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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內地居住證 加速線上認證
三部委：擴大網絡使用範圍 化解求職就醫難題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李慕之

「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基本在日

常生活中，在大多數的民生聯網系
統裏都用不了，只有搭高鐵、飛機
時比較方便使用。」 南寧市台灣同
胞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林大為此前
曾在香港任職，之後到廣西創業多
年，他告訴記者，此前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在互聯網應用場景較少，其
醫保查詢、房產查詢等都無法進行
認證，從而帶來諸多不便。林大為
希望能加速推進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線上實名認證，以便為港澳台同胞
在內地（大陸）工作提供更多便
利。 「只要民生相關的系統都能進
行線上實名認證，居住證使用率也
將會更高。」 林大為說道。

廣西南寧師範大學台灣教師梁
洲輔告訴記者，居住證在出行的交
通、住店上體現了一定的便利，
「假使能加速落實港澳台居民居住
證的線上認證功能，那對在內地
（大陸）工作、生活的台灣同胞而
言，在金融等各方面的便利性將會
更加凸顯。」

此前，有在南寧的台胞反映稱
自己想開網約車增加收入，但 「網
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資格證」 考
試報名系統不支持使用居住證進行
認證。針對此情況，南寧市政府已
部署南寧市行政審批局會同相關部
門研究出台規範性文件，明確持港
澳台相關證件人員可報名出租汽車
駕駛員從業資格考試。目前有關政
策正在內部審批階段。

大公報記者曾萍

盡快打通堵點 便利港澳居民生活
公安部、交通運輸

部、國家醫保局三部委
關注到港澳台居民在內地無法進行線上實
名認證的問題，並提出積極推動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互聯網信息核查服務，為港澳台
參保人提供便捷高效的醫保線上服務，並
推出國家醫保APP線下激活功能。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台研究中心副
主任梁育民表示，有關部委此次對港澳居
民居住證線上認證問題的關注並承諾解
決，這無疑為港澳居民在內地的發展提供
了極大的便利。他表示，隨着技術的發展
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線上服務已成為
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和工作的關鍵。因
此，應盡快打通各行業、領域的電子憑證

無法辦理業務的堵點，提高港澳居民的生
活便利性。 「線上實名認證港澳居民居住
證也需要注意保障居民的隱私安全。」 梁
育民指出，可以借鑒歐美的先進經驗，加
強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同時結合大灣區的
情況，不斷完善相關制度和設施，以實現
更高水平的要素流通和人員便利流動。

梁育民表示，為了更全面、更及時地
了解港澳居民在內地的實際生活需求，有
關部門應積極收集居民對於居住證使用的
反饋。 「未來，我們應當促進內地與港澳
之間更多的民間團體交流，及時發現並解
決港人在內地生活中的不便之處，持續優
化相關政策和措施。」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港人冀居住證回鄉證互通
港人陳澤權2015年來西安創業，雖

然生意做得順風順水，但近年來卻因為
港澳居民居住證，而遭遇到很多無奈和小困擾。

陳澤權告訴記者，2018年9月1日，《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申領發放辦法》正式實施，隨後在內地的港人基本上
都申領並開始使用居住證。 「居住證的推出，極大地便利
了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工作、學習、生活，特別是使
用居住證辦理社會保險，出行乘坐飛機高鐵等交通工具
等，高效便捷，體驗非常好。」 然而，隨着居住證使用頻
率越來越高，因為一些功能缺失，陳澤權也時常感到困惑。

「去政府機構辦理一些行政審批，因為系統沒有居住
證的選項，雖然工作人員很熱情，但卻無能為力。最後還
得換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才可以。」 陳澤權在西安的
銀行賬號是用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開設的，而他的支
付寶則使用了居住證，因此在抖音、美團等電商平台認證

時，常常會因為是一個人兩個身份號碼而無法通過認證。
陳澤權建議，是否可以將港澳台居民居住證與內地居民身
份證，在功能上完全等同。這樣不僅解決和避免了通行證
和居住證混用而引發的尷尬，同時無論是政府行政審批，
還是行業認證，都可以一證通用、一證到底，讓在內地港
澳居民的工作生活更加便捷。 大公報記者李陽波

新聞
熱話

近期，有港澳台同胞在中國政府網反映，自己持有的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在內地（大陸）無法通過線上實名認
證，給求職上崗、就醫診療等帶來較大影響。公安部、交
通運輸部、國家醫保局收到中國政府網轉去的網民留言
後，認真研究辦理並做出答覆。

達人帶貨過不了證件認證關
生活在福建福州的港人王**留言反映，自己想在網上

做短視頻帶貨增加收入，但在抖音App上進行 「達人帶
貨」 資質認證時，系統提示不支持港澳居民居住證。對
此，公安部答覆稱，為推動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在互聯網應
用場景使用更加順暢，公安部積極推動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互聯網應用信息核查服務，最大限度擴大互聯網應用支持
居住證使用的覆蓋範圍。目前，支付寶、微信、抖音、美
團等互聯網應用均已支持使用居住證實名認證。公安部
稱，將積極推動抖音平台研究解決方案，為港澳台同胞在
內地（大陸）工作提供更多便利，努力提升港澳台同胞的
獲得感、幸福感。

持居住證的港澳居民內地就醫也遇到不便。生活在廣
東珠海的香港同胞高**留言稱，自己用港澳居民居住證辦
理了醫保卡，但無法進行異地就醫備案。國家醫保局答覆
稱，目前，異地就醫備案業務支持證件不包含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暫時無法向使用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參加基本醫保
的參保人提供異地就醫備案服務。國家醫保局正加快推進
異地就醫備案業務優化完善，擴充業務支持的證件類型，
盡早完成優化。未來將不斷優化簡化服務功能，為持港澳
台居民居住證的參保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醫保線上服
務。

而生活在廣東江門的澳門同胞林**則表示，自己購買
了江門市城鄉居民醫保，但由於國家醫保App上沒有港澳
居民居住證登錄選項，無法用醫保電子憑證辦理業務，只
能用實體證件辦理。對此，國家醫保局答覆稱，為了方便
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的參保人使用國家醫保服務平台App
及相關線上服務，醫保部門依託全國統一的醫保信息平台
推出了醫保碼線下激活功能，參保人及其家屬可前往參保
地醫保經辦機構，由工作人員協助線下激活醫保碼，在成
功激活醫保碼後即可登錄使用國家醫保服務平台App。目
前，醫保部門通過該方式已協助該留言網友成功激活醫保
碼並登錄國家醫保服務平台App。下一步，國家醫保局將
在切實保護個人信息及醫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進
相關數據共享，不斷優化簡化線上醫保服務，為包括港澳
台同胞在內的參保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醫保服務。

港生：盼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港生陳同學在南京讀大學二年級，他向記者講述了一

件發生在自己入學時的經歷。 「當時大一新生報到時，學
校通知全體同學使用身份證線上核驗學生信息，但是我使
用我的香港身份證和內地居住證，都無法進
行新生核驗，最終找輔導員進行人工核
驗。」 這個小小的身份 「落
差」 ，讓陳同學印象深刻。
陳同學也有一個小小的願
望：希望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能夠與內地居民身份證實現
同等待遇。

「想在網上做短視頻帶
貨卻不支持資質認證」 「想
開網約車增加收入卻不能報
考駕駛員資格」 「辦理了醫
保卡卻無法進行異地就醫備
案」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在內地（大陸）無法通過線上實名認證的問題，給
港澳台同胞內地生活造成一些不便。針對上述問
題，公安部、交通運輸部、國家醫保局近日回應表
示，將最大限度擴大互聯網應用支持居住證使用覆
蓋範圍，督促交通運輸部門加快修訂相關制度，加
快推進完善異地就醫備案等，加快推進港澳台居民
居住證線上實名認證，為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工作、
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蔣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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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近日表示，
將最大限度擴大互聯
網應用支持港澳台居
民居住證使用覆蓋範
圍。圖為港人在深圳
辦理港澳台居民居住
證手續時錄入指紋。

新華社

▲台胞在福州市公安局鼓樓分局南街派出所辦
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手續。 新華社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如何申辦

服務站

受理條件
•港澳台居民前
往 內 地 （ 大
陸）居住半年
以上，符合有

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
讀條件之一的，根據本人意願，可以依
照本辦法的規定申請領取居住證。未滿
十六周歲的港澳台居民，可以由監護人
代為申請領取居住證。

申辦流程
•申請人通過網上預約或現場取號，就
近到居住地所屬受理點提交申請

•現場提交相關辦證材料：有效期內的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有效期內
的五年期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近期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數字相片採集
檢測回執；在內地居住半年以上，符
合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

續就讀條件之一的證明材料
•前台受理人員檢驗材料後通過系統打
印《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登記
表》，申請人現場核對簽名確認，公
安機關收取申請表，並將領證回執交
申請人

•公安部門制證，15個工作日內通知辦
證人領證或郵政速遞證件給申請人。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回鄉證 VS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回鄉證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即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主
要是在港澳居民進出內地過關時
用。國家移民管理局為了讓港澳
居民持出入境證件可以享受跟內
地人一樣的服務便利，搭建了全
國統一的出入境證件身份認證平
台，落地了涵蓋政務服務、公共
服務、互聯網應用等便利化服務
事項。
•政務服務：公共就業服務、社
會保險登記、技能人員職業資
格考試、網上辦理公安交管業
務、報考研究生身份認證、企
業登記註冊、網上預約診療、
新生兒申領出生醫學證明等。

•公共服務：火車站自助取票、
閘機自動檢票、辦理銀行開
戶、旅館住宿登記等。

•互聯網應用：電子支付服務應
用、網絡約車、共享單車和網
上求職招聘平台等。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持證人可以在內地享受3項權利、6項基
本公共服務以及9項便利。
•3項權利：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
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

•6項基本公共服務：義務教育；基本公
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衞生服務；公
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他法
律服務；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
本公共服務。

•9項便利：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
運輸工具；住宿旅館；辦理銀行、保
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業務；與內地
（大陸）居民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
園及各類文體場館門票、進行文化娛
樂商旅等消費活動；在居住地辦理機
動車登記；在居住地申領機動車駕駛
證；在居住地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
試、申請授予職業資格；在居住地辦
理生育服務登記；國家及居住地規定
的其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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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橫琴的澳門居民吳女士領取 「珠海社會保障（市民）卡」 。

居民心聲

一證通用 專家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