保通」項目落

地，符合條件的長期往來珠港澳工作和生
活的港澳居民，與珠海市參保人享受同等
醫療保障待遇。其中，開創港澳居民內地
參保「政銀醫」合作模式，把原來需到政
府、銀行、醫院等多部門辦理的業務整合
到銀行一個部門辦結，目前在工銀澳門設
20 個網點方便港澳居民「一站式」參
保，實現「只跑一次、即來即辦」。現時
參加珠海醫保的澳門居民超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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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駐橫琴澳門企業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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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文匯報專訪特首林鄭月娥
時，她強調可以先讓香港科創企業

入駐合作區深圳園區，「未來讓兩個園區
的科研初創企業兩邊走」。

「林鄭試戴過我們的產品」
「林鄭特首試戴過我們納德光學的

『GOOVIS移動影院』之後，稱讚『很
清晰』」。納德光學創始人彭華軍說。作
為港人的他在深圳創業已近10年。
8月份，在出席蓮塘口岸開通儀式之

後，林鄭月娥曾到訪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其間，特首參觀了來自香港的創業項
目，其中包括納德光學。
去年，港科大在位於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的長富金茂大廈開設了新的孵化器。作
為港科大校友的彭華軍第一時間就申請了
入駐。「經過了學校幾輪專家篩選，我們
終於有幸首批入駐。」
納德光學從事智慧型VR眼鏡的研發。

其「GOOVIS移動影院」眼鏡屏幕使用
OLED（有機發光顯示器的熒幕，由有電
流通過時能夠發光的有機材料組成。由於
去除背光，OLED熒幕的性能比其它競爭
產品更優越）高清顯示，可觀看2D、

3D、VR視頻。目前產品已應用於觀影、
遊戲、無人機等消費領域，以及醫療、眼
健康、技能培訓等領域。

盼出台出入境便利政策
彭華軍表示，他2006年前後就到內地發
展，親身經歷了深圳高新科技的飛速發展，
未來對合作區的科創產業發展也抱有信心。
「現在香港在科技創業方面的氛圍支持

不如深圳。香港高校每年培育很多優秀的
工科人才。相當多的碩士、博士是去賣保
險和做房地產中介。長此以往，對香港的
創新力和競爭力必然受損。」
彭華軍強調，合作區在深港兩地接壤的

地區，如果能夠出台出入境便利政策，未
來尤其方便深港跨境群體工作和生活。
「相信能夠將香港高校的工科人才留在這
裏發展。」

相中灣區在線教育市場
同為港科大校友的內地人蕭惠文則看中

了大灣區的在線教育市場。她創辦的博瀛
國際教育代理了「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全球網校」在大中華區的業務。
「這是一個雲高中，學生通過在線教

育，一樣可以拿到哈羅（公學）的高中畢
業證書，報考國外的大學。網校不是因為
疫情而臨時性開設的網課，而是一個長期
的教育計劃。」
她表示，曾為自己的孩子在福田區尋找

雙語國際幼兒園，但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
學校入讀。因此，她發現目前深圳的高端
雙語教育和國際幼兒園都存在嚴重資源短
缺，未來在大灣區，這將是一個很大的市
場。
「哈羅公學全球網校」去年9月份在倫
敦成立。這個在線教育包括了學術課程、
課外活動、升學和職業生涯規劃等部分。
通過線上課程和線下活動相結合的方式，
學生可以全方位參與英國知名學府哈羅公
學的課程。在今年疫情期間，大量國際學
校因教師無法正常返校而推遲開學。許多
家長轉而諮詢博瀛國際教育的網校課程。
蕭惠文判斷，未來很長時間內，在線教

育都會是一個增量市場。公司之所以落地
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看中的即是合作
區能夠連接境內和境外的教育資源。
疫情過後，公司的境外遊學活動將正常
化。許多學生通過香港出境遊學。以及，到
香港參加托福、雅思考試等也會非常方便。

青年科學家培養支持
設立1億元（人民幣，下同）專項
資金，為在深方園區科研院所、研
發型企業和孵化轉化平台從事科研
工作，40歲及以下的博士生、博士
後等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啟動支持
和基本保障。

尖端科學家獎勵支持
在深方園區科研院所、研發型企業
和孵化轉化平台從事科研工作期
間，取得重大成果，獲得諾貝爾
獎、圖靈獎、菲爾茲獎、巴爾賽
獎、克霄夫特獎、沃爾夫獎等世界
頂尖獎項，或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
獎及其它國家科技獎勵的，給予每
人最高1,000萬元的獎勵。

科研團隊獎勵支持
在深方園區內科研院所、研發型企
業和轉化孵化平台承擔重大科研項
目的技術團隊核心成員，可參照深
圳市孔雀人才標準，給予最高300
萬元獎勵。享受人才獎勵者無須具
有深圳社保或在深圳繳納個稅，由
供職機構出具其貢獻證明和工作記
錄即可。

聯合培養人才支持
在深方園區內本校下屬的研究院、
實驗室等研發機構中從事科研工作
的香港高校本部在讀全日制碩博士
研究生及博士後工作人員，每年實
際在深方園區工作時間滿4個月
的，按照實際工作時間，按香港高
校提供的生活補貼標準提供額外1︰
0.5的生活補貼，並提供每人每年一
萬元的學術活動專項補助。

合作區居住服務支持
建設「深港科研公寓」，供在合作
區內工作的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居
住，提供便利的文化體育休閒設施
和香港模式的公共服務，營造港人
習慣的工作生活環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昨日（19日），香港文匯報報道林鄭月
娥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