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則銜接加速
港融灣區落後

合作需換「自動門」 要素流動期更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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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點
2021 年 是 「 十 四

五」規劃開局之年，
也是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關鍵之年。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粵港澳大灣
區作為國家重大戰略全面實施，賦予廣
東重大歷史使命。經歷了2020年非凡
的疫情大考，廣東使出自己的「九個全
力」、「十個千方百計」等組合拳，在
民生、經濟、創新發展、深化改革、擴
大內需方面交出了有力答卷。

在做好大灣區共建發展這篇文章上，
廣東持續加碼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規
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開啟領跑之勢。
比如，推動「灣區通」工程、深交所創
業板註冊制、廣州期貨交易所等重大改
革落地實施。

另一邊，澳門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卓有成效，與鄰近的廣東珠海合作開發橫
琴也駛入快車道。澳門在融灣共建方面勇
往直前，跑出了自己鏗鏘有力的步伐。現
如今，澳門民眾對參與大灣區共建的獲得
感、認同感、歸屬感與日俱增。

遺憾的是，香港在融灣進程中不斷經
歷着中美經貿鬥爭、「修例風波」、新
冠疫情等一波又一波的風險挑戰和考
驗。在防控疫情和強化粵港粵澳聯防聯
控方面，情況很不理想。在恢復有序通
關方面，遲遲未能有新進展，更令一些
行業陷入停滯期。期待香港防疫控疫能
早日實現一個根本性好轉，在融入灣
區、共享機遇方面奮起直追，重新煥發
東方之珠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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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內各行業的規則銜接，正在以看得見的
速度從「玻璃門」向「自動門」突破。

多行業准入灣 灣區人同等化
今年1月1日，《關於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
和專業人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試
點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正式施行。
這份由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聯合香港特別行
政區發展局去年底聯合發布的文件，通過備案形
式允許取得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士在
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備案實行「一網通
辦」，一次辦理即可在大灣區9市執業。廣東省
住建廳相關負責人介紹，建築師、結構工程師、
造價工程師、監理工程師、房地產估價師、規劃
師等6個專業已開展執業資格互認。截至去年11
月底，已有1,630名香港專業人士取得內地註冊
執業資格，其中有151名在廣東辦理執業註冊。
這個《辦法》只是過去兩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在

規則銜接方面的一個小縮影。越來越多的港澳醫
療、法律等領域專業服務人士可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便利執業，港澳居民還可以參加事業單位編制
內崗位的公開招聘。隨着廣東「灣區通」工程的
推進，「灣區人」在教育、就業等方面的「同等
化」進程不斷提速，政務、商事等服務逐步實現
「一網通辦」「跨境通辦」。
從標準互認到規則銜接，從機制創新到政策互

通，粵港澳大灣區內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
關鍵要素加速流轉、進一步融合，為港澳發展注
入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
在灣區融合不斷提速的同時，跨區域、跨制度
協作機制的障礙依然不少。

期設職能部門 助影視業突圍
剛剛過去的2021年電影春節檔，紅紅火火的
票房成績提振不少行業人士對灣區的影視產業振
興發展的信心。憑借港產片製作成長為灣區影視
頭部企業的廣東昇格傳媒總裁楊麗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對人流、物流、資金流密集匯聚的影視
產業來說，大灣區疫情防控聯動如果能早日取得
突破，粵港生產要素可以順暢流動，粵港兩地組
「CP」扛穩差異化特色發展大旗，就一定能在
中國電影產業巨大發展紅利中贏得豐厚發展前
景。
在楊麗看來，香港的電影雖然已經走過它的黃

金時期，但是香港影視的工業化程度以及專業方
面十分成熟和完備，用香港的專業團隊能夠減少
電影各方面成本的30%，是其得天獨厚的專業優
勢。
昇格通過和香港寰宇等影視企業的合作，將兩

地的制度障礙和藩籬摸索清楚。楊麗說，正是因
為粵港之間本身就存在文化相親的優勢，同時昇
格團隊熟悉了解內地的政策、機制問題，所以在
引進、製作、出品等前端就能規避許多港產片
「水土不服」的內容。
楊麗認為，灣區影視產業要真正突圍，除了新

工業體系的意識覺醒和建設之外，在內容前端層
面，希望政府層面能夠在大灣區的框架下設置一
個可一站式地為影視專才流動、資金流動、政策
機制對接方面提供諮詢、解決方案的職能部門。
「因為香港疫情原因，很多合作夥伴已經一年

多沒見過面，轉向了『雲』上合作。」楊麗期
望，粵港能夠早日通關，只有雙方合力才能共同
推動現有政策制度下的「玻璃門」向「自動門」
的轉換。與此同時，楊麗也信心滿滿指出，這些
項目的發展過程也能實現影視動漫行業與實體製
造行業的雙利共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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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發實施方案和意見，

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規則銜

接開始加速。比如，港澳籍

律師大灣區執業、首次招錄港澳

籍公務員、「跨境理財通」豐富灣區

民眾理財選擇等，為不少行業融合開啟

「加速度」新篇章。但遺憾的是，受疫情拖

累，香港融入灣區的整體速度較灣區其他城市，就明顯

緩慢了許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大灣區合作成果一覽
交通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運營，全線
開通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橋開通

2020年8月26日，蓮塘口岸正式開通啟用

稅務

2019年6月22日，廣東省財政廳、廣東省稅務局聯合
印發《關於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
策的通知》，明確「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
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
稅負差額給予補貼」的標準和範圍，包括明確15%的
稅負差額補貼標準等六個方面

科研

2019年6月，廣東省建立了省財政科研資金跨境使用
機制，建立科研綠色撥付通道

2019年7月30日，順利撥付香港科技大學省級科研資
金316.96萬元，成為首例港澳高校參與省級科研資金
科技計劃的成功案例

2019年12月19日，首批1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正式
授牌；2020年11月25日，第二批10家聯合實驗室授
牌。主要分布在人工智能、新材料、先進製造、生物
醫藥、環境科技等領域

文旅

2019年9月5日，廣東省人社廳印發了《香港、澳門
導遊及領隊在珠海市橫琴新區執業實施方案（試
行）》，港澳導遊獲准在珠海橫琴執業

2020年12月1日，《珠海經濟特區港澳旅遊從業人員
在橫琴新區執業規定》實施，減少執業壁壘

金融

2020年5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門發布《關於
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推出5個方
面、26條措施，進一步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深化內地
與港澳金融合作

2020年6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澳門
金管局聯合發布，決定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
財通」業務試點

2020年7月31日，廣東省發布5個方面80條金融舉
措，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

法律

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
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符合
條件的港澳律師通過考試，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
地法律事務

廣東已有取得國家法律職業資格的165名香港居民、
14名澳門居民，成為執業律師

人才

2020年6月24日，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印發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
管理辦法（試行）》，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和更好工作條件

2020年12月13日，深圳首次招錄港澳籍公務員，共
有5個職位；廣東省2021年公務員招錄中，共有5個
職位定向招港澳人士

教育

2021年1月25日，廣州明確爭取年內正式設立香港科
技大學（廣州）

2021年2月3日，廣東明確推進香港城市大學
在東莞、香港公開大學在肇慶、香港理工
大學在佛山的合作辦學相關工作

什麼？大灣區廣東城市群的營業執照足不出戶就
可打印領取？這意味着，香港民眾可以在港家中就
能遠程打印營業執照。當然，申請環節，港澳民眾
也能通過家門口的自助服務終端申辦內地工商登記
等業務。
這樣少跑路的利好消息，其實早在2019年就已經

開始惠及灣區民眾。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類似的
便利服務措施源自「灣區通辦」工程項目的上線。
通過自助終端服務系統，港澳企業家和民眾能真正
實現跨境遠程辦事。通過政府部門辦事服務數據互
聯互通、打破區域辦事審批層次，進一步釋放政務
服務灣區通辦的改革紅利。

政校企紛設辦 當「協調議事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之初，廣東

省市、港澳等地的相關「灣區辦」職能部門應運而
生。兩年來，民眾對於大灣區事務找「灣區辦」諮
詢了解、協商的意願不斷加強。
從中央到廣東省市、特區政府，灣區辦在充當

「協調議事人」方面不斷加強自身能力的建設。香
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除去政府部門，不少
企業和高校也都設置有「灣區辦」。
比如，作為大灣區首個設立「灣區辦」的高校暨南
大學，過去兩年來在推動大灣區重點實驗室、高校科

研、產學研、人才引進、港澳台僑擴大招生等方面都
不斷細分梳理。可以說，不管是學校師生還是合作的
科研企業，抑或是傳媒採訪，從暨大灣區辦的「年度
工作總結」中能清晰了解過去一年暨大在教學、產學
研結合、實驗室共建等方面亮眼成果。

自帶實幹基因
「灣區辦」忽如一夜春風來，它從出生就自帶着
「實幹」基因。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高級研究員彭澎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曾指出，對於粵港澳大
灣區政策的落實，主要看省市設立的灣區辦如何分
解任務，安排項目和推進措施。

「灣區辦」惠民眾 助力互聯互通

●受疫情拖
累，香港融入

灣區的整體速度較
灣區其他城市明顯緩慢。

圖為深圳港青創業社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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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年前推出「灣
區通辦」智能櫃枱，港
青可在港完成佛山的工
商登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