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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支持香港、
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點，積極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香
港代表團昨日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多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就大灣區創新發展提出建議，提出透過
加強與周邊口岸的溝通和合作，提高整個區域的通關效
率，加快推進「灣區一港通」，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貿
易「單一窗口」交流合作，加強市場整合，期望深化內地
與港澳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綜合報道

��

��

�� �0 �

灣 區 創 新 發 展之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昨日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
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啟剛在會後表示，體育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
點，是對體育產業的肯定，也是對體育產業未來發展、在整體國家經濟部
署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新火車頭。未來香港要協助國家一起做盛事體育經
濟，香港站位要更大，如做好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在體育場地上要有
布局合作。
2025年，香港要和澳門、廣東一起辦全運會。霍啟剛指出，人流、資金
流甚至電視轉播等問題一一浮現，在體制與銜接方面粵港澳要一起解決。
另外，賽後還要延續合作，一起舉辦比賽，比如有「灣區盃」等屬於粵港
澳自己的體育品牌，以體育為載體，融合大灣區不同城市和不同體育項
目。

增軟實力提升話語權
霍啟剛強調，「體育強國」除了金牌、全民體育、全民健身外，體育品

牌也很重要。「我們需要國際話語權，要增強軟實力，要有自己的品
牌。」霍啟剛說，中國那麼多人口，有資源、有經驗，辦比賽世界一流，
無人可比，因此應該將在國際組織中的體育話語權爭取回來，「在這方面
我們如何更好地協調，一起走出去，值得探討。」

國家鼓勵香港積極參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一班香港青年早已
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北上開
拓屬於自己的一片天。香港文匯

報昨日追訪兩名參與特區政府勞工處「大灣區青年就
業計劃」的港青，其中，在英國完成醫藥學碩士課程
的女生潘可為，看準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
展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機遇，去年透過該計劃入職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深圳分公司的審計員，累積融資、
財務經驗，為日後創立自己的醫藥科研公司鋪路。
去年在英國醫藥學碩士畢業的潘可為，人生第一份工
作，就是和其專業完全不搭界的初級審計員。她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娓娓道出兩者的關連性，她指出科研
離不開產業化，需要資金支持科研工作，故想透過審計
員的工作，掌握融資理財學問，有助日後創業。
「做審計是個很辛苦的工作。」由去年9月入職至今
快半年的潘可為，其生物醫藥專業的背景，居然也發
揮於審計工作上，她說：「人生沒有浪費了的知識，
一切會發揮作用。」去年11月，她的經理有意爭取一
個尖端醫藥科研公司的項目，想起潘可為的專業背
景，連忙向她求教。
剛好潘可為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最先進的細胞療
法，和該醫藥科研公司的專業對上口。潘可為用了4小
時，向經理惡補相關市場資訊，以及醫藥科研最新動
向，經理傾囊相授，最後在潘可為的協助下，公司成

功拿下這個項目，令公司上下對她刮目相看。

累積業務經驗 專業不會浪費
潘可為表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讓自己有機
會接觸醫藥方面的審計工作，加強她對醫藥公司運作
的了解。而這個計劃合約期18個月，約滿後如果獲會
計師事務所續約，潘可為希望調回香港總部工作，進
一步吸收香港市場的金融、財會運作，為自己的人生
規劃累積經驗。
她對「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有挺好評價：「這個
計劃，促進了兩地專業青年流動，未來有助促進兩地
產業合作，相輔相成。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融
合、互補，是大勢所趨，順應潮流自然相得益彰，背
道而馳則阻礙大灣區尤其香港的發展。」
她也對香港融入大灣區合作發展國家生物醫藥科技

產業鏈充滿信心，「香港兩大醫學院有頂尖的科研力
量，背靠大灣區，能得到充足的臨床實驗數據，而大
灣區醫藥研發亦累積很雄厚的研發、生產能力。若香
港的醫藥認證系統成熟、獲得國際普遍認可，內地的
好藥經由香港推向國際市場，國際好藥經由香港進入
龐大內地市場，會形成一個難以估量的龐大醫藥市
場。而香港成立門戶公司、國際銷售平台，大灣區其
他城市做研發、生產基地，會是醫療科技板塊的成功
『前店後廠』模式，有機會再次創造兩地雙贏騰飛奇
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北上做審計建功 港青鋪路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現年

26歲的倫焯誠，去年參與「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到工聯會大灣區社會服
務社廣州分部工作，為在內地生活的
港人提供協助。他說：「相比香港，
內地生活節奏慢不少，生活成本低，
高度數碼化十分便利，加上市場廣
闊，無論工作還是娛樂，選擇都多得
很，生活質量比香港好很多。」加入
工聯會大半年，給他無比滿足感、改
變人生方向，希望未來繼續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做社會工作。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倫焯誠，中學畢
業後赴廣州暨南大學就讀旅遊管理學
系，2021年大學畢業後，由於喜愛內
地生活，加上疫情期間在香港求職
難，最終選擇留在廣州，進入一家日
用品企業做營銷工作，負責產品銷售
企劃、設計海報、製作短視頻等。他
說：「在香港找工作不太難，但較難
找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工作。內地市場
大、商企更為多元化，工作類型多很
多。」
在日用品企業工作的月薪為人民幣
7,000元，與香港薪資水平相差頗
大，但他有自己考量：「雖然工資低
點，但內地生活成本低，消費便宜。
而且剛踏入社會，學習經驗很重要。
即使未來回香港，有跨境工作經驗，
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到內地升學的經歷，也使他切實體
會到國家的富強，「回內地讀大學，
參加不少與內地省市青年交流團，到

各地考察國情，感覺祖國今天的繁
榮、穩定來之不易。」

兼任社會工作幫助養老港人
倫焯誠去年從媒體報道得悉，勞工
處「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恒常化，
便立即申請，同年6月加入工聯會大
灣區社會服務社廣州分部：「相比以
前的工作，工會工作真的變化很大。」
他日常的工作，就是給在廣州求學、
工作、養老的港人提供各種協助。
他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2月，接

獲義工轉介求助個案，一名在廣州獨
居的八十多歲香港長者微信失靈，難
以與香港親友聯絡，老人十分焦急。
倫焯誠和同事立刻到求助人寓所，修
正錯誤操作，讓微信恢復正常運作，
老人十分感激。翌日，老人再次致電
求助，倫焯誠連忙再到長者家中，幫
對方完成實名認證步驟，微信這次徹
底正常。
倫焯誠表示，微信已經深入內地所
有人的生活，不僅通訊功能，衣、
食、住、行、政府事務，均能透過手
機解決，長者即使不太懂使用智能手
機，也已離不開微信平台。香港有大
量長者難以承擔香港高昂居住支出，
選擇回內地養老，產生許多適應問
題。他說：「我們能幫助他們安度晚
年，很有成就感。」
他又稱讚「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很多港青也想回內地發展，這個計
劃給他們一個實現理想的途徑。」

霍啟剛倡打造「灣區盃」體育品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發言表示，實現大灣區更好的發
展，交通便利是一個重要因素，讓灣區內的城市可以更

快、更便捷連接起來。她指出，港珠澳大橋是連接香港、珠海
和澳門的重要通道，需要與其他交通方式，包括周邊高速公
路、鐵路等交通方式的連接和配合，提高整個交通網絡的效率
和服務水平，透過加強與周邊口岸的溝通和合作，實現協同工
作，提高整個區域的通關效率和服務水平。

探討內地車借道港部分公路往港珠澳橋
鄺美雲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框架下，通過一些技術
的處理，讓深圳的車借道香港部分公路設施，直接前往港珠澳
大橋，這是提高港珠澳大橋使用率的可行方案。透過多地政府
的協商，把港珠澳大橋運營上升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層面，
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在大橋的使用上，把「兩制」差異
最小化，把「一國」的優勢最大化。
同時，她也建議，適當降低港珠澳大橋的過橋費用，吸引更

多的車輛使用大橋。考慮推出一些優惠政策，例如對經常使用
大橋的私家車或是公車給予一定的費用減免，鼓勵更多的車輛
選擇使用大橋。同時要優化通關服務，對港珠澳大橋的通關流
程進行優化，減少不必要的環節和手續，提高通關效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至頴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條件複
雜，當中同時涵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三種貨幣」，沒有先例可循。因此，規則機制的聯通
對接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點，可探索更多突破路徑，提升

區內市場要素流通效率，通過規則銜接增強區內創新協同的效
能。
他又指，粵港澳大灣區在規則銜接的20個典型案例，過半都

是出自前海、橫琴和南沙等三大平台。在推廣三大平台對接港
澳規則銜接的成功經驗時，各地方政府應諮詢業界，了解其適
應所需的時間和條件，設置適當的適應期及相關政策，務求業
界順利過渡適應期，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物流，進而加強市場
整合。

優化數據認證機制便利數字經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德斌則指，數據是發展數字經濟的生產

要素，首先從粵港澳大灣區為起點，在《粵港澳大灣區個人資
訊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的基礎上，增加認證機制和負面清
單制定；同時，通過對標國際上其他認證機制，利用香港的高
度國際化特殊地位，吸引國際企業在香港進行跨境數據處理，
將香港打造為國際數據樞紐。
他認為，要發展香港的數字產業，必須與深圳深度聯動。有

必要把河套的「一區兩園」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理
順，建議設立科技企業和科研人員白名單、一千億雙幣風險投
資基金和數據專區，有機合作發展關鍵技術，引領全球科技發
展至高地。

提升周邊口岸協調增通關效率 拓展對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合作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就大灣區創新發展提出建議。圖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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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區代表建議，深圳的車可借道香港部分公路設施，直
接前往港珠澳大橋。圖為港澳車輛春節期間經港珠澳大橋
口岸出入境。 資料圖片

北上灣區北上灣區

▲潘可為（右一）隨公司高層走訪在粵港商。

◀潘可為喜愛旅行，圖為在上海東方明珠塔打卡。

◀倫焯誠走訪了內地很多城市。

▲倫焯誠探訪在廣州養老的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