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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港樞紐地位 助力科創發展
「十四五」規劃續設港澳專章 撐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

會議昨日在北京開幕，

遞交大會審查的《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以下簡

稱草案），延續「十三五」規劃做法，

設立港澳專章。綱要草案提出，要支持

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

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

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支

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中醫是國家的醫學寶藏，香港中醫
近年來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時也
有越來越多的香港中醫到內地執業。
2003年時廣東省中醫院和香港醫院管
理局曾突破性地簽下三年合作協定，
派出兩位至4位內地中醫師到香港公
立醫院提供中醫門診服務。這次合作
標誌着兩地中醫合作進入新階段。
而自2009年開始，香港中醫師更可

在內地醫療機構進行不超過3年的短
期行醫，為香港中醫師提供了更大的
事業發展和醫術交流平台。不過，如
果要在內地長期執業，香港中醫師仍
然必須通過醫師資格考試，門檻仍然
較高。幸好2020年廣東省公布了《粵
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
（2020-2025 年）》，進一步提出要
「推動港澳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機

構執業」。如果這項建議能有效落
實，將可為香港中醫師提供更多交流
機會和更大發展空間。

特設立較低門檻執業試
事實上，大灣區規劃綱要中一直在

推動香港和內地在專業領域的資格互
認。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8月通
過決定，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

考試，讓港澳律師通過考試後就可以
取得廣東省的執業資質，能從事特定
範圍的內地民商事法律事務。所以我
們建議參考律師界別的先例，特別設
立門檻較低的大灣區中醫師執業考
試，允許香港中醫師到廣東省公立中
醫院長期坐診。而若以上的做法較為
有難度，則可以考慮允許曾在內地醫
療機構進行三年短期應診的香港中醫

師，可免試直接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
長期執業。
不過，就長期而言，我們希望兩地

共同研究讓香港有豐富經驗的中醫
師，若符合一定資格便可免試在內地
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長期行醫，讓更
多的香港中醫以及中醫學生能為國家
服務，從而推動兩地中醫事業的共同
發展。

民記倡准港中醫師北上懸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草
案）》昨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
會議審查，昨日列席十三屆人大四次
會議開幕儀式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在facebook貼文，對此表示歡
迎，並強調特區政府定會用好國家的
支持，通過多份施政報告提出的具體
措施，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林鄭月娥表示，國家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的涉港部分放在規劃的第十八篇
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內
的第六十一章「保持香港、澳門長期
繁榮穩定」。她說，今屆特區政府高
度重視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年多
前已為這份規劃的香港部分進行研
究、提意見，高興中央接納了特區政
府大部分的意見。
林鄭月娥提到，與第十三個五年規

劃比較，新的五年規劃加進了支持香
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
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發
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令人鼓
舞。特區政府定會用好國家的支持，
通過多份施政報告提出的具體措施，
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林鄭月娥表示，內地的官員曾經告

訴她，能將部委或省市的遠景寫進國
家的五年計劃，是「一字值千金」，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內涉及支持香港的
500多字將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待
全國人大稍後通過規劃草案後，特區
政府會詳細介紹相關工作，同時會繼
續聆聽業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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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3月5日上午，香港各界青年通過
電視、網絡、手機等媒體，認真收聽收看李克強總
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
成就激發了香港各界青年的民族自豪感，他們表
示，可以預見，一個更加強大的祖國將屹立在世界
東方，將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更加堅強的後
盾，為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更加廣闊的
舞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表示，面對國家的雙循

環戰略，香港要繼續發揮好雙向「超級聯絡人」的
作用，為國際循環提供價值。國內循環方面，香港
面向已經形成的強大國內市場，可為內地的產品提
供品牌、宣傳、設計等專業服務。
全國政協委員吳傑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兩地

青年交流學習的最佳舞台，香港青年創業意願高，
擁有國際化視野優勢，創新想法多，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為香港青年創業提供了最佳平台。
全國青聯副主席、經民聯青委會主席梁宏正指，香

港近年來面臨修例風波和疫情的雙重打擊，民生和經
濟都受到很大影響，而全面準確落實「愛國者治港」
能夠令香港不再過於政治化，有助於經濟復甦，社會
穩定，香港年輕人亦能夠有更多發展機會。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執行

主席蔡德昇表示，隨着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快，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性越來越高，而這個方面
的前設是香港必須有一個由「愛國者」領導，有效
率和有遠見的政府領導香港前進。
特區政府創科局政治助理張曼莉認為，國家心繫
香港，透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支持香港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為香港青年搭橋鋪路，創造了更多
發展機會。
香港文匯報助理總編輯葉傲冬認為，國家過去五

年在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打了一場漂
亮勝仗，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

港可以以更優越條件吸引世界優秀科技人才，促進科
技成果轉移，在國家發展改革中發揮獨特作用。
特區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林琳表示，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要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扎實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青年投身其中必不可少。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指出，非常鼓

勵港澳青年應該好好把握機會，體驗粵港澳大灣區
和祖國的蓬勃發展，為自己尋找更寬廣的道路。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陳曉鋒表示，香港青年唯有

珍惜「一國兩制」，旗幟鮮明反「港獨」，才能在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把自己實現夢想的故事
寫進大灣區「一國兩制」的篇章。

港青：祖國成就激發民族自豪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 北京報道）如
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快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戰略，是今年港區政協委員們
關注的熱點問題。全國政協委員、祈福
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香港是國際國內雙循環的重要交匯
點，要積極背靠祖國內地，減少政治內
耗，同心同德，團結力量，積極發展經濟
民生，不要再錯失發展良機。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經進入規則銜接階

段，但由於香港未能做到疫情控制，再加
上之前的修例風波影響，外界認為，香港融入灣區
的腳步跟廣東相比明顯遲滯。對此，孟麗紅表示，
作為扎根廣東發展的港企，自己深切感受到粵港澳
大灣區出台後廣東各城市的銜接加速，而香港融入
灣區的速度相對遲緩，這的確讓人心焦。
孟麗紅認為，讓香港盡快融入大灣區發展，一是

必須加大疫情防控，盡快控制疫情；二是在港加大
疫苗的宣傳和接種力度；三是加快兩地通

關；四是盡快填補香港制度漏洞，從根源
上解決反中亂港分子阻礙特區政府推進
香港融入大灣區相關工作的問題。
孟麗紅指出，香港應該積極參與國
家「十四五」規劃、國際國內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國家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機
遇，尤其是加大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
市的經濟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交流等，
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大都市地位。
去年粵港澳大灣區出台多個利好政策，

孟麗紅表示，應該在香港加大這方面的宣傳與執
行力度，一是宣傳各行業（如會計、工程技術、
律師、醫生等）「資格互認」優勢；二是出台更
多鼓勵政策，實實在在鼓勵港人尤其年輕人積極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三是配套政策要匹配到位，
比如香港到內地發展後，回到香港還能享受同等
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政策，為他們往返兩
地解決後顧之憂。

孟麗紅：減政治內耗 拓經濟民生

綱要草案第六十一章為港澳專章。草案提出
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
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
穩定，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支持服務業高端高增值發展
在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章節，草案提
出，要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
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
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支持粵
澳合作共建橫琴，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
服務平台功能，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
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製
造、特色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

完善港澳與內地優勢互補
綱要草案明確，「十四五」時期要支持港澳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完善港澳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支
持港澳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
體系建設，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
深化內地與港澳經貿、科創合作關係，深化並
擴大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高質量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深化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
區域合作，推進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
沙、深港河套等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加
強內地與港澳各領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港澳
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加強
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增強港澳同胞
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支持港澳同各國各地

區開展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
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圖為香港國際機場。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定會用好國家的支持，為經
濟注入新動力。 林鄭月娥fb圖片

●孟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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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室外電視屏幕播放十三屆全國人大
四次會議新聞。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