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
20242024年年33月月202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3月20日（星期三）

2024年3月20日（星期三）

A10 ◆責任編輯：李海月

北上廣擴科創領域外資准入試點
國務院發文：扎實推進高水平開放 更大力度吸引利用外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內地再推擴大開放新舉措並加快落地。國

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

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

（下稱「行動方案」）提出，擴大市場准

入，提高外商投資自由化水平，開展放寬科

技創新領域外商投資准入試點，允許北京、

上海、廣東等自由貿易試驗區選擇若干符合

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基因診斷與治療技術

開發和應用等領域進行擴大開放試點。繼全

面取消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大幅放寬金融

業外資准入限制後，中國在科技創新這一全

球發展的前沿領域主動擴大開放，對外釋

放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政策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扎實推進高水
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
方案》的通知，提出開展放寬科技創新領
域外商投資准入試點。
於2022年正式入駐廣東醫谷南沙產業園

的廣州潤生細胞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是一家專注細胞醫藥研發與臨床轉化研究
的外資民營生物科技公司，腫瘤個體化精
準免疫治療是該公司的一項治療腫瘤的核
心技術。對於行動方案中特別提到「允許
北京、上海、廣東等自由貿易試驗區選擇
若干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基因診斷
與治療技術開發和應用等領域進行擴大開
放試點」的相關內容，廣州潤生細胞醫藥
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阮潤生表示十分
期待。
「一直以來我們都希望通過全方位的平
台建設，為新抗原的篩選和多種藥物的研
發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將我們的專業
技術應用於更多醫療機構和患者，行動方
案提出在廣東自貿區擴大基因診斷與治療
技術開發和應用等領域的試點，正符合我
們公司的發展目標，接下來我們也會了解
申請試點的條件。」阮潤生說。
他還指出，隨着試點範圍的擴大，也將吸
引越來越多相關領域的外資企業進駐南沙，
推動基因領域上下游產業在南沙形成集群效
應。「在越來越多的政策利好下，我們也希
望打造出一個集科學發展、人才培養、利益
共享的創新科技平台，為廣州乃至大灣區的
生物醫藥產業作出更多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辦
近日印發《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
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提出，「支持外商投資
企業與總部數據流動」，粵港澳大灣區將探索制
定規則和推進試點。該文件提到，制定粵港澳大
灣區跨境數據轉移標準，依託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等重大合作平
台，建立港澳企業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探索建立
跨境數據流動「白名單」制度，穩步推動實現粵
港澳大灣區內數據便捷流動。
文件中強調，規範數據跨境安全管理，組織開

展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規範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
同備案等相關工作，促進外商投資企業研發、生
產、銷售等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

積極參與跨境數據全球治理
同時，中國也將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動的全球
治理。此份文件提到，將全面深入參與世界貿易
組織電子商務談判，推動加快構建全球數字貿易
規則；探索與《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成員方
開展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加快與主要經貿夥伴國
家和地區建立數據跨境流動合作機制，推動構建
多層次全球數字合作夥伴關係網絡。

早在2021年年中，滴滴「搶
跑」美國上市，引發中國公司境
外上市需納入跨境數據審查等相
應監管，以移動互聯網公司為代
表的中概股赴美上市遇阻。數字
經濟時代，無論外商投資、外企
日常經營還是中國企業「走出
去」都面臨着數據要素跨境流通
問題，相關監管規則的制定提上
日程。近兩年，中國先後完成
《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
人信息保護法》等立法，發布
「數據二十條」、《規範和促進
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定（徵求意見
稿）》等。隨着相關法律法規的
完善，到2023年四季度，從赴美上市的審批看，
跨境數據監管逐步開閘，有市場數據統計，截至
2024年1月，超過80家中國公司通過網信辦的跨
境數據審查以及主管部門和金融部門的審批，拿到
海外上市許可。

探索建立跨境協同等機制
在數據跨境流動創新探索上，粵港澳大灣區一

直擔當先行先試的重任。去年底，國家互聯網信
息辦公室、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發布《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
同實施指引》。專家分析，後續大灣區探索數據
跨境流動規則，在科研、口岸等特定領域數據跨
境至港澳方面探索制定管理辦法、細則等，探索
建立閉環監管、跨境協同等機制，探索數據要素
確權和定價規則等。

深圳市前海雲端容災信息技術有

限公司是一家致力於數字軟件開發

的港企。公司創始人李德豪博士受

訪表示，「大數據對於粵港澳大灣

區科研界來說是一座蘊藏着無盡財富的寶庫。多

年來，公司潛心鑽研數據隱形交易技術，努力打

破黑箱，為科研界提供更為透明和高效的數據交

易服務。」李德豪介紹，近日，公司正在與廣深

兩地的數交所討論合作，目前已找到明確的分工

方向。數交所作為專業的交易平台，匯聚了眾多

買賣數據的企業，能夠提供龐大的市場，而前海

雲端容災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則可憑借先進的數據

隱形交易技術，扮演數據可信交付和算力供應平

台的角色，提高數據交易的效率，也為灣區科研

界提供了更為豐富和可靠的數據資源。

李德豪認為，大數據在頂尖科研領域價值巨

大，港澳地區的高校研究項目急需灣區的數據賦

能，如果科研數據能實現跨境，將有利大灣區創

新水平更上一個台階。當前，前海雲端容災公司

正在積極籌備三五個典型案例，希望通過這些實

例來充分展示數據在科研中的巨大潛力。「在這

個關鍵時刻，國家公布了新政策，強調深入推進

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制定支持數字經濟高質量發

展政策，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

這無疑為我們帶來了福音，為我們推動數據走向

國際舞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機會。」李德

豪說。

「白名單」制度意義重大
對於此次國務院新政策中所提的「探索建立跨

境數據流動『白名單』制度」，李德豪認為，過

去在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一提數據跨境，相關

部門和機構就會有畏難情緒，未來如果有「白名

單」制度，一些項目就可以先行先試，逐步推

開，以適應產業全球化的需求，深港澳之間尤其

可以先行推動部分數據跨境流動，探索數據便捷

流動的管理方案。

此前，廣深兩地相關部門均在不同場合提出推

動數據跨境流動。1 月 2 日，前海管理局以 2024

年「一號文件」形式印發出台《深圳市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關於支持人工智能高質

量發展高水平應用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措

施」）。措施特別提及促進數據要素流通運用。

未來，前海將積極引進數據服務企業，加快數據

採集、清洗、標注、評價、資產評估等服務發

展，鼓勵建立人工智能訓練數據資源庫、標準測

試數據集等數據共享平台。試點數據資源入表，

促進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支持香港企業、科研機

構在前海合作區設立專業機構，試點提供跨境數

據庫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

今次公開發布的文件，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各
省區市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和直屬機構，該

文件早於今年2月28日就已下發。文件中提到，外
商投資是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推動中國經濟與
世界經濟共同繁榮發展的重要力量，更大力度吸引
和利用外資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
念，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鞏固外資在華發展信心。

全面取消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
文件共提出5方面24條對外開放舉措。在擴大市

場准入方面，合理縮減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健
全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持續推進
電信、醫療等領域擴大開放。
除「放寬科技創新領域外商投資准入試點」外，

文件提出，擴大銀行保險領域外資金融機構准入，
重點開放領域涉及銀行卡清算業務、商業養老保
險、健康保險等。同時，拓展外資金融機構參與國

內債券市場業務範圍，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
構按規定參與境內債券承銷，研究穩妥推動更多符
合條件的外資銀行參與國債期貨交易試點。
文件提到要加大政策力度，提升對外商投資吸引

力。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和外資項目清單，
加大外資在先進製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
的支持力度，中西部地區則對外資在基礎製造、適
用技術、民生消費等領域加大支持力度。積極支持
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領域外資項目納
入重大和重點外資項目清單，允許享受相應支持政
策。

加大稅收金融用能支持
在支持政策方面，加大對外資的稅收、金融、用

能等支持。支持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境內發

行人民幣債券融資並用於境內投資項目，推進實施
跨境貿易投資外匯管理便利化政策，並強調一視同
仁保障外資項目合理用能需求等。
此外，文件提出多項優化營商環境舉措，清理違

反公平競爭的行為和政策措施，及時處理政府採
購、招標投標、資質許可、標準制定、享受補貼等
方面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歧視行為；加快推進修改招
標投標法，破除制約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參與招標
投標的不合理限制，公平參與標準制修訂。
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門要 「主動作為、狠抓落
實，切實增強外商投資企業獲得感」，把外商投資
企業關心的實際問題作為突破口，善於用創新性思
維解決矛盾問題，鞏固外資在華發展信心；抓緊細
化實化各項任務，制定時間表、路線圖，推動政策
舉措落地見效。

中國今年以來釋放對外資利好
◆1月11日 國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便利外籍人員
來華5項措施，包括放寬口岸簽證申辦適用範
圍、簡化過境免簽手續、擴大外國人簽證補發
換發「異地辦證」適用範圍等。

◆1月 24日 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
「三聯通、三便利」六項深化措施，包括升級
「債券通」、優化「跨境理財通」、實施港澳
居民購房支付便利化政策、深化數字人民幣跨
境試點等。

◆1月31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
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2月19日 國務院原則同意《上海東方樞紐國
際商務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更好發揮上海
對外開放優勢，創建高度便利的國際商務交流
載體，樹立新時代國際開放門戶樞紐新標杆。

◆3月8日 國辦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支付服務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見》，解決外籍來華人員
支付不便問題。

◆3月14日 中國對瑞士、愛爾蘭、匈牙利、奧
地利、比利時、盧森堡6個國家試行免簽政
策。

◆2024年前3月 中國與新加坡、安提瓜和巴布
達、泰國先後簽署互免簽證協定。

◆3月5日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繼續縮減外資准
入負面清單，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
制措施；保障外資依法平等參與政府採購、招
標投標、標準制定，推動解決數據跨境流動等
問題。

◆3月19日 國辦對外發布《扎實推進高水平對
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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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數字軟件開發港企：數據跨境利科創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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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允許北京、上海、廣東等自由貿易試驗區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基因診斷與治療技術開發
和應用等領域進行擴大開放試點。圖為早前，在上海進博會醫療器械及醫藥保健展區，工作人員展示蔡司
手術顯微鏡。 資料圖片

◆隨試點範圍擴大，將吸引基因領域
上下游產業在南沙形成集群效應。圖為
廣州潤生細胞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
事長阮潤生在實驗室向拜訪者作介紹。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在數據跨境流動創新探索上，粵港澳大灣區一直擔當先行先試的
重任。圖為香港科學院深圳園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