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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攪珠結果

企業上市
•允許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上市的粵
港澳大灣區企
業，按照政策規
定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

數據跨境 資歷認證 仲裁調解 科研合作 遊艇進出
•提升數據安全治理
監管能力，在符合
法律法規和有關要
求前提下，探索高
效便利安全的數據
跨境流動機制。

•試點允許符合條件的香港涉稅
專業人士在深圳特定區域登記
執業。穩妥有序擴大境外職業
資格便利執業認可清單，優化
境外期貨從業人員等在深圳執
業的考試機制。

•支持深圳依法
對特定港澳商
事調解組織出
具的調解協議
進行司法確認
和強制執行。

•探索重大科技基
礎設施多元化投
入和開放共享機
制，實施科研設
備、耗材等進出
境便利化管理。

•研究增加
粵港澳遊
艇自由行
指定出入
境口岸和
靠泊點。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整理

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
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深
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

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下稱《意
見》）正式對外發布，提出15條舉措。《意
見》要求，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
標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創造更多可複
製、可推廣的新鮮經驗，更好發揮深圳在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國
一盤棋中的輻射帶動作用。

《意見》提出，允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上市的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按照政策規定在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分析指出，港深交易
所雙向開放再次升級，對香港鞏固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至關重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形
成 「科技+金融+產業」 閉環，為高
質量發展提供金融動能。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毛麗娟

焦點新聞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報道：新出台的
《意見》提出，針對教育科技人才領域體制機制
改革，強調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用
好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契機，
引進更多急需緊缺人才，完善人才配套服務政
策，在引進海外人才及相關人事、科研、外事管
理等方面賦予用人單位更大自主權。

前海河套引才政策 料有更大創新
據了解，港澳涉稅專業人士，指取得香港稅

務師或澳門會計師資格的港澳永久性居民。《意
見》提出，試點允許符合條件的香港涉稅專業人
士在深圳特定區域登記執業，穩妥有序擴大境外
職業資格便利執業認可清單，優化境外期貨從業
人員等在深圳執業的考試機制。

截至2025年4月，在前海已有26類港澳專業
人士無需參加內地職業資格考試，可直接或備案
（登記）後在前海執業。其中，針對香港涉稅專
業人士北上登記執業，前海還取消了港澳涉稅專
業人士執業天數、稅務師事務所持股比例等要

求，目前已有近百位港澳稅務師完成執業登記，
在前海 「大展拳腳」 。記者了解到，目前港澳涉
稅專業人士登記執業已拓展至河套片區。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及區域
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認為，系列舉措進一步
明確深港要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
地， 「利用深圳的產業基礎和香港的自由港制度
體系和高校優勢，引進國際人才。可以展望未來
前海、河套兩大深港合作重要平台出台更大力度
的人才創新政策。」

A1 要聞

港上市大灣區企業 准深交所掛牌
中央出台15條 推動深圳高層次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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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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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男子
足球代表隊昨晚
出戰亞洲盃外圍
賽第三圈，對戰
印度隊，亦是港
足在啟德主場館
的首戰。大會宣
布昨晚入場人數
達42570人，破
主場入座紀錄。

《意見》圍繞 「統籌推進
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
革」 「推進金融、技術、數據
等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 等領域提出15條舉措，
致力於破解教育科技人才領域體
制機制障礙、強化創新鏈產業鏈資
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拓展粵港澳合
作新途徑新場景新載體、建設現代化國
際化創新型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試，更好發
揮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引擎作
用和在全國一盤棋中的輻射帶動。

《意見》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
一體改革，推進金融、技術、數據等賦能實體經濟
高質量發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健
全科學化、精細化、法治化治理模式等方面作出部
署。

《意見》提出，允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的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按照政策規定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健全交易規則和標準規範，支持深圳探
索數據交易、可信流通、收益分配等機制，在合規
評估認證等方面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

港深交易所的深入合作可追溯至2016年深港
通的正式落地。深港通打破跨境投資壁壘，截至到
2024年11月，深股通、港股通標的分別擴展至
1519隻和562隻，日均成交金額達720億元和193
億港元。從最初覆蓋主板公司，到納入生物科企、
特專科技公司及ETF，深港通逐步成為新經濟企業
融資和國際資本配置中國資產的核心平台。

共推綠色金融產品 助建低碳灣區
分析指出，港深交易所有望強強聯手，推動

大灣區金融一體化，成為服務國家戰略核心引擎。
業界憧憬多重利好。一，中央支持打通符合條件的
港股回A股的通道，有助推動港股公司估值體系與
內地市場接軌。二，深港可聯合開發綠色金融產
品，助力大灣區實現 「雙碳」 目標。三，共建科企
全生命周期融資平台，形成 「研發在深圳、融資在
香港」 協同模式。四，雙方可發力人民幣國際化與
資產管理中心建設，深化雙櫃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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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市場數據

港涉稅專業人士可深圳執業

港交所（主板）
（符合下列其中一組條件）

條
件
一

上市時市值：不少於5億港元
最近1年盈利：不少於3500萬港元
前2年累計盈利：不少於4500萬港元

上市時市值：不少於40億港元
最近財年收益：不少於5億港元

上市時市值：不少於20億港元
最近財年收益：不少於5億港元
前3財年現金流入：不少於1億港元

條
件
二

條
件
三

港深上市門檻
深交所（主板）
（符合下列其中一組條件）（人民幣）

最近3年淨利潤：正數及累計不少於2億人民幣
最近1年淨利潤：不少於1億人民幣
最近3年經營現金流淨額：累計不少於2億人民幣；或
最近3年營業收入：累計不少於15億人民幣

預計市值：不低於50億人民幣
最近1年淨利潤：正數
最近1年營業收入：不少於6億人民幣
最近3年經營現金流淨額：累計不少於2.5億人民幣

預計市值：不低於100億人民幣
最近1年淨利潤：正數
最近1年營業收入：不少於10億人民幣

條
件
一

條
件
二

條
件
三

深圳證券交易所
為內地三大證券交易所
之一，1990年12月1日

開始營業，現由中國證監會直接管
理。深交所核心職能與定位主要有
三方面：在市場功能上，提供證券
集中交易場所及設施，審核證券發
行上市申請，監督交易行為；監管
職責方面，對會員、上市公司及信
息披露義務人實施自律管理，保障
市場公平；服務範圍方面，提供涵
蓋股票、債券、基金及衍生品（如
滬深300ETF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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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4萬球迷締啟德紅海
港足1：0絕殺印度

上市公司數量
總市值
今年4月平均每日成交額
2024年IPO集資額

深交所

2907間
34.11萬億人民幣
6911.8億人民幣
295.34億人民幣

港交所

2635間
42.49萬億港元（約38.87萬億人民幣）
2747億港元
880億港元

【大公報訊】對內地允許在港上市大灣區企業，
可依規定在深交所上市。華贏東方證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向《大公報》表示，新措施可帶來4個好處。第一是在資本
市場層面推動大灣區一體化；第二是提升深交所的功能及定
位，與港交所貼近；第三是全面加強兩地融資能力；第四是提
升深交所的國際形象。

內地證券業人士認為，隨着《意見》出台，將有更多大灣區
港股企業實現 「H+A」 兩地上市，而深交所則有望迎來紅籌股
二次上市 「破冰」 。過往在港股上市的中國公司，註冊地大
多在境外，採用紅籌架構，這些企業要想 「回A」 ，主要
操作是先完成私有化再重新申報A股上市，或分拆子公

司在A股獨立上市。澤浩資本合夥人曹剛表示，相
比於港股來說，A股估值更高，流動性也更

強，但上市後再融資需要審批，
不及港股便利。

業界：
加強兩地融資能力

強強聯手
推動大灣區金融一體化

▲圖為河套
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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