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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聯合修訂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2020年版）》，近日正式印發實施。新版負面清單列入事項

123項，比去年減少8項。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

負面清單修訂並非只減不增，而是有增有減，今年審慎增列金

融控股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准入管理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內地准入負面清單新增金控公司

關於琶洲村復建安置房不動產權證辦理相關事宜的
通知

琶洲村「城中村」改造項目涉分證需求的業主：
    根據貴我雙方《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規定，我方需將貴方回遷
安置房不動產權登記至貴方親屬名下（即按親屬類別進行分證），但因涉分證的回遷安置
房的不動產權證辦理事宜未有相關政策支持，且並無先例，此前該項工作一直無大進展。
經我司、琶洲聯社與區政府、國土規劃、不動產登記機構、稅務局及街道辦等部門反覆溝
通後，擬啟動涉分證需求的回遷安置房產權證辦理工作，具體安排如下：
    一、為加快辦理流程，各位業主需按照下表安排，通過電話預約的方式進行登記，
完成預約登記後前往琶洲村回遷接待中心（地址：琶洲躍龍新街 6-1 號）（預約電話：
13503070334 和 13503073134）集中辦理。未通過電話預約登記的，需在現場登記預約
辦理時間。

序號 身份類別
時間段

（辦公時間：上午9點至 12點，下午 2點至 5點）
1 九社、十社 2020 年 12 月 14 日到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 七社、八社 2020 年 12 月 18 日到 2020 年 12 月 21 日
3 一社 2020 年 12 月 22 日到 2020 年 12 月 25 日
4 二社、三社 2020 年 12 月 26 日到 2020 年 12 月 29 日
5 四社、五社、六社 2020 年 12 月 30 日到 2021 年 1 月 2日
6 原居民、僑民 2021 年 1 月 3日至 2021 年 1 月 6日
7 外地人及其他被拆遷人 2021 年 1 月 7日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

    二、請各位業主屆時持《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收樓確認書》、
宅基地證原件、身份證原件、可證明親屬關係的相關證明（包括出生證、戶口簿等）前來
辦理相關業務。未能按時前來簽署並提交相關文件的，則延期辦理產權證的責任由各位業
主自行承擔；
    三、現場將提供公證業務辦理，需攜帶相關公證材料，具體詳見《琶洲安置房辦證（分
證）須知》或附表公證材料清單；
    四、因疫情防控原因，避免人流集中，各位業主需按預約時間前往辦理，且現場辦理
時均需佩戴口罩，否則恕不接待；
    五、現場將不提供車位 , 建議業主步行或乘坐公交地鐵綠色出行。
    特此通知。

附表：
一、繼承公證材料清單：
1、申請人的居民身份證、戶口簿 (或護照，或港澳身份證及通行證 )；
2、被繼承人的死亡證明書（醫院），或死亡註銷證明（派出所）；
3、宅基地使用證；
4、拆遷協議；
5、回遷通知書；
6、可證明親屬關係的相關證明（包括出生證、戶口簿等）；
7、戶籍檔案查詢摘抄記錄。 
二、贈與公證材料清單：
1、申請人的居民身份證、戶口簿 (或護照，或港澳身份證及通行證 )；
2、贈與人結婚證；
3、贈與雙方同一戶口本，或受贈人出生證，或戶籍檔案查詢摘抄記錄（三選一即可）。

  廣州市海珠區琶洲街琶洲經濟聯合社
  保利發展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9日

內地自2018年開始發布市場准入
負面清單，經過三輪修訂，

2020 年版清單與 2018 年版清單相
比，列入事項數量由151項縮減至
123項，縮減18%，與2016年試行的
《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
版）》328個事項相比，縮減62%。
孟瑋表示，清單的修訂出台，有利於
進一步放寬准入限制、實現平等准
入，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
合，加快形成高效規範、公平競爭的
國內統一市場。

列入事項減至123項縮18%
據介紹，今年負面清單放開一批行
業核准許可和資格認定，包括森林資

源資產評估項目核准、碳排放權交易
核查機構資格認定、進出口商品檢驗
鑒定業務的檢驗許可、報關企業註冊
登記許可等，證券公司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核准也被取
消。
與此同時，審慎增列少數事項措

施。孟瑋稱，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作
為修訂和發布單位，堅持嚴格合法依
規增減，根據《國務院關於實施金融
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決定》，及時依
法納入金融控股公司、地方資產管理
公司等准入管理措施，以保障清單的
嚴謹性、規範性。此外，負面清單新
增「未獲得許可或資質，不得超規模
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條目，補列個別

符合清單定位且合法有效的措施。

發改委：「全國一張清單」管理
新版清單強調，對禁止准入事項，

市場主體不得進入，行政機關不予審
批、核准，不得辦理有關手續；對許
可准入事項，包括有關資格的要求和

程序、技術標準和許可要求等，由市
場主體提出申請，行政機關依法依規
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決定，或由市場
主體依照政府規定的准入條件和准入
方式合規進入。孟瑋還強調「全國一
張清單」管理，杜絕負面清單滿天
飛。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各國正加強
對科技企業監管，除反壟斷外，還包
括開徵「數碼稅」。中國證監會科技

監管局局長姚前昨表示，第三方平台
企業掌握大量用戶數據，就像掌握寶
貴的礦產資源，政府是否有必要對平

台企業徵收數字服務稅值得深入研
究。

平台企業藉「用戶創造價值」
內地媒體《新京報》援引他在該報

主辦的論壇上發言稱，企業可以從大
數據分析洞察用戶的特徵、習慣、需
求和偏好，感應市場變化，調整競爭
策略；平台價值來源於用戶，所以用
戶理應享受平台創造的收益。「基於
上述『用戶創造價值』理念，作為公
眾代表，政府是否有必要象徵收自然
資源稅一樣，對平台企業徵收數字服
務稅，值得深入研究。」姚前稱。
他還談到，近幾年與平台經濟相關

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問題，也需要
引起高度的關注。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日指出，內

地已明確將數據列為與勞動、資本、
技術並列的生產要素；大型科技公司
實際上擁有數據的控制權。需要盡快
明確各方數據權益，推動完善數據流
轉和價格形成機制，充分並公平合理
地利用數據價值。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化反壟
斷」的話音剛落，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本周一就向阿里巴巴等開出三張罰
單，並表示「互聯網行業不是反壟斷
法外之地」，明確釋放出加強互聯網
領域反壟斷監管的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訊（6823）夥拍富衛保險及香港
醫思醫療集團（2138），為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的
400戶基層家庭提供免費DrGo遙距醫療諮詢服務，包括由
醫思提供遙距視像會診、普通科醫生開出最多三日標準處方
藥物及一次性送遞服務。三家合作夥伴希望在當前疫情下，
為受惠家庭送暖。
遙距醫療提供便利及安心的感覺，在當前的疫情下需要保

持社交距離時，顯得特別重要。香港電訊的一站式遙距醫療
服務平台DrGo，用戶可安坐家中或工作場所與香港註冊醫
生對話，毋須親身前往醫院或診所排隊，而處方藥物最快4
小時內送遞至用戶的指定地址。

香港電訊夥醫思加強服務
香港電訊個人客戶業務董事總經理吳永豪表示，醫思成為

DrGo的首家連鎖診所合作夥伴，提供普通科的遙距醫療服
務，並擬擴展服務範圍至醫思醫療的不同專科、慢性疾病管
理及健康管理等服務。此外，DrGo即將推出電子健康商店
服務市民，詳情將稍後公布。

DrGo遙距向基層贈醫施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A股市場上白酒股熱度爆棚，
「西北茅台」皇台酒業昨日回歸股價
暴漲逾300%，而因「紅星二鍋頭」
升格為白酒股的大豪科技則已連續8
個交易日封漲停，整個白酒股升幅遙
遙領先。
告別A股一年半後，有「西北茅

台」之稱的*ST皇台成功摘帽，變更
為「皇台酒業」並恢復交易，由於首
日不實行價格漲跌幅限制，昨日開盤
便暴漲234.7%，盤中因觸發漲停限制
曾被臨時停牌，最終收漲314.99%，
報31元（人民幣，下同）。
而擬收購「紅星二鍋頭」的大豪

科技，截至昨日已經是連續8個交易

日封漲停，股價躍升至16.94元。公
司當日公告稱能否順利實現標的業
務的整合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同
時標的公司所處的行業品牌競爭激
烈。

擬購「二鍋頭」大豪漲停8日
即便撇去皇台酒業的驚人升幅，

整個白酒板塊仍然以超4%的漲幅領
先兩市所有概念板塊。受龍頭股帶
動，多隻酒股掀漲停潮。

石頭科技晉身千元股
因被曝高層內鬥，中芯國際A股盤

中最多跌近 10%，後跌幅收窄至
5.53%，報55.2元。上交所昨晚發布
中芯事項監管工作函。另外，繼貴州
茅台後，昨日A股誕生第二隻千元
股，在科創板上市的石頭科技收漲

3.96%，股價突破千元大關，報
1,018.03元。石頭科技今年2月以發
行價每股271.12元登陸科創板，年內
漲幅達278.28%。

A股三大指數「一潭死水」
個股熱鬧非凡，大市則如「一潭死

水」。截至收市，上證綜指報3,366
點，幾近平收；深證成指報13,751點，
跌12點或0.09%；創業板指報2,760
點，漲1點。兩市共成交7,009億元。
繼富時羅素和道瓊之後，MSCI宣
布，明年1月5日收市後，將從其全
球可投資市場指數中刪除美國總統行
政令制裁的中國公司證券，名單包括
中芯國際，中國交建、中國衛星、中
國鐵建，中國中車、海康威視和中科
曙光等。昨日除中芯國際跌幅較大
外，其餘所涉A股均小幅低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隨着疫苗可望
2021年開始接種，本港經濟有望固本培元，加上
低息及中短期私宅供應少，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
總裁布少明指出，本港金融業、IT、專業人士及
公務員失業率仍低， 如疫情受控，預期2021年
樓價穩中向好，又呼籲政府放寬1,000萬至2,000
萬元物業按揭保險計劃的按揭成數至七成，同時
建議取消SSD稅項，助市民套現應急等。利嘉閣
地產總裁廖偉強則估計2021年樓價「有上無落、
有升無跌」，料全年中小型住宅升8%至10%。
疫情困擾樓市氣氛下，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

嘉輝表示，2020年樓市「一手跌、二手升」，估
計全年一手成交約1.45萬宗，按年下跌20%，成
交額則為1,620億元，同樣較去年跌20%。受疫情
及封關影響，估計5,000萬元或以上住宅交投量全
年只有239伙，減少32%。然而，政府放寬按保，
估計600萬元至1,000萬元物業交投升42.7%。

低息環境利樓價穩中向好
布少明預計，2021年有機會推出的新盤達
32,730伙，元朗及天水圍佔最多，達7,570伙，
預測全年一手銷售量達1.8萬伙，按年升24%，
銷售額約2,420億元，按年升49%，為2013年4
月一手例實施後的新高。至於2021年二手住宅註
冊量可望達5萬宗，按年升6%，見9年新高，成
交額達4,200億元，按年升11%，見11年新高。
他稱，目前失業率集中零售、旅遊等行業，未有

擴散至金融、IT、專業人士及公務員等領域，加上
低息環境持續，銀行存款多，中長期私人住宅供應
未能到位，相信2021年樓價穩中向好。他並呼籲政
府放寬1,000萬至2,000萬元物業按揭保險計劃的按
揭成數至七成，以啟動換樓鏈及方便市民套現應
急，同時建議取消SSD稅項，或考慮回復至「加強
版」前水平，協助經濟有困難的人士套現。
另一方面，廖偉強指出，疫苗來香港幫助抗

疫，利好經濟復甦，又有低息及用家強勁帶動，
估計2021年樓價「有上無落、有升無跌」，中小型單位樓
價料升8%至10%，豪宅則要待內地開關後才可帶動成交，
料僅升5%。他料一手成交可達19,000宗，按年升26%。由
於發展商積極推盤吸走購買力，料二手成交升幅不大，全年
可達41,000宗，意味一二手住宅可錄6萬宗成交。

利嘉閣明年擬增聘400人
展望2021年利嘉閣經營策略，廖偉強指，2020年分行已

整頓至200間，按年跌約23%，員工由去年的2,400人增至
2021年的2,600人，升幅8%。基於有不少新盤推售，2021
年分行數目冀可增加10間，員工可增加400名。
他又指，受疫情影響，2020年公司的營業額料比2019年

的17億元下跌逾10%，期望2021年營業額可回升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臨近年底，發展商繼續谷
新盤銷售。信和置業集團聯席董事田兆源表示，集團旗下烏
溪沙低密度臨海項目Silversands有機會於月內取得預售樓花
同意書及推售，目前正積極籌備售樓說明書及示範單位。
Silversands由4座大樓組成，共提供160伙，戶型包括一至
四房間隔。當中一房至兩房約佔110伙，面積約310至510方
呎；三房至四房約佔全盤50伙，面積約930至1,300方呎。

OMA by the SEA延長折扣
另外，永泰地產修改屯門掃管笏OMA by the SEA價單，

將早鳥優惠的1%折扣優惠期延長半年至明年6月30日。

皇台酒業回歸 股價暴漲逾300%

信置烏溪沙盤或月內推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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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21年住宅市道展望
美聯 代理行 利嘉閣

穩中向好 樓價看法 中小型升8%-10%、豪宅升5%

未有預測 租金看法 中小型表現平穩、豪宅跌2%

1.8萬伙 一手成交 1.9萬伙

5萬宗 二手成交 4.1萬宗

製表：記者 梁悅琴

中證監：數字服務稅值得研究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負面清單今年審慎增列金融控股公司、
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准入管理措施。 資料圖片

■告別A股一
年半後，*ST
皇台成功摘
帽，變更為
「皇台酒業」
並恢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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