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政協主席林潔向大會作工作報告時稱，
在助力深港科技合作高質量發展方面，去年

組織了「推進深港產學研深度融合」協商議政，
123位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分小組在深港兩地廣泛
開展深層次調研，形成14個方面58條建議。聚焦
前海、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邀請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來深圳考察交流，針對增強粵港澳大灣
區的核心引擎功能建言。

「大前海」試點建CEPA先進製造業拓展區
當天下午，在深圳市領導與港
澳委員座談會上，港區深圳市
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研究總監方舟提出，加快推動
深港「三大合作平台」全方位
融合發展。把「深港深度融合發
展引領區」作為前海發展突破
口，率先在屬於「大前海」範圍
的深圳海洋新城，打造「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
「深港深度融合實驗區」；在「大前海」範圍試
點建設CEPA先進製造業拓展區。

在河套「一區兩園」推進「七通一平」
在全力推動河套高質量發展方面，方舟建議要
在深港「一區兩園」扎實推進「七通一平」。爭
取早日實現人員、車輛、貨物、資金、信息、數
據、生物製品七項互通。其中，「人員通」「車
輛通」「信息通」「數據通」等領域，國家和廣
東省已經出台一系列政策，深圳市層面可以據此
加快制定實施細則。「貨物通」「資金通」「生
物製品通」等不完全屬於深圳事權的工作，應聯
合香港共同向中央爭取。

建兩園區協同投資管理機制
方舟還建議，河套要建立深港兩園區的協同投
資管理機制，探索共建共管合作模式；並以龍頭
科技企業為核心，建設大型國際研發中心，推進
重大科技項目落地，廣泛吸納國際化人才資源。
他指出，在戰略層面上，河套更重要的是應成為
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戰略和高質量發展首
要任務的特殊平台。因此需着眼於突破關鍵核心
技術，特別是有必要圍繞國家戰略布局重大項
目，瞄準攻克「卡脖子」難題，將河套打造成以
產業化為導向的高水平國際研發中心聚集地和高
端產業攻關人才匯集地。同時，可以積極爭取國
家支持，在河套布局粵港澳大灣區第三個國家實
驗室，結合兩地高校資源協同開展基礎前沿和重
點產業領域的科研攻關。

架設港高校到河套專用數據線路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數字經濟
發展委員會委員楊德斌亦從人流、物流、資金
流、信息流四方面提出建議，進一步優化河套創
科資源跨境流動。首先，需要解決河套「一區兩
園」科技人員跨境流通問題，建立完善機構和個
人「科研白名單」制度。其次，建立科研貨物
「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相關科研用設備不按照
舊機電要求管理；為以港校名義運送的設備在深

港河套園區設立綠色通道，放
寬港校器械的通關管制，簡
化通關申請手續，並設置成
「大灣區統一標準」。
在數據的互聯互通方面，

建議在河套部署通信和數據相
關的基礎設施，探索在深圳園區
建設國際通訊出入口等國際通用
基礎設施，加快「深港通」功能拓展升級，為科
研人員提供更加便捷高速的國際互聯網訪問體
驗。架設香港高校到深港河套園區的專用線路，
在深港河套園區內部實現國際數據的互聯互通。
同時，可考慮設立河套數據特區，讓數據可進不
可出。
在首場委員通道上，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大
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莊紫祥則提出，依託
河套試點「深港創投通」。他表示，在大灣區建
設的背景下，近年來香港的創投氣氛也明顯升
溫，市場對於投資內地特別是深圳科技企業的意
願十分強烈。但目前深港兩地創投資金的跨境流
動還存在障礙。他建議，創新性地
在河套試點開展「創投通」，
設定一定的跨境投資額度上
限，讓符合條件的香港創投
資金可以在河套「一區兩
園」內自由兌換調用，免去
每筆投資都要經過QFLP（即
股權基金的出資人）和外匯兌換
的行政成本，緩解創投資金跨境
流通的障礙。
「這樣能夠實現『引香港金融活水，助河套創
科發展。』」莊紫祥表示，深港兩地共同設立專
項創科投資基金，主要投資於香港八所研究型大
學的科研成果的成果轉化，並將這些投資項目帶
到河套落地孵化，推動這些科研成果實現商業
化。

沙頭角合作兼顧深港雙方發展目標
今年兩會，加快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建

設，也成為深港合作的重要話題之一。方舟指
出，目前深港雙方基本達成了合作發展沙頭角地
區的共識，但雙方對沙頭角合作區的具體功能定
位還不統一。深方希望強調通過發展消費帶動建
設，而港方希望優先開發其文化旅遊價值。因
此，建議雙方協調優先推動沙頭角出入境區域的
劃定和改造工作，爭取在「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
策略專班」下成立「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
建設聯合專責小組」，盡快明確合作區的具體功
能定位，落實「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監管模
式，明確進出人員管理規則及貨物分線管理要求
等。
方舟表示，未來在合作區的產業布局上，可以

兼顧深港雙方需求和發展目標，打造綜合性消費
服務合作區。區內充分融入文化及旅遊消費元
素，積極引入商品零售外的其他消費新業態，探
索建設國際保險服務中心、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跨境電商平台等多元消費載體，最終實現深港雙
方的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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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委員倡河套試點深港創投通
深圳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開幕 聚焦創科資金人員等跨境流動

在滬出席「滬港創新合作論壇」並發表演講

梁振英：用好機制創新 助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倪夢璟 上

海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27日在滬
出席「滬港創新合作論壇」並發表主旨演
講。結合自己多年工作體會，梁振英認
為，展望未來，希望香港要用好「一國兩
制」優勢，發揮好香港地區獨特功能作
用，進一步強化其「超級聯繫人」角色，
用好交流機制的創新、市場機制的創新、
公私營的機制創新、援外機制創新等優
勢，幫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
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相信通
過我們的創新，通過與上海及內地的積極
合作，香港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為。」

香港內地可在多方面探索創新之路
對於「創新」，梁振英有自己獨特的理
解。他說，除了科技創新，創新涉及到生

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和內地亦可以在
多方面探索創新之路。他先後向大家介紹
了幾個機制創新方面的成功案例。比如，
在他的推動下，廣東、海南、福建先後與
香港方面合作設立了「諮詢委員會」。通
過邀請香港與內地專家加入，為當地的經
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即使在疫情期間，
諮詢和討論也可以通過線上形式進行，在
有效推動當地發展的同時，也已經在內地
形成很好的示範作用。
在公私營機制創新方面，梁振英詳細介

紹了由他牽頭成立的廣東南沙民心港人子
弟學校。作為全國第一所非營利性質的港
人子弟學校，學校在香港註冊內地辦學，
由內地建設校舍，用香港教育機構的標準
來建設軟硬件設施，受到了當地港人的歡
迎，目前已經在籌劃二期。這樣的公共資

源與民間資源合作的創新探索，不僅為港
人解除後顧之憂，也極大促進了當地的發
展。
當天晚間，梁振英還應邀出席了上海市

香港商會第二屆理事會任職儀式，並為新
當選的上海市香港商會會長張國正頒發任
命狀。上海市香港商會前身為中國香港
（地區）商會．上海，為非營利性社會團
體。2021年5月正式在上海市民政局註冊
成為社會團體，並更名為「上海市香港商
會」，梁振英應邀擔任永遠榮譽會長，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為榮譽會長。
新當選的上海市香港商會會長張國正表

示，未來商會將繼續發揚橋樑紐帶作用，
助力港商融入祖國發展大局，進一步尋求
創新商機，為滬港以及內地邊遠地區的經
濟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梁振英（左四）等滬港兩地嘉賓共同啟動「2024年港商創新項目評選計
劃」。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1月28日，深圳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開幕，河

套創科資源跨境流動、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建設、擴大深港民生金融合作等成為政

協委員們聚焦的熱點話題。多位委員提及深港合作有利於兩地前沿研究、人工智能、醫療

研究、高端人才培養等領域的發展，並從河套試點「深港創投通」、實現「一證通深港」

等方面提出進一步促進深港協同創新發展建議。

◆深圳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開幕，多位委員從河套試點「深港創投通」、實現「一證通深港」等方面提出
進一步促進深港協同創新發展建議。圖為深圳市領導與港澳委員座談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1月
28日上午，新疆舉辦自治區兩會新聞發布會。今
年新疆兩會最大的亮點，是首次邀請外賓旁聽、
外媒報道。
發布會由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陳雪亮主持。

發言人介紹，自治區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將於1月
30日上午開幕，會期四天；自治區政協十三屆二次
會議將於1月29日上午開幕，會期三天半。
這是新疆首次召開自治區兩會新聞發布會，同

時也是自治區兩會首次設立新聞中心。而今年新
疆兩會最大的亮點，則是首次邀請外賓旁聽、外
媒報道。其中，外賓部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有關
成員國、觀察國、對話夥伴國駐華使館官員，上

海合作組織秘書處、中亞區域經濟合作學院等國
際組織代表旁聽。外媒部分則邀請有土耳其阿納
多盧通訊社、印尼安塔拉國家新聞通訊社、新加
坡海峽時報、哈通社等四家外國媒體，以及香港
大公文匯、南華早報、鳳凰衛視、澳門日報等十
家港澳媒體。歷史性展現新疆的開放與自信。
近年來，新疆在紛繁複雜的國際輿論場上具有

重要話題度。此番「三個首次」全新亮相的自治
區兩會，將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新時代的新疆、
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新疆實踐；客觀認知
新疆依法反恐維穩、推進高質量發展、充分保障
人權、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各民族優秀
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新疆兩會首邀外賓旁聽外媒報道

港區深圳市政協常委、香港大學李嘉誠
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設立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大協同的公共衞生管
理體制。建立大灣區共同參與的公共衞生風險協
同防控機制；制定大灣區資源協同和共研共享機
制，強化生物樣本等關鍵樣本的合法流通與分
享，深化合作；借鑒香港「醫健通」平台，建立
「灣區通」平台，健全信息共享和交流機制；創
新人才培訓、加強公共衞生人力資本建設。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施榮忻：
加快深港跨境交通建設，進一
步完善北環線規劃。建議北
環線支線可沿途在港深創
科園設置站點，以港深創
科園的東部連接至古洞北
新發展區，支持興建福鄰
小口岸，大幅度改善港深創
科園對外的交通聯繫。建議落
實北環線從古洞站東延，真正接駁香港羅湖、文
錦渡和新界北部新市鎮的各發展節點，完善香港
將來的北環線、東延線口岸和深圳的文錦渡、蓮
蓮塘/香園圍口岸接駁的規劃設計, 做到無縫連
接，方便旅客。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曾晞雯：
深港合力推進青少年交流交融，創設非盈利性質
的「深港青少年交流交融發展引導基金」；規劃
更多深圳學校與香港學校「結對子」，安排港生
在深圳當地家庭寄宿，體驗深圳的家庭生活，了
解當地的風俗習慣和飲食文化，建立深圳品牌遊
學項目。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鴻榮源集團有限
公司總裁賴俊霖：
多角度優化深港跨境消費服務
體系，促進深港兩地居民
在跨城消費、生活方式等
方面的交流融合，包括
鼓勵品牌跨境開店、信
息互通，打造口岸消費
商圈等，助力深港消費市
場做大做強。以沙頭角深港
融合商圈為試點，優化口岸服務，加快口岸片區
的升級改造，引入教育醫療、文化藝術等更豐富
的品牌業態，營造兩地遊客無縫銜接的全渠道消
費體驗，激發跨境消費的潛力。

港區委員建言深港合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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