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車北上」「澳車北上」計劃可望實施的相關政策
一、允許合資格的香港或澳門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往來港粵或澳

粵，便利港澳居民以自駕的方式到廣東省作短期商務、探親或
旅遊。

二、該政策下的港澳私家車可望無須取得常規配額，預計要向相關
部門申請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

三、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擬設最長有效期，港澳私家車在有效期內
可以多次入出廣東，有消息稱每次入境後可連續停留達30天。

四、在粵港或粵澳其他公路口岸具備條件的情況下，通行口岸範圍
可以從港珠澳大橋逐步放寬到其他口岸。

五、多部門將建立信息管理服務系統或平台，可望實現臨時入境機
動車牌證核發、車輛和駕駛人備案、車輛入境出境紀錄、違法
違規等信息共享。

來源：廣東相關消息人士（政策細節以官方公布為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粵港澳學者線上研討 挖掘共有文化符號

深圳福田首推金融人才公寓 最高50%租金補貼

「港車北上」免配額料須申臨時牌
粵港聯調測試細節 視疫情爭取盡快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國務院關

於同意在廣東省暫時調整實施有關行政法規規定的批

覆》（下稱《批覆》）近日發布，對按照「港車北上」政策入

出內地符合條件的香港機動車實行「免擔保」政策。據悉，這

也是「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下合資格香港私家

車的海關免擔保政策。有港車主受訪時稱，「免擔保」政策可

望簡化申請程序和手續降費，也增加港人北上灣區內地城市的

吸引力。香港文匯報記者27日從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獲悉，

粵港政府正協調實施細節，在對相關信息管理服務系統進行跨

境聯調測試的同時，還計劃開展相關演練，並視乎疫情情況爭

取盡快實施。消息人士透露，參與「港車北上」計劃的車主預

計要向相關部門申請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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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覆》指出，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同意自即日起在廣東省暫時
調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事務擔保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進出口關稅條例》的有關規定，對符合條件的按照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
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港車北上」）政策入出內地的香港機動車和按
照澳門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澳車北上」）政策入
出內地的澳門機動車實行免擔保政策。
同時，廣東省人民政府會同有關方面推進落實「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政
策，要完善落實相關機動車源頭管理和屬地管控責任，簽署相關協議，制定具
體管理辦法，加強信息化和科技手段運用，建立健全機動車入出內地的預警管
控工作機制，在確保有效防控免擔保風險的前提下，成熟一個，實施一個。

港車主：「免擔保」簡化申請程序降手續費
香港車主劉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之前香港車輛北上內地要按相關規
定向內地海關申報、繳付一定關稅或者辦理擔保安排等，現在中央批准「港
車北上」計劃下香港私家車的「免擔保」政策，相關的申請流程與程序可望
進一步簡化，相關的手續費用等成本也料降低。他期待「港車北上」政策盡
快實施，此舉將增加港人北上灣區內地城市的吸引力，也將促進灣區城市群
的頻密交往，有利於灣區的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了解到，「港車北上」「澳車北
上」有關程序設計已完成，粵港澳政府正協調實施細節，視乎跨境疫情防控
要求等進展來實施。消息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該政策允許合資格的
香港或澳門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往來港粵或澳粵，便利港澳居民以自駕方
式到廣東省作短期商務、探親或旅遊。

料設30天有效期 可多次出入廣東
該消息人士透露，此政策下的港澳私家車無須配額，預計要向相關部門申
請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並設有最長有效期，在有效期內可以多次入出廣
東，有消息稱每次入境後可連續停留達30天。在粵港或粵澳其他公路口岸
具備條件的情況下，通行口岸範圍可以從港珠澳大橋逐步放寬到其他口岸。
此外，多部門還將建立信息管理服務系統或平台，可望實現臨時入境機動車
牌證核發、車輛和駕駛人備案、車輛入境出境紀錄、違法違規等信息共享。
該消息人士亦強調，相關政策細節最終以官方公布為準。

緊鄰着廣州跑馬場的跑馬地大
廈裏，一群來自內地、香港、澳
門的青年電影人正在忙碌着。這
群青年辦公所在的樓層，從窗內
望出去，可以俯瞰暨南大學，那

裏是他們電影夢開始的地方。
「我們的團隊『薪傳時光』是暨南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院畢業的7名學生創建的。」日前，
團隊創始人、香港青年陳嘉瑞接受中新社專
訪，帶領記者走進了他們的電影世界。

據陳嘉瑞介紹，團隊名字中的「薪傳」代表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精神，「時光」代
表團隊成員在校讀書時成立的社團「時光機」
影視協會。

年均產出各類影視作品逾300部
「薪傳時光」成立於2016年，發展至今，

團隊成員已經有40多人，年均產出各類影視
作品300餘部。作品中既有獲得「全國第二屆
平安中國微電影微視頻比賽」十大微電影獎的
《天平》，又有綜合觀看量破億次的反洗錢宣
傳教育短片，還有獻禮北京冬奧會的澳門MV
《百年盛放》……

在陳嘉瑞的記憶中，《天平》是團隊的第一
個商業項目，意義非凡。他說：「接到這個項
目時，我們正好大學四年級，正處於擇業、繼
續進修的抉擇期，我們勇敢地決定創業開影視

公司。」

為節省開支 落地窗當黑板
現實並非想像中那般順利，在足足堅持半年

後，才迎來轉機。在這半年裏，公司從學校的
創新創業實踐基地搬到了一路之隔的跑馬地大
廈。陳嘉瑞帶記者參觀了創業之初的第一間辦
公室，「一度有20多人擠在這間30多平方米的
辦公室裏，為節省開支，落地窗被當成了黑板，
用油性筆在玻璃窗上寫下拍攝項目、工作安
排。」完成《天平》後，沒有接到任何商單，
團隊就嘗試拍攝各類型的影視作品。

半年後，《天平》陸續獲得國家級、廣東省
市級的獎項，為「薪傳時光」團隊打響了知名
度。陳嘉瑞坦言，《天平》得獎原因不在畫面
多漂亮，或者拍攝技術多好，而是因為影片來
源於真實故事，能夠打動人心。

陳嘉瑞自小受香港電影熏陶，來到內地讀書
學習工作後，他發現內地的影視市場更大，有
很多故事值得拍攝。

盈利後回饋母校和社會
「薪傳時光」團隊拍攝了各式各樣題材的影

視作品，抓住了內地短視頻蓬勃發展的紅利
期。截至目前，「薪傳時光」陸續在廣州南
沙、黃埔及澳門設立了公司，業務也從視頻拍
攝擴展到了動畫製作、活動策劃、新媒體運

營、創意設計等。
回憶創業之路，陳嘉瑞

說，最幸福的時光是在校
園。在暨南大學，陳嘉瑞
與幾位同學從學校飯堂的
一張餐桌上開始，成立社
團，再到畢業成立公司，
學院老師一路支持他們發
展。

現在，陳嘉瑞還有一個
身份是暨南大學暨南義工
團的會務顧問，團隊每年
還會舉辦 70 餘場公益宣
傳活動。他說：「團隊盈
利後，每年都會拿出一部
分錢回饋母校、回饋社
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11月26
日，在深圳市福田區再次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面向全球發布人工智能、醫療科技、新材料等「卡脖
子」領域首批6個科研項目榜單，單個項目最高可獲
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科研資金支持，只要有
能力、有意願都可以揭榜。近來，粵港澳大灣區各城
市積極地推動搶人才、引企業的措施，深圳市福田區
這一系列舉措也是為了吸引全球優質人才與企業落地
福田，更好地發展壯大。
在科創上，深圳福田還將一次性推出5棟科技專
業樓宇、40萬平方米高質量科創產業空間，對入駐
的優質科技企業給予每年最高800萬元的租金支
持。金融行業上，推出首批福田中心區金融人才公
寓安居服務，單個企業最高可支持50套，每套最高

支持50%租金補貼，助力金融人才安家落戶、安心
發展。從「募、投、管、退、服」五個方面構建全
鏈條政策體系，給予風投創投機構最高5,000萬元落
戶支持。
此外，時尚行業上，福田區首次推出時尚「雙十」

禮包，拿出10萬平方米高端樓宇產業空間，打造灣
區時尚總部中心，時尚總部企業入駐享受五折租金，
國際時尚媒體入駐租金全免。提供超過10萬平方米
高質量低成本物業空間，對門店經營拓展等提供最高
500萬元的資金支持。
生態建設上，福田將密集推出42個生態工程項

目，新改擴建超40萬平方米生態空間、近20公里休
閒步道，將轄區13個大型城市公園、郊野公園「串
珠成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27日，第
二屆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文化傳播論壇在線上舉行。暨
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暨南大學國家話語體系研究
中心聯合香港、澳門和內地著名高校，以粵港澳大灣
區的文化、社會和傳播現象進行研討。暨南大學黨委
副書記孫彧在開幕致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
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兼容了多元的文化價值。
文化是民族的根之所繫，脈之所維。粵港澳大灣區不
僅是一個經濟合作區，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相似性、同
源性程度很高的文化交流合作區域。作為著名的「百
年僑校」，暨南大學積極投身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充分發揮僑校特色與優勢。暨大每年接受60%以
上港澳台僑生，推動了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發
展，並有力促進了港澳台胞對國家的認同感。

用「文化品牌」思路傳播灣區文化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林玉鳳認為，
目前針對大灣區產業分工、資源互補的課題很多，但
在知覺、情感、想像力等大灣區文化傳播方面的研究
仍比較少。她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如同「新馬
泰」一樣打包成一個區域文化概念，透過粵港澳歷史

文化的共同記憶、共享符號、共用語言和共有身份，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品牌。
林玉鳳表示，她在研究澳門一份老報章《鏡海叢

報》以及諸多歷史文本時發現，省城、香港地、澳門
街是舊時大灣區片區對廣州、澳門和香港的不同稱
呼，從中可看出當時大家緊密的關係。她認為，可以
通過其他媒體共享符號的人文歷史脈絡，重新喚起這
些老記憶，可以用「文化品牌」的思路對大灣區文化
進行傳播。「比如孫中山這位歷史人物，他的革命經
歷就同時串聯起了大灣區不同城市的歷史記憶。而河
粉、艇仔粥、飲茶、消夜等嶺南文化，能在粵港澳三
地喚起親切感，影視文化也塑造了這片地區的人對於
大灣區的認同感。」林玉鳳認為，可以進一步發掘更
多共有的文化符號。

發揮香港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特作用
香港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長應中偉表示，香

港具有語言優勢，香港民眾的表達和溝通方式與國際
接軌，有利於提升中國故事的傳播範圍。另外，香港
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地緣優勢聚合能力強，為此應
該發揮香港在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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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透露，參與「港車北上」計劃的車主預計要向相關
部門申請臨時入境機動車牌證。圖為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

◆ 粵港政府
正聯調測試跨
境私家車經港
珠澳大橋入內
地細節。圖為
港車跨境通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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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時光」團隊在戶外拍攝影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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