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灣區標準」推

出以來，清單不斷拉長，加速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21

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

至目前，由粵港澳制定推出的「灣區標準」總量已經達到

235項，三地共有3,563家（次）單位參與。香港文匯報記

者梳理發現，已推出的「灣區標準」多數涉及民生領域，

當日公布的十大實施應用典型案例中，過半直接服務於灣

區民生。從一桌菜、一間房、一間診室、一張養老床到一

台電梯、一張證，「灣區標準」守護民生幾乎事無鉅細，

保障大灣區居民吃住行遊購娛醫的安全、便利和高品質。

廣東省市場監管局負責人表示，新一輪9項「灣區標準」

即將實施，涉及灣區科創、政務商務合作、灣區文化民俗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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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項新「灣區標準」將落地

已推出235項標準護民生 覆蓋吃住行遊購娛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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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
港工業貿易署署理副署長邱詩穎表示，每一項
「灣區標準」都是由粵港澳三地共同研制，香
港特區政府也一直鼓勵香港業界參與研制。「按
每項『灣區標準』參與起草情況統計，在已公
布的235項『灣區標準』中，約有500家香港起
草單位。」
邱詩穎表示，這些標準中也有香港團體和
企業擔當牽頭推動研制。例如，香港印刷業
商會在特區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的資助下，
正透過印刷科技研究中心推廣全新概念的包
裝印刷色彩控制方法。邱詩穎介紹，這個技
術容易掌握，使用簡便，可確保包裝上的顏
色在整個印刷過程中保持準確、一致性和穩
定性，同時讓印刷品的色彩對比度更為明
顯。她相信，該標準預計會納入「灣區標
準」清單，有助業界進行質量管理，提高印
刷質素，推動大灣區乃至全國印刷業的發

展。
邱詩穎又提到，在香港重點推動的銀髮經
濟方面，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正合作推動制定照護食「灣區標
準」。若這個標準成功制定及推廣，將有助
業界推出更多適合長者的食品，一方面提升
長者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亦推動食品製造
業及跨境養老的發展。
除了業界，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亦積極推動研
制和應用「灣區標準」。例如，發展局與廣東
省及澳門相關單位合作，就建造技術工人及人
員的技術水平建立「灣區標準」及推行「一試
多證」安排。今年3月，已公布首批兩個工人工
種的標準（即油漆工及砌磚工），相關技術工
人在粵港澳其中一個地方通過考試，均可同時
獲發三地的職業技能證書，未來會推行到其他
工種。這項工作能提升整個大灣區建造業的培
訓質素，並有助培養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由國務院參
事室主辦、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承辦的「2025粵港澳
大灣區論壇」5月20日至21日在廣州舉辦。與會專家認
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存在外部環境巨變衝擊明顯
加大、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不
足、傳統金融體系不適應科技創新要求等問題。專家還
建議可以把香港打造成為內地科技企業赴境外上市的首
選地以及內地養老金的境外配置中心。
國務院參事、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作主旨
演講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六年
多來，粵港澳大灣區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已經進入關鍵
期，但仍面臨外部環境巨變衝擊明顯加大、產業發展仍
有短板弱項，以及城市間競爭存在同質化現象等挑戰。

加快創新合作平台建設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指出，廣東長
期以來基礎研究、原創能力相對薄弱，在關鍵核心技術
存在自主可控不足的問題。此外，由於粵港澳三地存在
制度差異，所以大灣區的協同創新水平仍有待提高。他
建議，應加快創新合作平台建設，以河套深港創新及科
技園建設為重點，培育形成一批深港合作的創新型企
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後
凱也建議，「十五五」時期大灣區可以構建「1+4」五
大共同體為着力點，即在有序推進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
的基礎上，同時打造教育、文化、健康、產業的共同
體。
此外，強化香港的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鞏

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是《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的任務。中國人民銀
行研究局（參事室）副局長（副主任）紀敏指出，聚焦
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建設的定位，配合資產配置及人民
幣國際化的實際需求，近年金融管理部門出台了系列政
策措施，其開放創新力度全國最大。以大灣區內地和港
澳跨境人民幣結算為例，至今年3月末已經達到了38.5
萬億元人民幣。

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不過，論壇上專家指出目前大灣區科技產業金融的良

性循環尚未形成，未來要探索信貸融資支持科創發展的
新模式，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大灣區在國家
發展中更好發揮示範引領作用，尤其是在科技創新和養
老服務領域，可以把香港打造成為內地科技企業赴境外
上市的首選地以及內地養老金的境外配置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深港細胞谷（深圳）醫療科
技有限公司（簡稱「深港細胞谷」）
近日正式落戶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企業將緊密聯動香港，打造覆蓋細胞
與基因治療全鏈條的一站式服務平
台。

推動前沿技術快速臨床轉化
該項目是商務部、國家衞健委、國
家藥監局共同發布《關於在醫療領域
開展擴大開放試點工作的通知》中放
開「幹細胞和基因」領域外商投資政
策在廣東自貿區的首單示範項目，也
是前海夢工場引進的細胞和基因產業
重大平台型企業。
「前海除了有毗鄰香
港的區位優勢、自貿
區政策優勢，還有國
際化的營商環境和人
才政策等多方面保
障，公司由多名外籍
華裔科學家共同創
辦 、 外 籍 員 工 超
20%，前海均給予相
關國際化人才政策配
套。」「深港細胞

谷」創始人史淵源表示。
據介紹，「深港細胞谷」落地前海深
港青年夢工場後，將緊密聯動香港，
充分整合深港兩地在科研、產業、政
策等方面的優勢，推動前沿技術成果
快速實現臨床轉化與產業落地。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指
出，「香港在前沿技術方面具有國際
化的優勢，但是在生產製造這些環
節，必須要和大灣區內地城市聯動，
因為深圳、前海擁有完整的產業鏈
條，為這些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提
供了重要基礎。通過與內地合作更好
地產業化，有助於降低成本，讓更多
港人可以受惠於新技術。」

2025粵港澳大灣區論壇廣州召開
專家倡把港打造成內地科企境外上市首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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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標準」全稱粵港澳大灣區共通執行標準，是指經粵港澳大
灣區利益相關方共同協商確認的，在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實施

的技術標準。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標準創新司司長肖寒表示，「灣區
標準」以清單形式公布，截至目前，已發布的「灣區標準」總數已
經達到235項，覆蓋交通、醫療、食品、養老、託育、氣象、餐飲、
文化等領域。

跨境信息共享「港車北上」秒過關
廣東省市場監管局局長陳新烈介紹，「灣區標準」的軟聯通作
用，有效推動了粵港澳在基礎設施、民生、人文等領域互聯互通。
以基礎設施聯通為例，在「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成為灣區通行
新風尚的背景下，跨域機動車兩項「灣區標準」的推出，為公安、
海關等部門智能監管數據的聯動與共享提供系統支撐，實現快速準
確獲取車輛信息，卡口驗放時長縮短至60秒以內。

養老託兒有標準 造福逾五千家庭
灣區民生是「灣區標準」推出最多、最快的領域，當日公布的「灣

區標準」十大實施應用典型案例當中，有五項直接服務於民生。
以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餐飲為例，粵港澳共同研制的粵菜標準，
使得更多灣區市民能夠享受正宗、安全的粵菜。
對「一老一幼」的照護，同樣事關每個家庭。陳新烈介紹，因應

跨境養老、旅居養老需求上升，粵港澳及時研制了養老機構及嬰幼
兒託育服務的「灣區標準」，培訓從業人才2,550人，服務了粵港澳
5,000多個家庭。

新標準助破解灣區通信基建難題
繼實施235項「灣區標準」後，新一批9項「灣區標準」即將落
地，主要聚焦大灣區科研、政務商務合作、文化民俗等。陳新烈介
紹，在大灣區的科創成果和前沿技術方面，以《信息通信基礎設施工
程規劃設計規範》為例，該標準將有助於實現通信配套基礎設施工程
與城市建設「同步規劃、同步施工、同步驗收」，破解大灣區通信基
站選址困難、管網建設協調複雜、設施管理標準缺失等突出問題，為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通信設施的統籌布局提供技術支撐。
在政務商務合作領域，《法人和其他組織跨境身份認證技術規
範》，將有助於推進跨境電子簽名互認，為企業等法人和其他組織
跨境身份認證提供技術指導，提高跨境供應鏈合作效率。《珠寶零
售企業經營規範》，發揮粵港澳三地珠寶產業比較優勢，將內地在
加工製造方面的先進經驗，以及港澳在珠寶零售方面的先進經驗有
機結合，形成珠寶零售業營商標準。
在文化民俗方面，相關標準更為細分，包括《潮菜 魚丸（湯）》
《潮菜、薑醋蛋》及《進口魚膠追溯通則》3項標準。值得一提的
是，魚丸、薑醋蛋是潮菜中的著名菜餚，魚膠則是深受大灣區居民
歡迎的滋補品，相關「灣區標準」研制將有助於傳統飲食文化的保
存和繼承，推動相關食品產業化和市場化轉型。

聚焦科創政商務合作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
港文匯報記者從發布會上獲悉，目前，「灣
區標準」正從大灣區推廣至內地其他省市。
未來，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支持下，「灣
區標準」將開展更多國際合作，使得「灣區
標準」轉化為國際標準，為國際標準化工作
貢獻中國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以粵菜「灣區
標準」為例，多地正以「灣區標準」為教
材，對海內外技能人才開展烹飪培訓，有
效推動經典粵菜烹飪技藝在更大範圍的華
人文化圈中傳播推廣。又如，2023 年首批
發布的「灣區標準」—《移動電競賽事
用機技術要求和測試方法》，被第 19屆亞
運會寫入賽場技術性指導文件，並用於官
方賽事用機測評認證，確保亞運會 217 場

電 競 賽 事 中 逾 200 台 賽 事 用 機 「 零 故
障」。
市場監管總局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朱忠良
表示，在助力提升「灣區標準」國際化水平
方面，將研究建立工作機制，推動三地制定
的高水平「灣區標準」轉化成國際標準，提
升其國際影響力和認可度。
「總局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是推動『灣
區標準』走出去，把三地實踐證明行之有效
的標準轉化成國際標準。」朱忠良表示，共
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有很多工程項目，
不管是鐵路工程、機場還是港口，相關工作
都涉及到領域內的標準問題。未來，將借助
共建「一帶一路」的平台，把「灣區標準」
延伸至沿線國家和地區，通過「軟聯通」支
撐共建「一帶一路」。

開展國際合作 貢獻中國力量

典型案例及實施效果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類
促大灣區跨境交通數智化升級

●在港珠澳大橋的信息模型創建、智
能運維業務開展、數據共享流通等
方面進行了示範運用，打造「數字
大橋」。

電纜標準護航綠色基建

●廣深港高鐵採用該標準電纜後，可
延長隧道火災逃生時間至40分鐘
以上。

全球數源共建促跨境營商環境數字化

轉型

●便利了內地學生赴港求學，線上申
請開立金融賬戶。

民生融合類
合力推動養老和託幼領域標準

●推動三地養老和託幼服務，開展培
訓、培訓託育和早期發展指導從業
人才累計2,550人次。

醫療服務設標準提升服務質量

●首創5G智能眼科巡診車，實現超
14種常見眼病篩診，準確率99%
以上。

智能家居設備灣區標準

●推動了全國多家頭部企業依據標準
生產23個型號的掃拖機器人，助
力居民生活新體驗。

灣區標準讓居民乘電梯更安全

●已為大灣區700多家單位開展電梯
風險評價，為1,600台電梯出具風
險評價報告，已識別出風險隱患超
1.4萬項。

粵港澳人才一證通三地

●截至今年4月，已有600名學員獲
得粵港澳三地互認的能力認定證
書，培養出一批精通三地職場有效
溝通的高素質灣區人才。

人文相通類
研制粵菜和食品灣區標準

●已推出58項粵菜菜品標準。佛山
據此建成了15家粵菜示範店，粵
東、香港打造了 20 家潮菜示範
店。

破解跨境信用互認難題

●實現企業信用數據不跨境流動前提
下，以信用標識代替企業信用報告
實現跨境流轉。實施以來，三地累
計59家機構依據該標準參與信用
評定，其中57家成功獲得信用標
識和證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牽頭研制多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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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灣區標準」，大灣區首創5G智能眼科巡診車，實現逾14種常見眼病篩診。圖為智能
巡診車在為大灣區居民開展篩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粵菜是「灣區標準」制定的重要領域之一。圖
為粵菜師傅展示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深港細胞谷」正式落戶前海夢工場並啟用運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