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海擴大金融業開放 拓寬跨境投資

▲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研發的安心手術智
能系統，核對器械監察流程，減少人為錯誤。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拱北海
關25日發布的數據表明，作為全國唯一同
時連接港澳的陸路口岸，港珠澳大橋珠海公
路口岸2023年客運、貨運業務增長明顯，
人流、車流、貨運量均有亮眼表現。

據統計，2023年，拱北海關所轄的港
珠澳大橋海關共監管進出境貨車超57.56萬
輛次，增長25%；貨運量259.76萬噸，增
長16.34%；進出口總值達2093.25億元。

「港珠澳大橋口岸目前是供澳貨物的
主要通道，去年我們每天約有500輛次貨車
從這裏進出澳門。」 澳門跨境汽車貨運從業
協會理事長劉偉光說。該協會旗下包含了營

運珠澳兩地物流的公司約150家。
此前，在此通行的貨物以集成電路、

液晶顯示板、飛機發動機等為主，目前除了
增加黃金首飾、新能源汽車等高價值、高技
術產品外，農產品、醫藥材等供港澳民生物
資佔比也不斷提升。

2023年，港珠澳大橋海關還驗放了進
出境客車268萬輛次，比上年增長1.35倍，
年內20次刷新單日出入境車輛最高紀錄。
同時，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
客逾1630萬人次，為2019年的1.29倍。其
中，內地旅行團超4.5萬個，人數超250萬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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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國務院批覆《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以下簡稱《前海規劃》）。
2024年伊始，前海謀劃從四個方面
推進落實《前海規劃》任務。

黃曉鵬25日介紹， 「前海將進
一步加強改革的系統性、集成性，完
善區域治理模式，構建行政區和經濟
區適度分離、優勢疊加的管理體制；
積極拓展港澳人士、專業機構參與前
海開發建設的新模式；深化營商環境
改革，試點商事登記行政確認制和市
場准營承諾即入制，推動港澳跨境電
子證照、公證文書等跨境共享應用，
打造全球一流營商環境；深化科技合
作體制機制改革，促進深港科技創新
要素跨境流動，打造一批首創性、標
誌性的改革項目。」

建跨境貿易大數據平台強強聯手
以自由便利為重點，前海將打造

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黃曉鵬表
示，將穩步推進規則、規制、管理、
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
標準經貿規則，依託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加大壓力測試。此外，擴大金融業
對外開放，深化前海外商投資股權投
資企業（QFLP）、合格境內投資者境
外投資（QDIE）試點，拓寬跨境投資
渠道。建設好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
示範區，加快建設跨境貿易大數據平
台、電子元器件和集成電路國際交易
中心。出台前海支持大宗商品貿易的
政策，擴大大豆、天然氣等進出口貿
易能級，建設大宗商品貿易集聚區。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
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肖耿認
為，香港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離岸自
由港，深港的深度合作有利於離岸、
在岸市場優勢疊加，使內循環和外循
環緊密銜接，而前海在其中將發揮重
要作用。肖耿進一步建議，大灣區企
業可探索 「雙總部」 機制創新。在香
港註冊的離岸企業可在深圳（前海）
設立其跨境營運第二總部；在深圳註
冊的在岸企業可以在香港（如北部都
會區）設立跨境營運第二總部。

前海全球服務商計劃吸納外資
黃曉鵬透露，將堅持依託香港、

服務香港，出台支持前海深港深度合
作融合發展的措施，穩步推進市場准
入、標準規則、專業資格等領域規則
銜接，支持香港 「八大中心」 建設。
推動基礎設施一體化聯通，對接北部
都會區行動綱領，加快港深西部鐵
路、前海口岸等規劃建設，提升港澳
居民跨境交通便利化水平，共建深圳
灣優質發展圈。推動規則機制一體化
銜接，進一步擴大港澳專業人士便利
執業範圍，推行建築師負責制。促進
民生領域一體化融通，支持港澳青年
發展，落實好香港居民個人所得稅政
策，實施好港澳青年就業創業發展的
12條措施，同時前海也會進一步完
善深港青年夢工場配套服務，豐富港
澳以及國際優質的教育醫療資源供
給，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園。

未來，前海還將深入實施 「前海
全球服務商計劃」 ，積極招引、培育
細分領域全球前50、國內前20的現
代金融、商貿物流、信息服務等八類
全球服務商。做優做強前海深港國際
金融城、國際法務區、國際人才港，
出台支持飛機船舶租賃、跨境電商、
供應鏈、人工智能等產業政策，打造
風投創投、融資租賃、航運服務、國
際諮詢等 「6+6」 的產業集聚區，加
快建設 「互聯網＋」 未來科技城、前
海深港國際服務城、海洋新城等。

1月25日，前海管理局常務副局長黃曉鵬
在深圳 「全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最好結果
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上透露，2024年，將以
互聯互通為抓手，打造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為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以自由便利

為重點，前海將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同時，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深化前海外商投資股權投資企業
（QFLP）、合格境內投資者境外投資（QDIE）試點，拓寬跨境投
資渠道。有學者建議，大灣區企業可探索 「雙總部」 機制創新：香
港註冊離岸企業可在深圳（前海）設立其跨境營運第二總部，在深
圳註冊的在岸企業可以在香港（如北部都會區）設立跨境營運第二
總部，離岸在岸市場優勢疊加，內外循環緊密銜接。

學者倡企業設深港雙總部在岸離岸優勢兼得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深圳報道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程月清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25日，廣東省
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勝利閉幕。大會依次
表決通過了關於廣東省人民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等六項
決議。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執行主席黃楚平表示，將
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製造業當家、科技創新等重點
任務，高質量做好立法、監督、決定等工作，全面強化
廣東現代化建設的法治保障。

廣東省人大代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
院長兼前海分院院長曲建關注到，粵港澳合作被多次提
及，報告還對前海、橫琴、河套、南沙等平台着墨甚
多。

曲建表示，過去5年大灣區發展取得了一系列可喜
的成績，粵港澳大灣區「9+2」的謀篇布局已經成型，大

灣區都已經來到更深入的發展階段。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廣東2023年服

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審結涉外涉港澳民商事一審案件
1.9萬件。建立全省統一的港澳調解員名冊，選聘120名
港澳調解員參與跨境糾紛多元化解。

下一步將推動最高法院分別為 「雙區」 和橫琴、前
海、南沙三大平台量身定製司法服務政策文件，持續打
造法治體系最完善的創新創業環境。

對於大灣區如何打造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廣東省人
大代表、廣州市律師協會會長黃山提出建議稱，健全法
律服務人才培養機制，鼓勵更多廣州高校牽頭聯合灣區
其他城市高校，尤其是港澳高校，以灣區法律服務為主
題舉辦特色班及培育項目。

廣東人大代表倡建灣區國際法律服務中心港珠澳大橋去年人車貨三流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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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深圳高交會上，客商在
波蘭展台交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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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深圳福田
區區長周江濤在 「全力

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最好結果系列主題
新聞發布會」 上透露，河套合作區深圳園
區將緊密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行動綱
領》，推動深港規劃銜接、項目協同、資
源共享。今年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計劃引
進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一汽大灣
區研發院等重點科研機構、企業、青年初
創團隊30家以上。

數易資訊科技顧問（深圳）有限公司
是一家專注信息技術及系統開發、助力國
內創業團隊與跨國公司合作的企業，該司
聯合創始人梁德裕受訪表示，作為剛剛在
深圳落地的港企，非常歡迎河套引進中國
科學院創新研究院。 「我們希望扎根河套
的創新環境、創新資源，更好地融入大灣
區的創科發展環境，與更多國內的企業接
觸並合作。同時，希望能在河套地區實現
與香港在資本、人才、信息、技術各方面
的互聯互通。」

周江濤稱，河套將營造更加優質的科
研及配套環境，建設深港國際科技園公共
配套服務平台，引入風投創投、仲裁調
解、知識產權保護等高端專業服務機構，
建成國際科技人才綜合服務平台，加快建
設南華村等國際化高品質的科研生活社
區，河套深圳將提供超30萬平方米的優質
產業空間。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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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優質生活圈

完善深港青年夢工場配套服務，豐富港澳以及國際
優質的教育醫療資源供給，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園。

拓灣區雙循環

利用河套合作區深港跨境互聯直通的優勢，以及香
港超級聯繫人的作用，落實《河套發展規劃》賦予
的人員、物資、資金跨境特殊政策措施，攜手香港
匯聚海內外頂尖人才，建立香港及國際科研機構走

進大灣區、大灣區企業走向世界的管道。

對接北都發展

緊密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推動深港
規劃銜接、項目協同、資源共享。

科創接軌國際

建設深港國際科技園公共配套服務平台，引進風投
創投、仲裁調解、知識產權保護等高端專業服務機

構，建成國際科技人才綜合服務平台。

資料來源：深圳市政府新聞辦 「全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最好
結果」 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第一場

科研社區

深化營商環境改革，試點商事登記行政確認制和市
場准營承諾即入制，推動港澳跨境電子證照、公證
文書等跨境共享應用，打造全球一流營商環境。

優化營商環境

加速規則銜接
堅持依託香港、服務香港，出台支持前海深港深度
合作融合發展的措施，穩步推進市場准入、標準規
則等領域規則銜接，支持香港 「八大中心」 建設。

支持港青創業

促進民生領域一體化融通，支持港澳青年發展，落
實好香港居民個人所得稅政策，實施好港澳青年就

業創業發展的12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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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於2019年在港設立
首家國務院直屬科研機構─中國科

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其下設兩大研發中心：再生
醫學與健康創新中心和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
心。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圍繞新一代人工智
能基礎理論、面向健康的智能技術、新型人機交互
技術與設備、人工智能開放平台技術開展國際前沿
研究工作。其定位是成為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和機
器人研究機構。

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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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