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門開小門關灣區新政待完善
港人冀居住證對接線上服務 盡享生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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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騁灣區
紅利不斷

住房
•部分創業園給港青提供人才公寓

交通
•打車、坐地鐵、坐飛機，或者是通過攜程、去哪兒網等OTA平
台提前購買車票，都可以使用微信香港錢包一鍵支付行程費

執業
•除了仲裁員等法律專業服務人士，這兩年間，港澳建築、醫療、教育、旅
遊等專業人士也相繼獲准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便利執業

求職
•32項職業資格（工種）受大灣區內地城市認可

▲2020年4月21日，5
位港澳青年獲頒廣州南
沙青創人才公寓鑰匙，
成為首批住客。

覆蓋面待擴闊覆蓋面待擴闊
出行

•處理車輛違章扣分時，地鐵站的智能
終端機無法識別港澳居住證
•各類生活APP如滴滴打車等也不支持
以居住證進行實名或人臉認證

付費
•支付寶不支持用居住證作為有效身份
證件做實名認證
•部分銀行憑居住證辦理的借記卡、信
用卡不能與微信支付綁定
•大部分內地銀行官網不能識別居住證

通訊
•不能憑居住證網上辦理手機卡

辦證
•微信小程序 「粵省事」 上，港人不能
憑居住證辦事

大公報整理

在大灣區創業的香港青年高煜燁，常常自駕
車往返珠三角多個城市。他對手機軟件點外賣、
移動支付用得特別熟練，可以無縫對接內地的潮
語、好友拋出的話題 「梗」 。他還已經領取了
港澳居住證，自言已是 「大灣區人」 。

「在內地已經有4年多，親身感
受到大灣區的生活越來越便利。
但在想真正融入的時候，卻發
現因為香港身份而遇到一些
別人沒有的煩惱。」 高煜
燁表示，他領取的港澳
居住證有18位數字，與
內地居民身份證一
樣。 「但有很多便利的
線上服務並不對居住證開
放。」

盼支援各類生活APP認證
高煜燁說，比如在處理車輛違章扣分時，內

地朋友可以直接在任意地鐵站的智能終端機上辦理扣分事務，
並能輕鬆地線上支付罰金。 「終端機能識別內地身份證，卻無法識
別我們的港澳居住證。我們必須要帶駕駛證和身份證到附近的辦事處
違章扣分，事後還需要另外去一趟銀行繳納款項。」 不僅如此，記者
發現，在微信小程序 「粵省事」 上，港人並不能憑居住證辦事，而
且不能憑居住證網上辦理手機卡，只能前往營業廳辦理，各類生
活APP如滴滴打車等也不支持以居住證進行實名或人臉認
證。

內銀官網識別功能待開通
高煜燁的煩惱並非孤例。有港人告訴記者，目前

大部分內地銀行官網不能識別居住證，港澳居民必
須到銀行線下網點申辦借記卡或信用卡；少數銀行如
郵儲銀行、中信銀行等還不能憑居住證辦理借記卡及信
用卡；個別銀行、證券公司不能憑居住證開通手機銀行、開
設證券賬戶。央行徵信中心個人信用信息服務平台不支持以
居住證作為有效證件註冊。

面對目前仍存在的 「大門開、小門關」 的現象， 「十四
五」 規劃草案特別強調了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
活居住的政策措施。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今年兩會就帶
來建議，希望便利港人開通內地支付工具及微信公眾號。他
指，目前港人開通內地版支付寶及微信支付，需要帶身份
證、回鄉證，先到內地開通電話，在申請內地銀行戶口，手
續繁多，耗時不少。 「建議推出便利開戶措施，兩大支付工
具接納港人以香港身份證、香港電話機、香港銀行戶口開通
賬戶，化繁為簡。」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主席王榮也呼籲加快推動三
地徵信系統互聯互通。他提出加快推動發行電子化的港澳居
民居住證，實現港澳居民各類身份證件數據信息共享和相關
應用系統的互聯互通。

在廣州創業、安居的港人李劍禧告訴記者： 「很多港人
來到內地人生路不熟，加上種種小細節的不暢通，很容易有
不適應之感。如果各項便民措施也能惠及到港人，那麼會大
大增加港人對大灣區的歸屬感。」

「十四五」 規劃草案中，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特別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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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規劃綱要
頒布兩周年以來，面向港澳人士的大門早已經敞開。然而，
不少政策在落地時仍存在 「小門關」 的現象。 「線上辦事」
對內地居民而言已經習以為常，惟港人即使領了居住證依
然需線下辦理，在註冊各類程式時身份信息認證也更為
繁複。不少港人希望可融入當地便利的數字生活，真正
享受 「灣區人」 身份帶來的獲得感、幸福感。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除了仲裁員等法律專業服務人士，這兩年
間，港澳建築、醫療、教育、旅遊等專業人士也
相繼獲准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便利執業，32項職業
資格（工種）受大灣區內地城市認可。港澳居民
還可應聘內地事業單位編制內崗位，享受大灣區
個人所得稅優惠。

10日，廣州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發布兩周年系列新聞發布會上公布，從2019
年至今，共177名港澳青年獲人才綠卡，約2萬名
港澳人士持廣州社保卡享受相關福利。目前共有
26名港澳醫師、63名港澳導遊、31名港澳教

師、53名港澳居民律師等在穗獲得資格認證。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

合會會長黃西勤調研發現，大灣區仍在規則銜
接、全面融合發展方面存在體制障礙、市場門
檻、認知差異，職業資格認可和執業範圍有待進
一步拓展和深化。 「三地的行業在發展程度、法
律標準，體制機制等方面存在分歧，導致專業優
勢缺乏有機互補，合作的方式和程度都有待加
強。」 黃西勤建議，對涉及港澳專業人才在灣區
內執業從業、職業資格互認有關事宜，國家事權
爭取放到最寬，省級事權爭取落到最優。

暫居在深圳的高成柱老先生，今年已經75歲
了。自去年7月做了心臟支架手術後。高先生
說，做手術連住院共7天，用了16萬。由於手術
不是在香港境內進行，醫療費用無法報銷，後來
香港特區政府與港大深圳醫院開展了聯合項目，
每位患者在港大深圳醫院可享有2000元人民幣
的免費額度，高先生生活才不至於太拮据。

盼用港醫療券內地投保
根據香港入境處2019年的統計，超過53萬

名港人在廣東省生活，當中近9萬人為65歲或以
上的退休人士。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聯會
理事長黃國建議，希望盡快擴大長者醫療券在大

灣區三甲醫院使用，與此同時容許香港醫療券的
使用擴展至可直接購買內地城鎮居民醫保，長遠
解決港人在內地的醫療服務需求。

方便港人購房
代表倡內銀推專用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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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老
•放寬港人參與內地安老按揭
貸款。
•解決兩地政府出生、死亡、
婚姻證明、無結婚紀錄證明書
（俗稱 「寡佬證」 ）的文書互
認問題。

醫 療
•盡快擴大長者醫療券在大灣
區三甲醫院使用，容許香港醫
療券的使用擴展至可直接購買
內地城鎮居民醫保。
•病人病歷在獲得病人確認
後，可於大灣區內醫院互聯互
通。
•容許香港部分註冊藥物在大
灣區內的三甲醫院中註冊使
用，並建議以港大深圳醫院試
點 「港藥北上」 模式。

理 財
•容許港澳居民在內地銀行設
立購房專用賬戶，只供支付房
款之用。
•以大灣區為試點，將香港
「轉數快」 與內地的網上實時
轉賬支付系統對接，以建立跨
境快速支付系統。
•容許香港居民通過香港的網
上或手機銀行，輸入收款方的
姓名和手機號碼，即可向內地
進行跨境、跨銀行的實時免費
轉賬匯款。

政 務
•加快推動發行電子化的港澳
居民居住證，實現港澳居民各
類身份證件數據信息共享和相
關應用系統的互聯互通。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港9萬長者在粵 盼完善醫療保障

打破規則壁壘 擴大資格互認

在香港，年輕人買房上車難。來到大灣區珠三角城市，
雖然樓價遠低於香港，但年輕人要購買第一套物業依然面對
着較高按揭利息壓力。有資深地產中介告訴大公報，港人在
內地購房多數是付全款，內地四大銀行都可以接受境外人士
貸款。不過，正在大灣區看房的港青高煜燁指出，內地銀行
住房按揭利息遠高於香港，部分銀行利息達到4.8%。 「大部
分中小地產商不接受香港銀行的貸款，無意中增大了買房的
壓力。」

「我在廣州讀完大學後，創辦了一家公司，近段時間也
去看了不少房子，想購房穩定下來。」 高煜燁告訴記者，他
先去看了價格相較低廉的公寓，但被房產中介告知香港身份
購買公寓需要繳納全款並用公司名義購買。 「為此我又去看
了住宅，但又遇上內地按揭利息高的難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 「十
四五」 規劃提及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居住的
政策措施。民建聯今年提交的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希望允許
在大灣區先行先試容許港澳居民在內地銀行設立購房專用賬
戶，只供支付房款之用。

▲港大深圳醫院的香港醫管局在粵患者取藥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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