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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AHA港

澳青年孵化中心

負責人鄭益偉是一

位土生土長的澳門青年，每

天只需20分鐘，他就能夠從澳門

的家中來到位於橫琴的辦公室，

「這麼快的通勤時間很大程度提

高了工作效率，讓我能夠在橫琴

安心工作」。而新公布的《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下稱《方案》）明確提出「促

進境內外人才集聚」，對在合作

區工作的境內外高端人才和緊缺

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15%

的部分予以免徵。對在合作區工

作的澳門居民，其個人所得稅負

超過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徵。

這將有力吸引澳門居民乃至海內

外人才前來橫琴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帥誠 珠海報道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
體方案》近日公布，瞄準四大戰
略定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
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

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
地。《方案》出台將有助

於解決澳門發展

空間狹小、產業單一等問題，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
新動力，更可望充分挖掘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潛
力，探索出「一國兩制」下內地與港澳融合發展的
新模式，一經公布迅速在橫琴、澳門引起熱烈反
響。香港文匯報今天起推出「橫琴解讀系
列」，從人才、生活、產業等多方面，剖
析《方案》為兩地帶來的新發展機
遇。

編 者 按

引才措施加碼 利好澳青融琴
優惠涉及個稅醫療教育等領域 在琴澳企：發展如虎添翼

作為澳門特區政府首批推薦進駐橫琴粵澳合
作產業園的項目之一，AHA亞哈啟圓．金

源國際廣場擁有約30,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而
佔據其中一半空間的AHA港澳青年孵化中心，
主要為文旅類港澳項目提供品牌孵化、投資管
理、商業管理等多項服務。鄭益偉說，《方案》
的實施，將為孵化中心未來拓展布局及進駐公司
的發展前景都帶來更多便利與機遇。

琴澳工作生活差異將縮小
「由於空間和人口的限制，澳門過去在人才和
貨物倉儲方面受到一定制約。《方案》實施後，
合作區為澳門企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也將彌補澳門企業過去生產要素不足的缺陷。
《方案》還提到將在醫療、教育、社會服務等領
域為澳門居民提供更多便利，相信未來在橫琴工
作生活和在澳門的差異會越來越小。」鄭益偉
稱：「隨着合作區不斷放寬對人員往來的限制，
也將為我們企業招聘不同地區的人才提供便
利。」
鄭益偉認為，《方案》的實施，體現了中央政

府的大智慧和大格局。「過去很多澳門企業都在
閉門造車，而現在『兩地聯姻』，我們作為已在
橫琴扎根的澳門企業，也將鼓勵和吸引更多有志
向的港澳青年來到橫琴。」
《方案》已明確，高水平打造「橫琴澳門青年

創業谷」、中葡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等一批創客空
間、孵化器和科研創新載體，構建全鏈條服務生
態。澳門青年周運賢在「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
六年前掛牌時，便帶着十幾個夥伴在創業谷成立
了「跨境說」，立志在粵澳跨境電商領域實現突
破。如今，已經逐漸轉型為電商服務商，並在
「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和區域搭建跨境
電商服務平台。

《方案》提出，推動在合作區創

新創業就業的
澳門青年同步享
受粵澳兩地的
扶持政策。採
取多種措施
鼓勵合作區
企業吸納澳門
青年就業。這
讓周運賢更感如
虎添翼，「橫琴作為
粵澳深度合作區肩負着更加重要的使
命，企業也應有更大的擔當」。

為在琴企業指明發展方向
作為一名經常往返琴澳兩地的澳

門企業家，曾婉雯亦十分關注兩
地的發展。她坦言，《方案》讓
她進一步明確了未來企業布局發展
的方向。她的公司將積極推動人才
引進，致力於打造高水平加速器新載
體，積極構建全鏈條服務生態，幫助在
合作區創新創業就業的澳門青年享受政策紅
利。「以企業家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
需。」
「合作區將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

重要載體，而《方案》從頂層做好了在制
度銜接方面的設計。」澳門法律交流協
進會會長黃景禧期待未來可聯同粵澳
兩地更多青年專業人士，一起在合作
區為青年創新創業、粵澳相關機制
銜接貢獻力量，形成合作區協
同發展新模式，促進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讓澳門
青年更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區域發展，人才先行。《方案》中多次提到
「青年」，均集中在「吸引澳門居民就業創
業」方面，推動在合作區創新創業就業的澳
門青年同步享受粵澳兩地的扶持政策。對
在合作區工作的澳門居民，其個人所得稅
負超過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徵。國家發改
委區域發展戰略研究中心戰略一室負責人、
副研究員張燕坦言，這對澳門居民而言是極大

利好，有利於吸引更多的澳門居民到橫琴就業創
業。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
表示，《方案》將用「真金白銀」留人才，尤其
是青年人才。他認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將會
成為青年特別是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就業的「新沃
土」，這也將為澳門青年了解祖國的發展發揮重
要作用。

兩地學生交流 增強了解認識
「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加快建設，未來會

有越來越多的澳門居民走進橫琴、扎根橫琴，粵
澳兩地融合越來越深，一體化腳步越來越快。」
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對媒體表示，澳
門特區政府始終鼓勵、支持青年融入大灣區發

展，通過締結姊妹學校、組織學生活動、提供實
習實踐機會等方式，增進青年人之間的交心和交
融。目前澳門學校結對的300多所姊妹學校中，大
灣區內就有100餘所。她認為，通過促進校際之
間、教師之間、學生之間的交流，增加學生體驗
學習的機會，可以增強青年對內地的了解與認
識。

建產學研基地 聯合培養人才
在高等教育領域，橫琴也為澳門拓展了新空

間。早在2013年，澳門大學位於橫琴的新校區正
式啟用。如今，橫琴已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
學共建產學研示範基地，澳門4所國家重點實驗室
全部在橫琴設立分部。此外，澳門科技大學珠海
校區已確定落戶珠海高新區。歐陽瑜稱：「我們
將積極支持和鼓勵澳門高等教育『走出去』，在
推動現有人才聯合培養項目的同時，與內地高
校、科研機構建立更多人才聯合培養項目，切實
助力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

澳門企業不用註冊只需備案即可跨境橫琴辦
公。來自澳門的歐泊國際會展集團將辦公地址遷
到橫琴，在橫琴租用300平方米辦公場地，在享受
橫琴有關部門的房租補貼後，加上物業費每月僅
需掏2萬元（人民幣，下同）；相比在澳門辦公，
光租金和物業費每月最少10萬元。

澳企入駐申請簡便 補貼租金
跨境辦公試點政策，是橫琴在全國範圍首創，

澳門企業僅需提供澳門特區政府商事主體登記文
件即可申請入駐及租金補
貼；截至今年8月底，已
累計入駐跨境辦公企業超
300家，租用辦公空間超6
萬平方米。而且，不少跨
境辦公企業在人才招聘及
業務市場方面亦得到拓
展。
為方便澳門員工在橫琴

發展，橫琴還在全國率先
開通跨境通勤專線，便利
在橫琴的澳資企業員工往

返琴澳。該專線剛一開通每日往返琴澳共計24個班
次，全天總運力近千人次；乘客可通過「橫琴—澳
門跨境通勤專線」公眾號預約乘車，每年逾12萬人
次的澳門居民享受了跨境通勤專線的便利。
為支持澳門企業和個人在橫琴發展，從跨境通

勤到探索跨境信用，再到推行「港人港稅、澳人
澳稅」個稅差額補貼，惠澳利澳政策體系逐步形
成。
同時，目前在橫琴綜合服務中心已開通「澳門
投資建設項目申報綠色通道」、「澳門商標申請

人服務專窗」、「澳門居民
辦理不動產登記服務綠色通
道」等優先通道。商事登記
和跨境辦稅服務也拓展至澳
門，澳門居民可遠程辦理
橫琴商事登記和涉稅業
務。而橫琴全國最先實施
的「澳人澳稅，港人港
稅」政策已經實現港澳居
民實際個稅稅負與港澳基
本持平，目前累計發放補
貼已達1億多元。

創業就業新沃土
粵澳融合邁快步

通勤專線助力跨境辦公港澳個稅優惠補貼超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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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允許具有澳門等境外執業資
格的金融、建築、規劃、設
計等領域專業人才，在符合
行業監管要求條件下，經備
案後在合作區提供服務，其
境外從業經歷可視同境內從
業經歷。

2. 支持在合作區採取便利措
施，鼓勵具有澳門等境外
資格的醫療領域專業人才
依法取得境內執業資格。

3.高水平打造橫琴澳門青年創
業谷、中葡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等一批創客空間、孵化器
和科研創新載體，構建全鏈
條服務生態。

4.推動在合作區創新創業就業
的澳門青年同步享受粵澳兩
地的扶持政策。採取多種措
施鼓勵合作區企業吸納澳門
青年就業。

5. 對在合作區工作的澳門居
民，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
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
徵。

1.制定吸引和集聚國際高端人
才的政策措施，大力吸引
「高精尖缺」人才，對符合
條件的國際高端人才給予進
出合作區高度便利。

2.對在合作區工作的境內外高
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
所得稅負超過15%的部分
予以免徵。

3.對享受優惠政策的高端人才
和緊缺人才實行清單管理，
具體管理辦法由粵澳雙方研
究提出，提請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審定。

4.完善外國人才簽證政策，便
利國際人才參與合作區建
設；支持引進世界知名大
學，建設國家級海外人才離
岸創新創業基地。

合
作
區
吸
引
海
內
外
高
端
人
才
措
施

之
人
才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