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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銜接兩地文藝 增港人才儲備
霍啟剛建議優化遊客過境免簽 改善社會組織管理制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啟剛今

年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提交 4 份建議和 1 份聯名建

議，包括建議加強內地和香港

漁業合作、優化社會組織管理

制度、優化海外遊客過境免簽

證政策、增加香港文化藝術人

才儲備，以及聯名建議設立中

國體育仲裁委員會香港分會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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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可助灣區發展綠色融資金融服務
打造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發展
道路是國家轉向高質量經濟發
展道路的核心理念之一，香港
在其中也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
色。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
綱要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中的內容，香港將會被打造成綠色金融
中心。同時，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

等都提出過關於建設香港成為國際級綠色金融中心
的建議。
近年來，各省市政府都積極響應建設香港的綠色金
融。深圳市政府和海南省政府分別於2021年和2022
年先後在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包括了
「藍色債券」和「綠色債券」（藍色債券主要用於海
洋經濟及海洋保護項目、綠色債券主要用於有利環境
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項目）。藍綠兩色債券是市場債券

品種的創新，豐富了離岸人民幣的債券品種，對於離
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及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都有着積
極的推動作用。
在中央支持、各地響應的優良發展環境之下，香港

應進一步助力內地大灣區發展綠色融資金融服務與產
品。我們建議利用好香港國際金融都市「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特有優勢。面向世界，我們可以推動前
海機構企業來港發綠債，並採取外部評審服務來吸引
國際資金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綠色金融的發展。背靠祖
國，我們可以採取來港發債利得稅豁免的措施，鼓勵
及吸引大灣區各地政府、政策性銀行或金融機構更多

來港發行綠色債券。
同時，我們希望前海管理局及廣東省政府與香港特

區政府商討，爭取更多便利優惠措施，並向內地大灣
區加強推廣，以吸引相關地方政府及金融機構更積極
來港發行中長年期綠色債券。
另外，兩地政府應攜手探索建立一套成熟統一的綠

色金融標準是綠色金融優良發展的基石，所以我們建
議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與香港合作組建大灣區綠色
金融標準工作小組，研究推動灣區內綠色金融產品標
準、綠色企業和項目認定標準、綠色信用評級評估標
準等統一標準。

霍啟剛表示，可持續的糧食安全發展是國家
的頭等大事，而不少港澳流動漁民希望可

轉型從事可持續發展漁業，建議國家支持港澳流
動漁民產業升級轉型，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漁業資
源綜合開發，包括讓香港特區4個新的養殖區可
以成為大灣區水產品供應基地的一部分，打造
「粵海糧倉」，並加快推進漁業法修訂工作，嚴
厲打擊非法捕撈、海上違法行為等，更好平衡天
然資源供應及經濟發展，確保糧食供應穩定。

支持港人北上營運社會組織
提到香港居民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以粵
港澳大灣區為走進內地的首選地，霍啟剛建議國
家進一步支持港人在內地營運社會組織，為有意
成立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的申請人提供支
援，由省市的民政局提供線下定點諮詢服務，或
線上提供簡單查詢，並以廣州南沙作試點，准港
人擔任社會團體法定代表人及放寬境外非政府組

織代表機構發展會員等，讓港人在全國每一個地
方都會得到支援，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強化內地和香港旅遊業的協作方面，霍啟剛表

示，廣東省已實施了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有
利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一程多站的觀光旅遊。不
過，沒有工作簽註的內地導遊較難於香港西九龍
站接待旅客，限制了旅行團使用高鐵，而海外遊
客普遍喜歡以自由行模式出行，參加旅行團的要
求亦限制了遊客的類型、人數等。
因此，他建議支持特區政府為接待海外人士旅

行團的內地導遊發出特殊簽註，容許他們在西九
龍站工作，並逐步開放予外國自由行旅客自行申
請144小時過境免簽證，並逐步增加144小時過
境免簽證的國家名單，加強香港在國家發展文化
旅遊中的作用等。
對於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霍啟剛表示，香港對表
演、場地管理、策展、藝術行政等文化藝術人才

有實際需求，然而人才儲備卻嚴重不足，建議國
家充分利用內地資源，與香港展開交流合作，進
一步推進香港的文化人才發展，包括增加內地文
化藝術產業交流、實習名額，並由國家文化和旅
遊部牽頭，促成各省市開放文化藝術相關工作崗
位供香港年輕人申請，以及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試
點，放寬香港藝團或藝術家在區內的文化設施常
駐表演等，推進內地和香港文化藝術領域的銜
接，讓青年人在文化強國建設中發揮價值、尋找
獲得感，實現向上流動。

盼設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港分會
至於提升中國在國際體育仲裁的地位，霍啟剛

與另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聯名建議設立中
國體育仲裁委員會香港分會，解決體育產業相關
糾紛，讓香港能發揮爭議解決中心的角色，推廣
體育仲裁，讓體育仲裁事業能在我國做大做強
等。

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王明凡、莊
紫祥在兩會期間，聯名就進一步加快
推動港深共建中國特色免稅城作出提

案。他們建議，加快推進港深共建大灣區中國特色免稅城，並
將免稅購物額度調整為每年每人10萬元；規劃主導，運輸基建
先行，實現地區發展綜合提速；以及將港深共建的大灣區中國
特色免稅城打造為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的平台，推動構
建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協同機制，推動香港原產地產品可經由
大灣區中國特色免稅城在灣區內自由流通。
他們表示，當前香港正在進一步加快推動港深共建中國特色
免稅城，深圳也提出並積極落實口岸經濟帶的規劃。港深兩地
的規劃和配合正是港深融合發展，以及將「北部都會區」和口
岸經濟帶建設成為大灣區重要經濟引擎之一的關鍵。
他們指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將推動兩地跨境人口流動

更加便捷密切，數個陸路口岸將會在未來數年進行拆遷改
建，便利「一地兩檢」的過境模式。因此，可以率先利用好
這些口岸地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免稅城，在港深邊境打造
數個跨境消費中心。

盼免稅購物額度調整為每年每人10萬
他們認為，香港傳統零售業的水準較高、服務較好，因此可
以通過港深兩地合作，有意識將高端消費品的需求引導至內
地。在跨境口岸打造如同香港的免稅購物天堂，將可以鼓勵內
地對於高端消費品的需求從海外轉移到國內，也為港深口岸經
濟帶的建設帶來人流和投資。他們指出，在大灣區布局中國特
色免稅城，將幫助滿足居民對高質量商品和美好生活品質的需
求，推動大灣區內產業機構的升級，並且同時帶動大灣區跨境
電商、旅遊文化、休閒娛樂等服務業的發展。

為此，他們建議加快推進港深共建大灣區中國特色免稅城，
並將免稅購物額度調整為每年每人10萬元，這樣可於香港側重
點搭建面向內地旅客及消費者的進口免稅商品專區，吸引各國
際品牌於此開設分店或首發新品，同時推動一批國際知名度
高、潛在市場大的國貨品牌直接在免稅城區域免稅銷售，從而
提升國貨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他們建議規劃主導，運輸基建先行，實現地區發展綜合提

速。在羅湖、福田及沙頭角鄰近區域建設免稅城，以及在目前
皇崗口岸重建的經驗基礎上，港深配合重建沙頭角關口，增設
「一地兩檢」或「兩地一檢」步行過境通道以方便居民及旅客
過境，從而釋放土地作長遠發展。
他們還建議制度創新，建立開放便利的管理體系。他們表

示，將港深共建的大灣區中國特色免稅城打造為灣區全面深化
改革創新試驗的平台，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創新合作區治理模
式，港深協同治理，建立與港方接軌的開放便利管理體系，推
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協同機制，推動香港原產地產品可
經由大灣區中國特色免稅城在灣區內自由流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全國政協
委員吳傑莊
今年向全國
政協十四屆

一次會議提交了八份提案，涵蓋三大範
疇：一是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中
國式現代化；二是統籌城鄉融合發展，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關於港澳發展及
促進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提案內容包括加速發展自動配送車產
業、大力促進農業科技創新、促進粵港
澳大灣區「高精尖缺」人才發展等。
吳傑莊表示，隨着科技的不斷進

步，Web3技術已成為全球科技發展的
一個重要趨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
發展潛力，可以實現去中心化、安全、
透明的數據交換和價值轉移，有望在未
來的數字經濟時代發揮重要作用，故提
交了關於推進Web3產業發展的提案。

建議國家促進農業科技創新
因應國內外科技企業近兩年紛紛布

局發展元宇宙產業，他亦提交了關於促
進元宇宙產業健康發展的提案，建議國
家以「數字貨幣」發展為前車之鑒，充
分重視元宇宙發展與治理問題等。
此外，現時自動配送車產業處於法律

上的灰色地帶，影響相關產業發展，他
因此也提出了關於加速發展自動配送車
產業，夯實即時零售業新動能的提案。
對近年的自然災害為糧食生產帶來

風險，吳傑莊提出了關於農業科技創新

助推鄉村振興的提
案，建議國家大力
促進農業科技創
新，並認為香港作
為國際化人才高
地，在智慧農業技
術創新上定可以助
力數字農業發展。
中醫藥產業發

展方面，他則提
出關於利用香港「一國兩制」優勢，
助力國家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
國際化的提案，建議利用香港背靠內
地龐大市場，亦擁有與國際接軌的強
大優勢，深化中醫藥文化國際交流合
作、拓寬中醫藥「走出去」的通道
等。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吳傑莊提

出關於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協作
聯動，打造國際人才高地，共用新未來
的提案，冀能吸引和集聚更多國際化人
才，從而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關於優化粵港澳大
灣區「高精尖缺」人才合作交流機制的
提案，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形勢研判，研
究出台相關政策，為培養世界領先的
青年科技人才保駕護航；關於加強對
港商的支持政策，促進「香港品牌」拓
展內銷市場，惠及內地民生所需的提
案，建議支持香港品牌以大灣區作為跳
板進一步開拓內地龐大的內銷市場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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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清河王明凡莊紫祥冀加快建免稅城
委員委員提案提案

霍啟剛建議摘要
《加強內地及香港漁業合作促進產業升級發展》

◆加強研究進一步推動港澳流動漁民與大灣區企業合作發展
和運營

◆增加中科院與香港相關部門對養殖業的技術交流會議，讓
香港吸收經驗和技術

◆加快推進漁業法修訂工作，嚴厲打擊非法捕撈和海上違法
行為

《優化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全面發展》

◆為有意成立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的申請人提供支援，
協助聯繫業務主管單位

◆以南沙作試點，讓港人擔任社會團體法定代表人及放寬境
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發展會員

◆讓香港國安委對有意成立社會團體的港人作出前置審查，
為白名單人士及團體提供綠色通道

《優化海外遊客過境免簽證政策
實現一程多站講好中國故事》

◆為內地導遊提供西九龍高鐵站特殊工作簽註

◆逐步開放予外國自由行旅客自行申請144小時過境免簽證

◆逐步增加144小時過境免簽證的國家名單

《增加香港文化藝術人才儲備
實現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

◆增加內地文化藝術產業交流、實習名額，培養青年文藝人
才

◆促成各省市開放文化藝術相關工作崗位供香港年輕人申請

◆放寬香港藝團或藝術家到內地文化場地駐場表演

《建議設立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香港分會》（聯名建議）

◆讓香港能發揮爭議解決中心的角色，推廣體育仲裁，讓體
育仲裁事業能在中國做大做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來源：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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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啟剛在人民大會堂外留
影。

▶ 霍啟剛建議推進內地和香
港文化藝術領域的銜接。圖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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