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國家大

力支持下，

粵港澳大灣

區的建設正在邁向新台

階，區內又快又好的融

合發展成為許多市民的

迫切願望。多位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透露，今年兩

會將就完善港人內地生活便

民措施、恢復疫下兩地創科

合作、建設大灣區內司法協助

機制等方面提出建議，為進一步

完善大灣區發展提供新想法。此

外，有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工作的

港人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講述其融入

大灣區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機遇和困難，希望

在代表們的建議下，大灣區融合發展得更好，

自己也能抓住其中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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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紛獻良策
便利港人入灣
冀完善北上生活措施 恢復疫下創科合作

●多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表示，今年兩

會將就完善港人內地生活
便民措施等方面提出建議。圖

為廣州天河區鳥瞰。 資料圖片

弄潮兒冀添便利 掃港商創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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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名懷揣夢想的中大畢業生，早前在
深圳開設初創公司「柏絲科技」，致力
研發AR擴增實景測量及食品科技生產
等。該公司的創辦人兼首席技術官周益
俊近日現身說法，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
對初創企業的發展非常支持，推出了各
式政策幫助香港初創企業落戶，但部分
政策在落實細節上有待完善，希望相關
部門能加以優化，協助港商掃除創業障

礙。
周益俊表示，大灣區內地城市提供

創業津貼讓港人有資金創業，也設有
安居補貼及人才公寓，港澳人士在住
房上可以享受優惠政策，便於在大灣
區內安家，專心工作；在下游科創項
目的落地上，亦給予相應的補貼支
援，促進上游科研變成產品，推出市
場。

盼完善證件安排助融資
不過，他坦言，部分政策在落實上還

未夠完善。他以自身為例，港澳居民手
持回鄉證在內地生活多有不便，因此辦
理了內地居住證，但手持居住證的他，
無法憑藉此證申請內地銀行的信用卡，
「身邊的內地朋友打個電話就能申請信
用卡，但我們連5,000元的信用卡信用額

都申請不到。」不單是銀行難批借貸，
創業上政府擔保的貸款亦因為證件的原
因至今無法申請成功，令他不能及時享
用到灣區創業政策。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他，期望可

以及時享受更多優惠待遇，故盼相關部
門進一步完善政策落實的細節，為他的
創業夢想添加馬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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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將在兩會上提出建議，設立
「灣區生活一站通」，以便利港人在粵港澳大灣
區內地城市辦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事務，亦幫助
兩地生活和就業資訊廣泛發放。
近年愈來愈多港人到內地升學、工作，但基

於兩地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異，港人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落地生活時仍遇到不少障礙，因此吳
秋北建議中央政府推動在大灣區各內地城市及
特區設立服務站，由內地政府及特區政府同在
站點設辦公室，透過一站式資訊、諮詢及服務
窗口，為市民處理各項民生事務提供服務，例
如為港人在內地辦理居住證、內地駕駛執照、
長者乘車證，以及參與國家社保醫保等。

冀逐步簡化兩地文書互認
為促進大灣區的區內融合，工聯會還將在兩會

提出解決兩地文書互認的建議。身為工聯會會長
的吳秋北表示，工聯會在內地多個服務諮詢中心
都接獲不少在內地工作或生活的港人反映，不少
文書證件需再次公證才能成為法律文件，必須預
留額外時間和金錢處理。雖然國家實行「一國兩
制」，但他認為兩地政府發出的文書也應該得到
互認，故建議循序漸進解決相關問題，採用先易
後難原則，先以結婚證、出生證及死亡證這三類
文件作為簡化文書互認的試行範圍。
雖然兩地政府均重點推動大灣區建設，但部分港

人仍對此持排斥態度，吳秋北坦言，部分香港青年
對國家發展的規劃和戰略認識不深，導致出現一些
隔閡。為此，他將在兩會上建議中央政府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為「共同家園」，以文化作為凝聚家國情
懷的黏合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一直大力推動兩地科研合作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玉如透
露，她準備在今年的兩會提出建議，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健康
碼、促大灣區內跨境流動便利化，以助力恢復兩地正常的創科
合作和交流。
葉玉如說，香港受疫情影響，自2020年2月起開始在多個口
岸實施暫時性的強制檢疫和隔離措施。雖然相關措施有效遏止
了疫情，但大大影響了兩地正常的創科合作和交流。
她說，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內地各城市紛紛推出健康
碼，便利人群出行和跨省流動，同時有效協助檢疫部門追蹤感
染者和密切接觸者的行蹤，控制病毒傳播風險。但香港目前還
沒有推出健康碼機制，未能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實現正常通關。
她建議中央支持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推動建立「大灣區健康
碼」，放鬆口岸管控措施，推動三地居民在大灣區正常流動，
加快恢復創科交流合作活動；在條件成熟後，可考慮推動「大
灣區健康碼」與其他城市的健康碼互認機制。
身為國際頂尖的神經生物學家的葉玉如亦建議，香港和廣東
省政府共同出資，支持在大灣區成立跨境的大型生物科技研發
機構，地點可設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她認為，相關機構，
不僅能為兩地科學家提供促進跨境合作和交流的平台，促進兩
地的生物醫學科研資源、數據互通共享，培養生物科技人才；
亦可推動香港優質的生物醫學研究與內地的產業資源對接，

有助形成暢通的科研成果轉化管道，幫助建構一個能
結合產學研，連繫內地、香港與國際的科研

生態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國務院辦公廳去年10月印發港澳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執業辦法，為本港律師帶來龐大機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表
示，她將在兩會上提出建議，建設大灣區糾紛解決機制，讓大灣區
的仲裁更具國際認受性，並建議國家出台政策，完善大灣區在「一
國兩制」下的司法協助機制。
陳曼琪認為，如今國家改革開放邁入新台階，香港在國際仲裁

方面有優勢和能力，可以香港為支點，在大灣區先行先試，增強
大灣區仲裁的認受性。她建議國家出台外國仲裁專家評核機制，
為大灣區法律機構聘用國際仲裁專家劃定資格和門檻。此外，亦
可以創立外國專家庫，仲裁雙方都可以在專家庫中尋找外國專
家，為自己提供意見，讓大灣區的仲裁更加國際化。
她並建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線上線下一站式、多元化的糾紛解

決機制。可以在大灣區設置一站式諮詢中心，方便香港律師掌握
和了解有關大灣區的方針政策、執業落地問題，三地法律差異
等，亦可幫助香港律師和律所在內地尋找合作夥伴，組成合夥聯
營所等。
此外，陳曼琪建議國家出台政策，推進中國特色區際司法協
助，增強大灣區在法律方面的互認和執行。她表示，大灣區
的機遇對香港律師非常重要，如果對國家不了解、不
認識，很難抓住機遇，因此建議港澳與內地的
高校多舉辦交流互動，推出雙學位課程，
積極培養熟悉三地的法律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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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將於兩會
上提出建議，請中央為香港提供政策支持，
在金融、貿易、旅遊方面，加強國際機構在
香港設置地區總部的吸引力，以「一國兩
制」的獨特優勢，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的發展。
吳亮星認為，香港雖然面積小，但是輻射面

很大，向內連接大灣區城市以至整個內地，向
外亦是內地與「一帶一路」及其周邊國家地區
的橋樑。如果能吸引全球大機構、團體、企業
來港設立總部，發揮香港優勢，促進香港真正
成為國際性中心和祖國發展的南大門，相信整
個大灣區、「一帶一路」都將受惠。
他認為，在建設金融中心方面，香港亦有其
固有優勢，包括金融監管十分可靠，市民和投
資者質素相當高，來自內地的「北水」和經過
香港向內地投資的「南水」，都可以把香港金
融業的「蛋糕」做得愈來愈大。此外，內地的
基建能力亦可以通過香港繼續走向「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而若「一帶一路」項目基建公
司在港上市、集資，亦有利於香港金融業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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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建議設立「灣區生活一站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曼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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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建議吳亮星建議
中央為港提供中央為港提供
政策支持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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