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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下午，陳國基與廣東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人才
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程福波出席《關於推進粵港人才合作的框架
協議》的簽署儀式，共同見證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李
煥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分別代表粵港兩地政府簽署協議，建
立 「粵港人才合作協調機制」 。

「高才通」等已批13萬宗申請
陳國基與程福波隨即共同主持機制下的第一次會議，以 「共築人

才高地，推動融合發展」 為主題。特區政府其他出席官員包括孫玉
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和其轄下香
港人才服務辦公室（人才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其轄下創新科技
署、教育局的代表。會議上，粵港政府官員分別簡介兩地在建設大灣
區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工作進展，並就推動大灣區人才發展深度融合交
換意見。

陳國基指出，香港作為國家最前沿和高度開放的國際化城市，具
備條件和優勢擔當國際人才樞紐與大灣區人才門戶的角色，匯聚大灣
區發展所需的國際優秀人才。過去一年，特區政府貫徹落實 「搶人
才、留人才」 的政策措施，並取得顯著成果，包括通過新設的 「高端
人才通行證計劃」 和經優化的各項現行人才入境計劃，全年共吸納超
過22萬宗申請，當中至今超過13萬宗獲批，約九萬名人才已抵港。

特區政府5月將辦人才高峰會
陳國基表示，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人才辦的實體辦公室，其重

點工作之一是推動大灣區人才交流培訓、研討、項目對接等活動。人
才辦將於今年五月舉辦 「全球人才高峰會暨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質量
發展大會」 ，向世界展示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推動區域招攬人才交流合作。他邀請廣東省及大灣區各
市的政府單位、人力機構和企業參與是次盛會。

陳國基今日將繼續廣州行程，然後轉往惠州訪問。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前往廣州，展開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訪問行程，並在當天出席《關於推進粵
港人才合作的框架協議》的簽署儀式，見證粵港兩地簽署協
議，建立 「粵港人才合作協調機制」 。

陳國基指出，香港作為國家最前沿和高度開放的國際化
城市，具備條件和優勢擔當國際人才樞紐與大灣區人才門戶
的角色，匯聚大灣區發展所需的國際優秀人才。他還表示，
特區政府將在今年五月舉辦 「全球人才高峰會暨粵港澳大灣
區人才高質量發展大會」 ，向世界展示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推動區域招攬人才交流
合作。

粵港簽協議建人才合作協調機制
陳國基率團訪灣區城市 首站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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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一行，昨日與廣州市代理市長孫志洋會面。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一行，昨日與廣東省副省長張新會面。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陳國基
昨晚在社交媒體表示，《關於推進粵港人
才合作的框架協議》的簽署，為促進大灣
區多元人才流動，以至為大灣區廣納高端
人才開創新篇章。

陳國基介紹，為了促進人才 「南下」
和 「北上」 流動，香港與內地去年做了大
量工作，可謂各出奇謀。在吸引人才 「南
下」 方面，隨着特區政府 「搶人才」 策略
落實到位，截至2023年年底，各項輸入人

才計劃共收到超過22萬宗申請，當中 「高
才通計劃」 接獲6萬5千宗申請，超過5萬宗
獲批。另外，內地亦在2023年2月推出大灣
區人才簽注，便利六類大灣區內地人才來
港交流，至今已有約1萬名人才持有關簽注
抵港。

「一簽多行」有利吸引落戶
至於便利人才 「北上」 方面，自2023

年10月起，非中國籍香港居民可申請兩年或

以上的 「一簽多行」 簽證到內地，短短兩個
多月已批出超過8千宗申請。這項新猷為在
香港註冊公司工作的外國人才帶來很大便
利，並有助吸引相關高端人才和企業落戶
香港、紮根大灣區，實在是雙贏局面。

陳國基還表示，已指示人才辦充分利
用 「粵港人才合作協調機制」 ，與廣東省
政府相關單位深化人才交流合作，為建設
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增添新動力、作出
新貢獻。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陳國基
昨日展開為期三天的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
市訪問行程，他先後與廣東省副省長張新
和廣州市代理市長孫志洋會面，討論粵
港、港穗共同關注的事宜並加強各方面的
交流合作。當天他還參觀了廣州國家實驗
室，了解實驗室在呼吸系統疾病及其防控
領域上的突破；並參觀粵港澳大灣區高性
能醫療器械創新中心，了解中心提升高精
尖醫療器械自主研發能力和產業化水平的
成果。

陳國基表示，自香港與內地去年全面
通關以來，粵港兩地全速推進高水平合作
和高質量發展工作，包括去年三月在港成
功舉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十三次會
議。粵港兩地全力促進大灣區人流、物
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流通，以打造大灣
區成為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
和世界級城市群。近年，港穗兩地亦積極
推進不同合作項目，包括南沙高質量發
展、馬產業發展、香港交易所入股廣州期
貨交易所，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開

校等。

貫徹「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原則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頒布五周年，陳國基期待香港與廣東
省及廣州市繼往開來，貫徹 「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 的原則，推動更深層次、更廣
領域、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加強大灣區
作為 「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
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的
新定位。

多項政策推動人才南下北上

參觀多家企業 了解內地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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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一行參觀粵港澳大灣區高性能醫療器械創新
中心，了解中心提升高精尖醫療器械自主研發能力和
產業化水平的工作。

公屋加租需審慎

龍眠山

房委會昨日表示，如果公屋
租金不作調整，下個財政年度將
錄得11.7億元的財政赤字，預告今
年第三季將審議加租。加租看來
是難以避免，關鍵是加幅要合
理，在保證房委會財政穩健的同
時，充分考慮租戶的承受能力。

公屋建造成本逐年上升，這
是公屋加租的主要理據。現時一
個公屋單位的建築成本是92萬元，
對比上一年增加16萬元，增加逾兩
成。為何成本上升得這麼快？房
委會舉出幾個理由：一是工程地
段複雜化，建造合約的回標價格
上升；二是公屋大單位的數量增
加，成本隨之上升；三是根據政
府的十年房屋大計，呈 「頭輕尾
重」 狀況，後五年建造量達20萬個
單位，建築成本將逐年上升。預
計下年度建築成本將增至316億
元，而到了2027至2028年度，將增
至每年超過400億元。

也 就 是 說 ， 公 屋 建 造 量 越
多，房委會財政壓力越大，加租
的迫切性也越大。房委會有了穩

定收入，才能繼續為基層打造安
居之所，這符合香港長遠利益和
整體利益。

房委會每兩年檢討一次公屋
租金，上一次加租是2022年第三
季，當年加幅1.17%。幅度相當溫
和，房委會還給予首年加租豁
免，可見已充分體恤了租戶的困
難。按照機制，房委會今年第三
季將審議調整租金，幅度受制於
多項因素，主要是視乎公屋租戶
入息變動而定。一般相信，今次
加價依然溫和，且有可能繼續提
供豁免優惠。

對基層而言，哪怕是很小的
租金加幅，都會感受到壓力，因
此有關方面對加租要慎之又慎。
事實上，不僅是租金上升，其他
衣食住行開支也在不斷上升，基
層百上加斤。我們固然要確保房
委會的財政穩健、可持續健康發
展，更要重視公屋作為社會安全
穩定兜底的作用。期待房委會能
從中取得一個有效平
衡。

各展所長加強合作 共建灣區人才高地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展開大灣區內地

城市的訪問行程，昨日出席《關於推進
粵港人才合作的框架協議》的簽署儀
式，與廣東省有關領導共同見證建立
「粵港人才合作協調機制」 ，統籌人才

戰略協作、人才培養、人才成果共享等
多方面，這是打造大灣區人才高地的必
要之舉，對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成
為世界級創新高地，具有重要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是富有活力及國際競
爭力的一流灣區，根據《2023年全球創
新指數》，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
四年蟬聯全球第二位，足見三地科創發
展潛力無限。人才 「蓄水池」 是持續引
領創新的關鍵，大灣區內各城市優勢不
同、定位不同，在人才吸引、培養等方
面各具特色，各展所長，推進人才交流
協作，強化優勢互補，可以達到 「1+1
大於2」 的效果。

香港作為國家最前沿和高度開放的
國際化城市，具備足夠的條件擔當國際
人才樞紐和大灣區人才門戶的角色，匯
聚大灣區發展所需的國際優秀人才。過
去一年，特區政府的 「搶人才」 措施取
得豐碩成果，包括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和經優化的其他人才入境計劃共吸引逾
22萬人申請，當中超過13萬宗獲批，約
9萬名人才已抵港，這充分展示了香港
對各類人才的強大吸引力。

香港在人才培養方面也具有很強的
優勢。香港的教育是國際化的，更有五
所位列全球百大的高校，堪稱全球頂尖
高校最集中的地區。這些高校像磁鐵一
樣吸引着來自全球各地的優秀青年。香
港的多所大學亦在廣東境內設立分校，
擴大了人才培養的規模，有力提升了大
灣區創新能力，這正是 「以港之所長、
貢獻國家之所需」 的有力體現。

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人才辦的實
體辦公室，體現了對人才的重視。人才
辦的重點工作之一是推動大灣區人才交
流、培訓、研討、項目對接等活動。人
才辦將於今年五月舉辦 「全球人才高峰
會暨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質量發展大
會」 ，向全世界展示香港在 「一國兩
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香港邀請廣東省及灣區其他城市的
政府部門、人才機構及企業參與這一盛
會，因此這也是展現大灣區活力及推動
區域招攬人才交流合作的契機。

大灣區各個城市都在為吸引人才而
各出奇謀，如何避免惡性競爭，實現人
才的合理配置，需要粵港雙方加強溝通
協調；另一方面，大灣區作為一個整
體，承擔國家眾多重點科研項目，建立
了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些項目需要
各方合作才能完成。正如有識之士指
出，有必要建立一個大灣區人才交流平
台，做到人盡其才。還有，建立人才成
果共享機制，可以避免項目重疊，有助
提高資源和人才的利用效率。

隨着粵港人才合作協調機制的建
立，為人才平台共建、育才資源共用、
人才成果共享創造了條件。在此機制
下，雙方可統籌制定促進人才培養一體
化的戰略規劃或協作項目，統籌各項人
才培育的政策方案，進一步強化大灣區
人才 「自我造血」 的功能。

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寄望甚
殷，除了人才合作，未來粵港將繼續本
着「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的原則，不斷
推動雙方合作交流向更深層次、更廣領
域、更高水平發展，全力將大灣區打造
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
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