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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共中央昨
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到，中央將進一步支
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利港
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香港社會
各界昨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國
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港人應當
了解大灣區對香港的重要性，懂得把握大
灣區的機遇，發揮自身「一國兩制」以及
金融、科技、專業、人才等各種優勢，推
動金融科技發展，打造國際科創中心等，
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並相信未來大
灣區進一步做好港人置業、就業、醫療等
各種配套，可吸引更多港人到大灣區工作
和生活。

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昨日被問及公報提
及香港篇幅較少時表示，中央並無放輕香
港的角色和地位，香港不僅是大灣區的一
分子，更是重要的部分。但他指出，問題
在於港人是否認知大灣區對香港的重要
性，「香港仍有很多優勢，只是在於港人
是否懂得把握，大灣區的車開了就不會
等」。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

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重大
的國家戰略，為香港提供重要的發展方向。
近年來，香港社會紛紛成立大灣區商會等團
體，目的就是配合大灣區發展。
她續說，大灣區發展既擴闊了港人的生活

圈，也提高了生活質量。在「十四五」規劃
下，大灣區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經濟增長點，
並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優質的生活環境。去年
中央就推進大灣區建設公布了16項惠民政策
措施，未來希望進一步做好港人置業、就
業、醫療等各種配套，可吸引更多港人到大
灣區工作及生活。

籲港吸納各地人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和
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今次螞蟻集團來港
上市，顯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仍然享
有獨特的優勢。
他續說，中央大力支持港深兩地發展創新

及科技事業，香港應當思考如何吸納各地優
秀人才來港，並相信在科技和資金的支持

下，香港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潛力巨
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說，在「一國兩

制」的原則下，香港在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便利香港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以及通
過政策創新突破和便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學
習、就業和生活的措施，都做了許多工作，
也見到一些成效。在「十四五」規劃下，香
港除了繼續在機制、政策上設立更便利的條
件，讓香港居民往來內地外，更應該加強香
港民眾、尤其是香港青年對內地、對祖國發
展的了解。
她強調，只有「從心出發」，加強人心回

歸，增強港人的歸屬感，促進他們擁抱祖國
發展的機遇，才能從根本、基礎上促進兩地
交流溝通，從而達到更深入、高層次的合作
發展。

各界：港需理解「灣區快車不等人」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以交換文本方式，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簽署

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20年重點工作（2020年重

點工作），在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的基礎上，

共同推進涵蓋八大主要範疇的57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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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創科角色：基礎研究+融資+外循環

粵港簽署57項合作措施
涉便利通關合拓科創中心共促服務業等八範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中央將進
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有香港科研界人士指
出，本港有能力做好原始創新角色，亦可
肩負起創科教育重任，培養更多優秀人
才。與此同時，有鑑於國家的「數碼人民
幣」發展如箭在弦，學者認為香港有能力
成為「數碼人民幣」國際業務的樞紐，作
出貢獻。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內地近年科研基建
及項目的發展迅速，香港實難以比擬。惟本

港於人才方面仍有優勢，加上多所大學均具
國際水平，更應鞏固和做好創科教育重任，
為國家培育人才。

爭取數字貨幣外循環試驗
另一方面，黃錦輝認為基礎研究是國家

所需，「芯片是一個例子，單靠引進科技
再改良是不夠的，必須做好核心技術」，
而基礎研究正是本港的一大強項，配合大
灣區更可實現「前研後產」，「本港科研
帶入深圳，進行原型測試和量產，發展成
熟後又可回到本港融資，考慮國際化出

路」。
黃錦輝又指出，中國商務部早前選定深

圳為首批「數碼人民幣」的試點城市，
「這在內需方面是無問題的，但將來『數
碼人民幣』想要走出去，香港身為國際金
融中心，有經驗和體制成為離岸中心」，
期望香港可爭取負責試驗「數碼人民幣」
的國外經濟循環，協助促進「數碼人民
幣」國際化。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副主席周文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香港坐擁優秀高等教
育資源，多所大學的國際排名名列前茅，加

上香港資訊自由，金融基建亦獲世界信賴，
這些都是香港作為未來成為國際科創中心的
優良條件。
被問到有哪些方面香港可進一步仰賴中央

的支持，周文港期望在資金和人才政策方
面，未來可更便利往來，「如進一步開放更
大規模的國家科研資助項目，讓香港得以參
與。」
在培養人才方面，他認為特區政府和教育

局仍有提高空間，包括繼續深化STEM課程
的專科專教，給予大學更多資源，提升整體
的STEM教育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與
主要商會和一些專業團體代表舉行視像會議，
就特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如何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交流意見，為下周訪問北京、廣

州及深圳作準備。
林鄭月娥歡迎各團體代表繼早前出席2020年

施政報告諮詢會後，再次踴躍參加，發表意
見，足見大家積極投入恢復香港經濟的工作，

和非常重視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來的機
遇。
與會者向林鄭月娥提出多項加強粵港澳大灣區

內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建議，並希望未來有更
多措施便利港商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

與會者盼雙向跨境免隔離
大部分與會者都期望能早日落實兩地人員可

在豁免強制隔離檢疫下跨境往來，令有需要的
商業活動可逐步恢復。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具備獨特優勢，並會不

斷致力提高自身競爭力。她會爭取更多有助加
強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的措施，令香港經濟重
拾動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及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亦有
出席會議。十多位本地商會的代表和來自建造
業、金融業和仲裁的專業團體代表透過視像參
與。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
示：2020年重點工作繼續以

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規劃綱要》）及進一步
深化粵港兩地合作為方向和目
標，內容多元，涵蓋八大範疇，
包括：
（一）跨界基礎設施建設及通關
便利化；
（二）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三）促進現代服務業合作（包
括金融業合作、專業服務、文化
和旅遊合作）；
（四）推進教育、人才和青年合
作；
（五）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
（六）共建優質生活圈；
（七）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
（八）推進重點合作平台。

優化落實便利港人買粵樓
2020 年重點工作內的 57項措
施，經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
府商議決定，目的是進一步便利
粵港居民交流、改善兩地居民生
活質素、推進創新及科技發展、
加強不同界別和產業合作，有助
粵港兩地合力提升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
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個別
範疇內的重點工作項目包括：
研究完善港珠澳大橋跨境車輛
通行政策及有關出入境政策；
落實好財政科研資金跨境使用
政策，進一步便利資金跨境撥
付；
繼續深化落實在業務範圍、股
比限制、經營地域、資質條件等
方面放寬對香港服務業的准入限
制；
研究擴大香港居民代理見證開

立內地個人II、III類銀行賬戶試
點銀行範圍，優化相關開戶服務
程序，推動遙距開戶；
完善香港居民隨遷子女義務教

育入學、考試等政策，保障香港
居民隨遷子女按規定享受居住地
教育基本公共服務；
建立健全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

制，在信息通報、防控舉措、口
岸對接等方面及時溝通，加強工
作協調和對接；
優化落實便利香港居民在粵購

房政策措施；
推動滿足相關條件的在粵未就

業香港居民在居住證所在地參加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享受相應待
遇和財政補貼；
支持粵港企業及專業界別加強

合作，為兩地業界提供項目信息
與機會，鼓勵香港企業加入廣東
「走出去」產業聯盟等。

為兩地居民創發展機遇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

「香港特區政府會盡快與廣東省
政府合作落實2020年重點工作各
項措施，積極推進大灣區建
設。」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於1998年成

立，香港與廣東並於2010年經國
務院批准後簽署《粵港合作框架
協議》，為雙方確立明確的合作
機制。中央政府於2019年2月公
布《規劃綱要》，標誌着粵港合
作在大灣區建設框架內邁上新台
階。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加強與
廣東省政府合作，就雙方落實
《規劃綱要》的工作及進一步深
化粵港兩地合作，訂立明確方向
和目標，並積極尋求政策創新和
突破，為粵港兩地居民開創更多
發展機遇。

特首與商會專業團體交流灣區發展

■■胡應湘胡應湘

■■顏寶鈴顏寶鈴

■■特首林鄭月娥（左三）昨日下午與主要商會和一些專業團體代表舉行視像會議，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交流意見。

■■特首林鄭月娥（中）昨日到訪中環街市了解活化進度。旁為負責活化的市建局主席周松崗（左
一）和行政總監韋志成（右二），以及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左二）。

■■黃錦輝黃錦輝

■■周文港周文港

■■王惠貞王惠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