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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闊港澳居民的發展空間，國家有關部委去年10月公布港澳律師在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執業辦法，合資格者通過考試取得執業資格後，可在

大灣區的9個內地城市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包括訴訟業

務和非訴訟業務。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訪問多名已報名該考試的本港律師，

了解其報考原因及備試狀況。他們坦言，內地和香港的法制截然不同，在職

備試絕不容易，但內地市場發展潛力龐大，且隨着更多港人於大灣區內地城

市工作、生活，市場對同時認識內地和香港法律的律師需求必然大增。作為

首批應試的本港律師，他們盼能帶動更多同業響應國家政策，成為內地與香

港法律事務溝通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葉汶濬

港人入灣生活增 律師市場需求大
首批應試灣區執業試律師：盼成兩地法律事務橋樑

最近被一部電視劇吸粉，一邊看一邊流淚，沒
看夠，還想再看。這是一部現實主義正劇，沒有
一絲刻意煽情，甚至土得掉渣，演員一口西北鄉
音，灰頭土臉，「像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但恰
恰因為真實，才打動人心。網友也一致讚好，豆
瓣評分達9.4分，成為2021開年「爆款」。

這部劇叫《山海情》，描寫上世紀九十年代開
始的東部省份福建援助西部地區寧夏，橫跨二十
多年的扶貧故事。

說起寧夏，印象一是「塞上江南」，印象二是
「苦瘠之地」。近年我去過兩次，一次是夏天，
草木葱蘢；一次是秋天，碧雲黃葉。飛機起落
時，清晰可見銀川郊外新農村大片紅頂房子，漂
亮規整。一派塞外風光。再往賀蘭山和沙漠深
處，一路上秋風蕭瑟樹葉落盡，才發現端倪：大
片大片乾黃的土地上，清晰可見成行成列的樹
幹、葡萄林架，被外媒稱為「中國魔方」的草方
格像幾何圖形將沙漠網住……分分寸寸都是人工
勞作的痕跡。恍然大悟──這才是鬱鬱葱葱的原
因所在，這才是「塞上江南」的故事答案。一方
一土的耕耘背後，不知有多少艱辛故事？！

「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區，曾被聯合國糧
食開發署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土地貧瘠，生態崩潰，雨水奇缺，年降水量僅約
300毫米，蒸發量卻在2,000毫米以上。「跺開西
海固的一粒黃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餓」，
這些故事都是真的：拿女兒換一口水窖換一頭大
牲口是真的；冬天為了爭挖一蓬茅草填炕取暖打
得頭破血流是真的；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
誰穿是真的；一碗飯半是糧食半是沙子是真的。
下雨時人們穿上薄衣服到田裏一邊幹活一邊「沐
浴」（當地人叫「趁雨」），回家把身體擦乾就
算洗過澡了。「冬天寒冷刺骨，在土坯堆砌的露
天教室裏，老師拿着樹枝在地上教孩子們識字，
孩子們的衣服補丁摞補丁，還能看到裸露的皮
肉。」

1997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到寧夏調
研東西協作對口幫扶工作，被西海固的貧困所震
撼，提議將貧困群眾「吊莊」搬遷到銀川河套平
原待開發荒漠地，建設新家園，並親自命名為：
閩寧村。他說：「閩寧村現在是乾沙灘，將來會
是一個『金沙灘』」。一百多個兩地合作示範村
由此誕生。

20多年來，福建省出錢出人出技術，一邊在閩
寧村安頓移民，一邊在西海固做好留守百姓的幫
扶，幫助培育釀酒葡萄和紅樹莓種植、肉牛養殖
等特色產業。累計援助資金逾26億元，選派11批

185名幹部掛職，還有專家學者、支教支醫志願者
2,000多人。這些扶貧人員奔走在戈壁灘和荒山野
嶺，忍受着風沙缺水少食停電，這一過程的艱辛
感人至深，劇中幾乎每個人物都有原型：淳樸踏
實的村支書馬得福是寧夏當地幹部的縮影；一生
撲在菌草種植改善生態的凌教授，原型是福建農
大首席科學家；吳主任原型是福建扶貧辦主任，
她先後40多次到寧夏調研；陳縣長原型是一位來
自福建的清華博士……

從東南海濱到北疆戈壁，從 1997 年到 2021
年，長達24年、跨越2,000多公里的愛心接力持
續不斷。如今，閩寧村已經成了6.6萬人的「閩
寧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一萬四，較搬遷之初
增長 27 倍，昔日的乾沙灘果然變成了「金沙
灘」。我在飛機上看到的那片漂亮紅房子，就是
「閩寧鎮」。西海固地區生態逐漸恢復，自來水
入 戶 率 達 99.8% ， 森 林 覆 蓋 率 從 3% 增 長 到
30.6%，苦澀荒原已然翠綠濃蔭。扶貧帶給寧夏
的，不僅是富裕美麗，還有知識和比海更廣闊的
世界，24年來，閩寧對口扶貧新建擴建學校236
所，資助學生9萬多人。支教大學生說：「我用
一年的時間，做了一件終身難忘的事」。整個寧
夏，移民人口達123萬，佔全自治區人口的1/6。
在全國各地的幫助下，移民徹底解決了吃水難、
行路難、種地難、就業難等一系列難題。

《山海情》是中國扶貧史的真實寫照，是兄弟

省份守望相助的真實寫照，是人們胼手胝足打造
美好生活的真實寫照。2012年中國貧困人口尚有
9,899萬人，8年來每年脫貧逾1,000萬人，相當於
歐洲一個中等國家人口規模。到2020年底，近1
億人口全部脫貧，千千萬萬個「閩寧村」出現在
中國大地上。人們用最土最苦的方式，書寫着波
瀾壯闊的史詩，這是中國發展的終極密碼。

劇中白校長帶着孩子們面對戈壁灘唱：「春天
在哪裏呀春天在哪裏？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
裏，這裏有紅花呀這裏有綠草，還有那會唱
歌的小黃鸝……」唱得我淚如雨下，扶
貧事業帶給孩子們的，何嘗不
是青翠可望的春天呢？

最苦最美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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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 王珺

●閩寧鎮原隆村一角。 新華社

國務院辦公廳早前印發《香港法律執業
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
點辦法》，對試點工作涉及的報名、考試、
申請執業、業務範圍、執業管理和組織實施
等作出規定。具5年或以上執業資格的港澳
永久性居民，可按要求考取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9市的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期
限為3年。

兩地律師營收均可上升
在香港擁有逾30年執業律師經驗的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指出，內地商業活動迅速增長，為
本港律師帶來龐大機遇。他分析，香港律師每
人年均創收由1997年高峰期的400萬元跌至如
今的230萬元，律師人數則由1997年前的近
2,000人增至如今的1.1萬人；內地律師人數由
十多年前的數萬人，升至2017年的約30萬
人，每名律師年均創收亦在此期間由10萬元
人民幣升至50萬元人民幣。
他說，雖然香港的律師業務總收入有增長，
但律師人數上升就分薄人均創收，而內地則是
律師人數上升的同時，每名律師創收同步上
升。
何君堯指出，現時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合夥

聯營，彼此營收互不相干，但本港律師通過今
次考試後就能取得合夥資格，日後處理內地法
律事務時或能獲得本港沒有的勝訴分成（Con-
ditional fee），而本港律師則可為律師樓引入
新客源。

助推進兩地律師合作關係

在本港執業12年的大律師、新民黨副主席
容海恩表示，內地法律工作者並不像香港會區
分律師和大律師，通過今次考試的本港律師，
日後在內地執業時亦需處理訴訟業務，或成為
一個挑戰。
她認為，香港大律師本身擅長訴訟業務，若

他們通過今次考試，日後可為在內地執業的本
港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故大律師在內地執業也
必定有發揮空間。
容海恩表示，過往內地律師樓處理客人諮詢

時可能會涉及香港法律事宜，因此會向有合作
關係的香港大律師徵詢意見，例如她於2016
年就與廣東康浩律師事務所簽訂合作協議，提
供非受聘形式的法律諮詢服務。
她認為，經過今次考試取得大灣區內地城市

的律師執業資格，將有機會正式獲內地律師樓
委聘為法律顧問，相信有助推進兩地律師的合
作關係，而港人律師在內地執業，將令有意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本港商家更放心，並有
效吸納更多港人北上發展。
容海恩相信，首批應考的港人律師將成為兩

地法律知識和市場的橋樑，他們不僅能加深兩
地律師對彼此法制的了解，對近日回大灣區內
地城市發展的港人而言，同時精通大陸法和普
通法的港人律師，亦可向他們清楚解釋兩地處
理同一類法律事務的差異。
被問及通過考試的港人律師應如何在內地市

場踏出第一步，何君堯說，港人律師應與內地
同業建立良好合夥關係，盡量建立多個服務
點，不能用香港這個小漁塘的思維在內地市場
操作。容海恩則建議，希望「兩地走」的律師
可先應徵法律顧問職位。

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律師執業考試不僅吸引不
少本港資深律師報考，年輕律師亦躍躍欲試。任職律師
剛剛近6年的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葉俊遠表
示，自己剛好符合必須具有5年執業經歷的報名門檻，
於是果斷報考。他坦言，雖然同時兼顧工作和溫習壓力
不小，但一定要抓緊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希望在獲取
相關資格後，能在大灣區內地一線城市開設自己的律師
事務所。
葉俊遠表示，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關係密切，他工

作的律師樓目前不少生意都橫跨兩地，業務涉及港人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置業、處理遺產及商業糾紛等。隨着國

家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相信內地市場對能同
時處理兩地法律問題的律師需求會進一步提高。

把握機會融入灣區建設
他續說，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8年參加全國兩會廣東

代表團審議時，已明確點出「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
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
和世界級城市群」，證明了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決
心，所以他會好好把握今次機會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
葉俊遠坦言，由於自己一直接受普通法訓練，應考大

陸法確實是高難度挑戰，他去年12月21日至27日曾要
連續7天，朝九晚六參與由國家司法部舉辦的線上培
訓。他笑言，學習過程不易，但課堂內容翔實，讓他更
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最新的民法典。

讚照顧港澳需要 准繁體字作答
因應疫情發展，原定今年1月30日舉行的考試被押

後。葉俊遠坦言，最初對考試押後略感失望，因為希望
快些考到相關資格，盡快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執業，但現
在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亦是好事。他並提到，國家很照
顧港澳律師的需要，例如容許他們以繁體字作答。
展望未來，葉俊遠說，若能通過考試，他需要在內地

接受培訓及實習，他希望自己能在5年至10年內，在大
灣區的一線內地城市開設律師事務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汶濬、林浩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公務員
事務局早前要求公務員簽署聲明，宣誓
效忠特區及擁護基本法，有關安排在上
周四（18日）屆滿。有報道稱，不少公
務員拒絕簽署聲明，使政府各部門出現
「離職潮」。多個公務員工會昨澄清，
大部分工會會員已經簽署聲明，暫時未
見公務員「離職潮」出現，形容相關報
道有誇大失實之嫌。

如為「糧支」簽署 非真心效忠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主席陳紹裘在接受

點新聞訪問時表示，絕大多數同事都簽
署相關聲明，並沒有出現所謂的「離職
潮」。他強調，簽署聲明是作為公務員
的基本要求，如有公務員為「糧支」而
簽署聲明，並非真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特區政府，就沒資格繼續為香港市民服

務。
他認為，公務員作為治港班子，愛國

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執行職務時也應秉
持「政治中立」原則，不偏不倚，「中
央和特區政府已就公務員的行為操守劃
下清晰紅線，希望公務員能夠自覺遵
守。」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宗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總工會的盟會

達54個，未聽見有公務員因宣誓而要離
職。有會員曾經對簽署聲明作出技術上
的考慮，但當中並未有提出離職的想
法，更不見得有「離職潮」的出現。
他認為，當局要求公務員簽署聲明會

帶來正面影響，對整體管治而言是好
事，並強調公務員簽署聲明屬個人責
任，一旦確認聲明後就要考慮自己的身
份才發表意見。

按整體離職比例比較 涉「捉字蝨」
政府人員協會主席馬志成直言，暫時未

見有公務員「離職潮」出現，形容有關報道
內容誇大失實。他留意到有關報道是按整體
公務員離職的比例作比較，顯得有「捉字
蝨」之嫌，並認為公務員一般會工作至退休
才離職，亦有人會因個人理由而離開，但就
觀察而言，當中只屬小部分人。

公務員拒簽聲明現「離職潮」？ 工會：報道失實

港年輕律師盼灣區一線城市開業

●何君堯指出，內地的律師人數和創收持續同步上升，發展潛力遠
較香港市場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剛好符合考試門檻的葉俊遠強調自己會把握今次機
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容海恩認為，首批應考的港人律師能成為兩地法律知識
和市場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