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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早前發文，允許
具5年或以上執業資格的港澳律師

參加內地司法考試，通過者可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從
事律師職業，試點期限為3年。
執業大律師容海恩早前參與首次進行的港澳律

師大灣區執業考試，並表示香港約9,000多名律師及
1,000多名大律師，合計約1.1萬人，本次參與考試者
六七百人，佔比半成以上，「作為開端，這個數字是鼓
舞人心的。」
她相信港人律師在內地執業，本港商家更放心，也有

效吸納更多港人北上發展，有助推進兩地律師的合作關係。
容海恩表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方面，香港律師有獨

特優勢，因為許多國家和香港一樣使用普通法，內地則使用大陸
法，進行業務往來時難免產生爭議，香港律師可作為橋樑，為在
海外有業務的內地公司提供法律諮詢。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表示，國家開放港澳律師在

大灣區執業，顯示中央政府銳意加強兩地合作，「國家發展是正
面的，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也是在中國，而律師的業務需要依託
經濟發展，香港年輕的專業人士應摒棄所謂政治考量，擁抱大灣
區。」

保險業作為香港支柱行業，如能
與大灣區市場結合，定能綻放無限商

機，業界對此十分期待。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
長羅少雄認為，目前香港保險市場可以說是非常成
熟，增長已接近飽和，相反，內地市場正蓬勃興起，
許多居民都有商業醫保和理財等保險需求，如能早日
實現兩地接軌，絕對是互利互惠。
他表示，香港保險業的優勢是產品眾多、品種齊

全，全港有100多間保險公司，註冊的保險中介人多達10
餘萬；在激烈競爭下，衍生豐富的保險產品，貼合客戶的各
類需求。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希望，未來香港和內地的保險產品

可以做到互相買賣，「大家做到對方生意，可以在任何地點簽約；貨
幣兌換方面，可應用跨境匯兌的平台，將實體操作流程規範化。」
他認為開放要逐步實施，例如先從個別城市做試點，其後再拓展

到整個大灣區；同時亦可從醫療、危疾等基本保險產品方面着手，之
後再試行推出金融投資產品。
在具體實行方面，陳健波引述香港保險業聯會指，建議優先適用

無現金價值的純保障型保險產品，包括健康醫療、重疾、人身意外保險
等；其後可推行保費返還類產品、附有小量現金價值的產品以及延期年
金等；每人每年保費總額不多於10萬美元。

港律師
可作內企橋樑

內地市場蓬勃
接軌互利互惠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在金融領域獨具優勢，要深

化並擴大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作
為傳統「四師」之一的會計師（另三師為醫
師、律師、建築師）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專業
人士。其實不少香港會計師及會計事務所都
有意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但礙於稅制
不同及專業資格未獲認可，往往令人卻步，
因此更加需要政策配合推動。
目前，兩地對基本會計資格已有互認

機制，但部分專業會計資格仍未互相認
可，例如稅務會計師，目前只有深圳認可

香港這方面的從業員資格。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理事吳錦華表

示，大灣區經濟效益一定大於香港本地，
早前許多資深香港會計師選擇北上，憑藉
自身能力和經驗，不少人已經站穩陣腳，
這對於兩地都是互補人才。
他指出，面對大灣區機遇，香港會計

師不應自我設限，早前深圳已經通過香港
稅務師執業豁免認證，這是一個好的開
始，其他資格互認即使暫時沒有推行，會
計師如想要把握機遇，也應透過學習考取
證照，並指這是值得付出的學習成本。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

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明確表示，中央將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
設，構建強大公共衞生體系，深化醫藥
衞生體制改革，同時會加強內地與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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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表示，自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約3.8萬名香港醫管
局轄下的病人滯留在廣東省，他們一般
長期在粵生活，需定期返港覆診，卻因

疫情導致治療中斷，凸顯推進灣區醫療
衞生體系的同質化和一體化刻不容緩。
盧寵茂說，去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對

醫管局的病人展開特別支援計劃，委託深
圳醫院為他們提供診症服務，但事件仍暴
露大灣區醫療系統不接軌的問題。
他認為，灣區如要真正做到互聯互

通，需要讓區內居民無論在哪裏居住都感
到安心放心。深圳醫院作為首個試點醫
院，已獲准讓跨境病人在該院使用港澳註
冊的藥品和醫療器械，他希望未來有關互
認能擴展到其他人群和地區。

疫情阻治療 促一體化

十三屆全國人大
四次會議通過關於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決議草案。綱要

草案提出，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
決爭議服務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
發展、深化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建設高質量粵港

澳大灣區。香港專業人士認為，綱要草案為香港醫療、會
計、保險及法律等高端專業行業開啟無限商機。本報分別訪
問這些行業的專業人士，
剖析當中的機
遇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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