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辦條件

兩地牌車：大多需以註冊在廣東
的公司為名義申請，且有納稅要
求；可以為內地公司或外資公司

港車北上：需要香港居民身份，
沒有配額限制，也沒投資納稅及
特定身份等條件限制

出入口岸

兩地牌車：可以由深圳灣、文錦
渡、沙頭角、皇崗、蓮塘、港珠
澳大橋等口岸出入廣東

港車北上：目前只能經港珠澳大
橋口岸出入廣東

停留時間

兩地牌車：每次北上廣東等區域
連續停留不可超過90天

港車北上：每次北上廣東後連續
停留不得超過30天

行駛區域

兩地牌車：粵Z車牌一般只能在香
港及廣東行駛，如需開往外地可爭
取額外申請；FV車牌可全國通行

港車北上：只能在香港以及廣東
地區行駛

粵港兩地牌車與「港車北上」區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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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放寬兩地牌車申辦
5月1日起推行四便利措施 助力往來粵港經商購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在

「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熱潮不斷升溫的同

時，粵港澳兩地牌車申辦將放寬！廣東交警28日

公布，為更好滿足三地居民跨境通行需求，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廣東省公安廳在總結前

期兩地車管理情況基礎上，進一步優化車輛管理

政策，將於今年5月1日起推出取消關聯核查納

稅要求、延長指標有效期、優化非營運小汽車免

檢、放寬主駕駛人備案車輛數量四項便利措施。

有香港車主表示，此舉將有利於更便捷地來往粵

港經商、購物及自駕旅遊，助建粵港澳大灣區優

質生活圈。

四項便利措施
◆取消申辦不同類型「兩
地牌」指標的關聯核查
納稅要求

◆統一調整資格類、人才類
及投資高新企業類「兩地
牌」指標為長期有效

◆優化申辦兩地牌的港澳
非營運小汽車免檢措施

◆放寬主駕駛人備案車輛數
量，不受車輛數的限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5月1日起，粵港澳兩地牌車輛管理有優化。」廣東
交警表示，首先，取消申辦不同類型兩地牌

指標的關聯核查納稅要求。對已經以納稅條件申辦投資
類指標的，同一申請人再申辦資格類、人才類、捐贈類
等其他類型指標，及以投資高新企業條件申辦指標時，
不再核查相關投資類指標內承單位的納稅情況，凡符合
對應條件的即予辦理。
同時，統一調整資格類、人才類及投資高新企業類兩

地牌指標為長期有效。2019年 4月 15日後申辦的資格
類、人才類及投資高新企業類兩地牌指標有效期由五年
調整為長期有效，辦理《粵港澳機動車往來及駕駛人駕
車批准通知書》延期時，無須再次提供相應資格條件證
明。
廣東交警還透露了優化申辦兩地牌的港澳非營運小汽
車免檢措施。在香港、澳門首次註冊登記六年以內的九
座（含）以下非營運小汽車，申辦兩地牌時免於上線檢
驗。已辦理兩地牌的九座（含）以下港澳非營運小汽車
（不包括麵包車），自港澳地區註冊登記之日起十年以
內僅上線檢驗一次，即第二、四、八年免上線檢驗直接
申領檢驗合格標誌，第六年須上線檢驗；十年（含）以
上的每年上線檢驗一次。不過，在內地發生過造成人員
傷亡的交通事故或者非法改裝被依法處罰的車輛，仍按
原規定周期檢驗。
「此外，放寬主駕駛人備案兩地牌車輛的數量。」廣
東交警指出，凡符合條件的主駕駛人，可備案相應兩地
牌車輛，不受車輛數的限制。
香港車主曾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港車北上」
與粵港兩地牌車目前各有優勢。譬如「港車北上」需要
香港居民身份，沒有配額限制，也沒投資納稅及特定身
份等條件限制，但仍只能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入廣東，
每次北上廣東後連續停留不得超過30天。而粵港澳兩地
牌車大多需以註冊在廣東的公司名義申請，且有納稅要
求，但口岸方面可「就近」申請深港口岸出入，每次北
上廣東後連續停留不可超過90天。隨着今次粵港澳兩地
牌車輛管理優化，將進一步便利兩地牌車通行，特別是
放寬了主駕駛人可備案車輛的數量，不受車輛數的限
制，加上兩地牌車不受大灣區城市限行限牌影響，如此
更加便利來往粵港經商、購物及自駕旅遊。

加速推動大灣區互聯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近年加速融合發展，譬如相比2019年
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車輛86萬輛次，去年飆升
至326萬輛次，增幅近2.8倍；今年僅前四個月便達158
萬輛次，比2019年全年還多出近84%。」廣東省交通運
輸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隨着大灣區建設穩步推進，粵
港澳三地人員往來、經貿合作更加緊密，越來越多港澳
居民到內地居住、經商、就業、旅遊；僅目前已有逾30
萬人次港澳居民參加廣東養老、工傷、失業保險等。因
此，不論是「澳車北上」「港車北上」政策還是粵港澳
兩地牌車輛管理優化便利措施，均進一步促進粵港澳人
員車輛往來便利化，加速推動大灣區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邊檢部門預計，即將到來的「五一」假期，
港珠澳大橋將迎來新一波「北上熱」，客流
車流有望再創新高。廣東交警亦表示，「五
一」假期港澳車輛跨境北上預計增多，屆時
謹防高速公路144個易堵路段，涵蓋京港澳高
速、廣澳高速、廣深沿江高速等熱門高速路
段，呼籲民眾科學安排行程，錯峰錯時出
行。而港珠澳大橋針對可能出現的因通關問
題導致的車輛排隊，提前和口岸部門溝通協
調，完善相關工作預案，保障車輛安全有序
通行。

料假期首日廣東將迎車流高峰
廣東省交通運輸廳表示，今年「五一」五

天假期實施七座及以下小客車免收通行費政
策，公眾出行、出遊需求會集中釋放，廣東
高速公路將以探親、出遊車流為主，小型客
車佔比較高；預計廣東高速公路路網日均車
流量約882萬車次，其中「五一」假期首日便
達約968萬車次。廣東交警預測全省高速公路
車流量將持續高位運行，主要有三波出行高
峰，出程高峰出現在4月30日14時至22時、
5月1日10時至15時，返程高峰出現在5月5
日12時至20時。

同時，廣東交警公布「2024年廣東省高速公
路『五一』假期擁堵點信息表」，共有144個高
速公路路段易堵，涵蓋京港澳高速、廣澳高速、
廣深沿江高速、廣佛肇高速、莞佛高速、珠三
角環線高速、廣中江高速、惠深沿海高速等路
段，分布在珠三角乃至粵東西北地區。廣東交
警呼籲民眾科學安排行程，錯峰錯時出行。
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會同省交通運輸廳分
析研判了「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易堵點段、
繁忙服務區、收費站、熱門旅遊景區，各地

將嚴格落實「一堵點一方案」，會同高速公
路「一路多方」加強分級分類科學管控，視
情採取定點駐守、交替放行、遠端分流等措
施，最大限度減少交通擁堵。
廣東交警提示，「五一」假期廣東雨水不
放假，提醒司機雨天行車務必放慢車速，與
前車保持距離，打開示寬燈，謹記「降速、
控距、亮尾」。在高速上發生輕微交通事
故，牢記「車靠邊、人撤離、即報警」，避
免二次事故。

◆港澳車輛
今年以來跨
境 出 行 大
增，圖為港
澳車輛經港
珠澳大橋通
關。
香港文匯報
廣東傳真

◆5月1日起，廣東放寬兩
地牌車申辦政策，粵港澳
兩地牌車輛管理推出四項
便利措施。圖為兩地牌車
通過拱北口岸出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2024年
第八屆中國科幻大會京港澳科幻融合論壇28日下午
在北京首鋼園舉行，京港澳三地的專業代表同台探
討科幻未來。香港立法會議員、高才通人才服務協
會創會會長尚海龍在論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應聯通京港聚集人才共推科幻產業發展，「武俠是
中國式科幻，京港可聯手共築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幻
未來。」科幻作家劉慈欣認為，人類延續的最大希
望就是科技進步，「百年後回望，現在才是改變的
開始。」
「京港應把科幻產業化當成一個很重要的話題認
真討論」尚海龍認為，香港科幻產業化從迪士尼開
始，香港迪士尼對香港旅遊產業有里程碑意義。科
幻有多種產業化方向，主題公園就是其中一個很好

的方向，因為它能夠承載許多人的夢想，能給人帶
來夢想成真的沉浸式體驗。他表示，香港有科學研
究的深厚底蘊，還產生過倪匡這樣的科幻大家，
「我甚至認為金庸也是個科幻作家，武俠是中國式
的科幻。」

倡推內地與香港青少年科幻交流
尚海龍指出，內地有大量承載空間，香港有很好
的科學基礎、科幻文化，內地與香港更應共同構築
民族特色的科幻發展未來。香港要扮演好更多的外
循環角色，承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一個支點。「科
幻是一個非常通用的、民心相通的對話語言，應該
推動內地和香港青少年之間的科幻交流。」他表
示，青少年的思維是非常相通的，科幻交往越多，

越能減少誤解，增進理解，同時也可增強香港青少
年對祖國發展的信心。香港和內地的青少年一起攜
手暢想祖國更好的明天，用「一國兩制」之力做中
西文化的交融。「要推動多地青年之間的思想碰
撞，才能夠讓科幻發展得更好，讓越來越多的中國
式科幻產品落地，借助香港橋樑走向世界。」
劉慈欣在科幻大會表示，對未來預測很困難，

「過去對未來的預測很少有準確的」。他指出，信
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或多或少掩蓋了其他領域的快速
發展，期待信息技術以外的領域如能源、材料等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他預測，「未來文化產品的提供
者可能就完全消失了！」
科普是科幻的科學基石，科幻是科普的翅膀。京
港澳地區擁有完善的產業體系、豐富的人才資源，

為科技創新和科幻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
件。與會者希望，京港澳地區的科幻創作繁榮發
展，為科技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意和靈感，培養
更多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科技人才，持續為
科幻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京港澳借助
科技創新和科幻產業發展，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
產業變革的步伐，共同攜手構建符合新時代特點的
高科技產業合作的新業態和新模式。

粵發布五一假高速路144易堵點

京港澳科幻融合論壇在京舉行

港議員：聯通京港聚集人才共推科幻產業

◆尚海龍在大會現場發表主旨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