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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公
告，2月20日起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
港澳人才簽註政策，包括傑
出人才、科研人才等在粵港
澳大灣區工作的內地6類人
才可申辦1-5年期的往來港澳人才簽註，
且可以在港澳停留不超過30天。

人才簽註政策是國家給香港的又一個利
好政策，也是國家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從
人才政策上提供的機遇，將有力促進灣區
人才、技術等要素便捷高效有序流動，更
好滿足灣區內人才交流交往的新需求新期
待，促進灣區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
並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促進港澳地
區長期繁榮穩定。

人才流動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
人才流動必將伴隨着技術、資金、信息等
多方面要素的流動。世界三大灣區的高質
量發展，無一不是與人才流動有關。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將通過人
才戰略建設成為創新高地，以高質量發展
為標杆建成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沿
陣地。

大灣區人才高效流動，有助於人才資源
得到善用。大灣區內有大量優秀人才，隨
着灣區內地城市人才往來港澳更加便利，
兩地人才溝通交流將得到進一步加強，在
更緊密的人才互動中，大灣區整體人才質
素將得到進一步提升。可以預見的是，增
加人才流動性可以加強研究項目的合作，
內地高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可以利用香港的
先進實驗室和研究基地，與香港研究人員
碰撞出更大的火花，以及產生更多創意。

人才流動與人才融合，有助於香港社會
進步，為民生發展帶來新活力。內地很多
知名醫生、中醫世家，他們可以更方便地
與香港業界交流，或以內地龐大就醫人數
的實戰經驗，協助香港的同業跟進疑難雜
症，或將豐富的診斷經驗帶給香港，實現
健康香港的目標。

大灣區的人才融合，必將促進區域經濟
融合，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升大灣
區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世界產權組織(WIPO)
發布的2022版全球創新指數(GII)顯示，
「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三年位
列全球百大科技集群第二名。將「創新指
數」轉化為高質量發展指標，正是大灣區
人才融合下將實現的重要目標。

目前香港正在全球各地「搶人才」。國
家此次出台的人才簽註政策，對香港來說
是「送上門」的人才，是機遇所在。隨着
本月20日起新簽註政策實施，特區政府需
要考慮優化科技人才流動環境，同時可以
借鑒在改革開放早期，因為缺乏人才，國
家不拘一格在全世界尋找人才所衍生的
「周末科學家」、「假期教授」等柔性引
才模式，令國家在多個方面得到顯著的發
展。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為了便利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從
事科研學術交流活動，國家出入
境管理局宣布，自本月20日起，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
施往來港澳人才簽註政策。人才
簽註供內地6類在大灣區工作的

人才申辦，包括：傑出人才，即對灣區建設發
展作出重大突出貢獻或者灣區急需的頂尖人
才；科研人才，即灣區科研機構副高級以上職
稱人員；文教人才，即灣區高等院校副高級以
上職稱人員；衞健人才，即灣區副高級職稱以
上衞生健康專業技術人才及衞生研究人才；法
律人才，即參與在香港、澳門法律仲裁程序的
內地仲裁員，處理內地與香港、內地與澳門投
資爭端的內地調解員等；其他人才，即由灣區
人才、科技主管部門認定的高層次管理和專業
技術人員。

簡化手續促進兩地交流
特區政府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為未來五至十年的創新科技發展制訂清晰的發
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並配合「搶企
業」、「搶人才」的策略，謀求為未來經濟發
展開拓新路向、注入新動力。這些工作正推動
得如火如荼之際，中央推出人才簽註政策，有

效支持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反映出中央全力
支持香港推動創科工作，為創科發展補充人力
資源，務求為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注入更大的
發展動能。

內地一直是香港人才的重要來源，但過往內
地人才來港手續較為繁複，內地人才來港工
作、交流等並不容易。以大學為例，不論是內
地教授或學生來港進行研究，申請時間往往需
時半年，即使他們有意願過來，但過長的申請
時間令他們卻步。今次政策中傑出人才類別，
無須單位在職聘用，可以個人申辦簽註，即是
無須經過單位審批，自主性更強。傑出人才類
別的簽註有效期長達五年，五年內不限次數往
返，每次可逗留不多於三十天，靈活度甚高，
相信對於傑出人才有相當吸引力。

人才簽註措施支持香港正在求才若渴的情
況，香港更應主動推動政策落實。例如，政策
規定，持人才簽註人士如同時符合「為來港參
與指定界別短期活動的訪客提供入境便利先導
計劃」資格，可以訪客身份在港參與指定短期
活動，無須申請工作進入許可。對此入境處須
加快審批、盡快發出相關簽註，不負中央對香
港的眷顧。

創科藍圖確立清晰的科技產業促進政策，支
持優勢科技產業在港發展，目前應聚焦在生命

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及先進製造與
新能源科技等產業的發展。香港朝着這些產業
的新路向發展，更需要廣聚人才，透過他們的
互動、交流，才能發揮最大的乘數效應，人才
簽註新政加強大灣區人才流通互動，正可發揮
廣聚人才的作用。

推進高端人才移居香港
特區政府既「搶人才」，也「搶企業」。境

外企業來港發展，必定會考慮人力資源是否足
夠。因此，人才簽註新政的效應，不單是引進
入才，更是搶企業的最有效助力。再者，內地
人才能夠多次往返兩地，將更熟悉香港、更認
識香港的優勢所在，或能觸發他們留港發展的
意願，若更多高端人才願意移居香港，對本地
新產業的發展將大有裨益，也從而帶動本地消
費，促進經濟增長。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包括創科
在內的「八大中心」，人才是其中核心要素。
人才簽註新政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技術
等便捷高效有序流動。特區政府應盡力發揮香
港國際化的優勢，把香港打造成國際精英薈萃
的舞台，讓不論是來自大灣區內地城市還是海
外的精英，都能發光發熱，成為香港成功發展
為國際創科中心的生力軍。

善用簽註新政 廣聚創科人才
黃錦輝 教授 立法會議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香港電影
發展局成立
於 2006 年，
目標是統籌
與電影有關
的政策、規

劃和活動。近期資助的電影包括《毒舌大
狀》、《正義迴廊》、《闔家辣》、《阿媽有
咗第二個》、《一路瞳行》等，成績有目共
睹。最近半年香港出品的電影票房回暖是頗值
得高興，但我們不要忘記過去3年疫情下電影院
關門時的寒冬。2020年電影院關閉114天，全
年票房暴跌至不足三成；2021年電影院關閉48
天；2022年第五波疫情爆發，香港電影院更要
停業百日。2022年上半年只有6部香港電影上
映，更沒有一部影片收入超過100萬元。自新
冠疫情爆發以來，香港的電影院多次被勒令關
閉達266天，屬全球最高之一。

根據香港影業協會定義，影片長度必須是60
分鐘或以上，並需在香港電影院正式上映作公
開售票，才被視為香港電影。香港電影金像獎
的電影參選資格寫得更清晰，入圍的影片資格
是：連續7天內於50個座位以上的常規放映電
影場地、上映不少於5場的香港電影，影片長度
60分鐘或以上，並以35毫米菲林放映或數碼放
映。

電影生態已變須因時制宜
以銀幕放映來作為電影的門檻，在疫情前是業

界共識。不過，直至疫情的出現，大家方知道電
影院不是必然能天天開業。後疫情時代，當然我
們該心懷希望，相信電影院停業的日子不會再
來。但政策上卻需要理性思考，令香港電影業即
使面對更大的疫情重臨，都能夠適應。在疫情最
嚴重的時期，市民大眾觀看電影的時間，其實一
點都不少，只不過並非在電影院中，而是在家中
通過平板電腦、手機等觀看。串流媒體在互聯網
上實時傳輸影音，如Netflix、Disney+、HBO、
Apple TV、愛奇藝等，其實已經改變了電影的生
態。筆者在隔離時，反而因百無聊賴而在串流平
台多看了幾套電影。

不少過往電影業的翹楚已轉戰串流平台：大
導演馬田史高西斯《The Irishman 愛爾蘭
人》、鬼才導演添‧布頓《Wednesday 星期
三》、是枝裕和《舞妓家的料理人》等等例子
不勝枚舉。可惜的是，當日韓台等電影創作人
都創作出引領亞洲潮流的串流平台內容，如韓
劇《魷魚遊戲》、日劇《First Love》、台劇
《華燈初上》等。香港創作人又有什麼例子
呢？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既然香港過去3年
有達大半年260多天時間是沒有電影在電影院上

映，香港電影業界是否應該接受電影可以直接
在串流媒體上架？

推動創作人才多棲發展
上月電影發展局推出「串流平台內容開發計

劃」，目的是為於電影發展新時代培育開發串
流平台作品的跨影視創作團隊，計劃會以比賽
形式邀請參賽團隊開發串流平台劇集內容，優
勝團隊可獲資助開發劇本，及製作首集或首兩
集的作品。這絕對是個好開始。

要跟上時代步伐，香港電影業界以至香港電
影發展局應攜手合作，推動香港電影工作者進
入串流平台市場：一、接受電影不必在電影院
放映，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的電影可直接在串
流平台上映；二、繼「串流平台內容開發計
劃」後，開設更多串流平台內容的支援；三、
主動與串流平台洽談，推動香港創作登上串流
平台；四、除了資助香港電影金像獎，增加資
助非在院線上映影片/劇集的獎項；五、香港國
際影視節(Filmart)增設更多串流平台相關的論
壇和內容。

在後疫情時代，電影必須在電影院上映的觀
念，為電影業發展帶來不少限制。科技日新月
異，只有接受電影不必在大銀幕觀看，推動創
作人才在電影及劇集多棲發展，香港影視行業
才有機會在新時代大放異彩。

合力推動香港電影閃耀串流平台市場
蔡君恒 藝術科投初創iCreator創辦人

抓緊機會聯繫中東 拓展香港未來路向
特首李家超中東行收穫頗豐，一周行程密集，開啟

了香港疫後推動經濟復常的序章。此行不但是李家超

2023年的首訪，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宣言。筆者有幸

隨訪，此次行程最大的感受，是中東日新月異的變

化。李家超多次表達了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而特

區政府已公布了多項藍圖，初步描繪了五年乃至更長

時間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我們應該努力落實，打破傳

統思維桎梏，動如脫兔開好局、起好步，促進與中東

建立緊密經貿與文化交流的關係，使東方之珠更加閃

亮。

尚海龍 立法會議員

李家超訪問的其中一站沙特阿拉伯，是世界
上石油生產量及輸出量最高的國家，同時擁有
全球第二大烴儲藏量。可是，由於該國的經濟
高度依賴國際油價，為了應對全球經濟挑戰、
油價下跌和經濟多元化的需求，必須推行經濟
和社會改革。沙特希望創建一個現代化、有持
續競爭力且不依賴石油的經濟體，長期穩定地
維持國家的發展，在2016年向外界宣布「到
2030年，我們將不再依賴石油」的目標。

邀請沙特阿美來港上市
沙特阿拉伯於2016年推出《沙特阿拉伯

2030年願景》，是該國的一項全面長期發展計
劃，而「非油經濟佔比」是沙特邁向經濟多元
化的核心。《沙特2030年願景》發表以來，沙
特阿拉伯已逐漸出現積極的變化。該國政府按
照藍圖所列出的策略，推進一系列促進創業和
吸引外國投資的舉措，例如把國內3座城市發
展成為世界排名前100位城市。其中，大型項
目NEOM新城特別引起全球關注。李家超在此
行中也率領香港代表團參觀NEOM展館，了解
到NEOM新城項目的目標，是在紅海地區建立
一個創新型城市生態系統，市內全面採用可持
續及再生能源，也會利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
科技，其整體發展將涵蓋16個經濟領域，如旅

遊、媒體、醫療衞生和能源等，這些都會有許
多機會與外國進行深入合作，機會無限。

至於在利雅得舉行的「LEAP 2023」科技展，
李家超也率團出席，專門做了主題演講。他指
出，本港已推出多項政策協助創科發展，並宣
布香港希望在未來5年引進至少100家創科企業
來港。李家超又在科技展上與沙特通訊與資訊
科技大臣Abdullah Alswaha會面，會後表示特
區政府會展開後續跟進工作，包括與沙特政府
繼續商議制訂促進及保障投資協定，也會與阿
聯酋政府討論綠色及可持續金融方面的合作。

李家超還專門約見沙特阿美主席及行政總裁
Amin H Nasser，希望邀請該公司來港上市。
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為沙特阿美提供全方位
金融和專業服務、處理資金和發掘投資機會，
並協助其子公司在香港上市。

李家超總結今次的中東行時表示，此行是開創
商機之旅，在商界和專業界方面，香港和沙特的
企業、機構交換6份合作備忘錄或合作意向書，
涵蓋金融、創新科技、商務、交通、能源等範
疇。今次出訪碩果纍纍，對於香港一直集中於四
大傳統支柱產業，使解決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
展欠新動力的問題，帶來新的希望。如今香港想
要大力發展創科，需要整合資源，並爭取與中東
加強在創新科技領域的合作。

不可忽視沙特金融發展
《沙特2030年願景》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鼓勵

科技發展。對於一個宗教國家來說，不僅要求
自己跟上世界的步伐，更想要走在前沿，絕非
易事。沙特阿拉伯需要巨大魄力和決心改變宗
教信仰帶來的限制，而沙特對於金融轉型、着
墨科技的視野，正逐步推動。2018年5月，該
國推出「金融科技沙特」(Fintech Saudi)計
劃，並於1個月後批出首個金融科技牌照，准
許提供眾籌服務。在2019年初，沙特阿拉伯
金融管理局推出監管沙盒環境，在監管沙盒框
架下，國際金融科技公司可以通過與獲發牌的
公司(包括本地和註冊外資銀行)合作，使用沙
盒進行技術測試。沙特阿拉伯的金融科技生態
系統發展時間雖短，但正不斷壯大。

此外，沙特政府正着手投資研發機構以推動
技術創新，並在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以支持
技術驅動型企業。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
(KAUST)的建立就是這種投資的典型例子，該校
專門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和生物技術等領
域進行前沿研究。沙特政府還制定了促進創
業、吸引外國投資和支持技術創新的計劃。該
國在多個領域積極求變，而如今不斷推進的經
濟多元化和現代化的進展，也需要歸功於他們

清晰且長遠的藍圖。

香港要突破傳統勇於革新
李家超此行每次演講均以「Hello Hong

Kong」開場，表達了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向
世界全面開放，對內地全面通關，是最佳的投資
平台，為投資者進入內地以及亞洲其他地區將繼
續擔當積極的橋樑作用。雖然香港已全面開放，
發展勢頭蓬勃，但我們是否擁有像《沙特2030
年願景》這樣規劃清晰的藍圖帶動產業發展？我
們所制定的藍圖，是否能得到長遠的落實及貫
徹？我們又如何在長期堅持藍圖中，既能夠因時
因地靈活處理矛盾問題，也能夠瞄準方向堅持發
展？香港須繼續勇於革新，打破傳統思維桎梏，
動如脫兔開好局、起好步。 （二之一，未完）

◆◆特首李家超特首李家超（（前排左前排左
二二））訪中東訪中東，，與香港代表與香港代表
團成員聆聽當地人員解團成員聆聽當地人員解
說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