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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关注

委员踊跃建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建设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要开展包括经贸在内的更全面合作

■统筹：新快报记者 吴晓娴 ■采写：新快报记者 吴晓娴 李佳文 何生廷 ■摄影：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要吸引外
部的人才进去， 就必须有一些优惠的
政策。 ”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广核集团
总经理张善明在此次政协会议上重点
关注推进深港科技合作区税收政策改
革的问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坦言：“合
作区不是把一个区域围起来就行，比
如企业进来要申请科研经费还要交所
得税，就没有吸引力了。”他说，坚持合
作区“视同境外”战略定位，对标是否
有利于吸引香港和国际科研人员、是
否有利于源头创新、 是否有利于制度
创新、是否有利于解决“卡脖子”技术
等目标， 当前税收和征管制度与实际
需求还存在很多不匹配。 不利于高端
科技人才流动和集聚、 减轻区内企业
负担、 科研创新要素流通和合作区货
物交易流通。

他表示，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
区位优势突出， 产业规划定位也很明

确。 下一步需要尽快落地相关税收政
策，并进一步打通物流环节。以个税为
例， 针对非居民个人在围网区域内取
得的所得，视作境外所得，免征个人所
得税， 针对合作区高端人才认定目录
内的居民个人在围网区域内取得的综
合所得， 参照个人所得税法征收个人
所得税，最高适用15%的税率。

省政协常委霍启山同样聚焦粤港澳
青年交流与发展， 就如何进一步吸引港
澳青年来内地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作为香港广东青年总会主席， 霍启
山一直协助推动香港青年认识内地。
2019年，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及香港特
区政府推岀了各类优惠港人的政策，例
如广州的“五计划一平台”、香港特区政
府支持跨境创业的“青年发展基金”等。

不过， 他发现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
仍然存在困难， 比如部分港澳青年创业
创新能力不足，创业模式不成熟。部分青
创基地对扶持项目的市场需求和预期收
益缺乏充分评估和重视， 出现成功孵化
率或成果转化率低下的现象。同时，参与
港澳青创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团体众多，
欠缺协调机制和整体规划、规范和指导。

针对港澳青创工作中的问题， 他在
提案中建议，政府及青创基地要选对人，
聚焦于愿意接受到内地发展及有创业能
力的青年。其次，要改革创新现有的青创
支持模式，改善资源碎片化的问题，可设
立大湾区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协调机构，
重点加强港澳青创基地在财税政策、平
台服务、资源对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政策供给。

霍启山提到，他本人在去年年底成立

了“国际青年发展联盟”，将积极对接及
整合粤港澳市场、政府及社会的资源，推
广“双创2.0”。 他表示：“联盟将建立港澳
创新人才精准识别与项目筛选的评估机
制， 把项目推荐到符合该城市功能定位
的基地，减少资源错配，让资源使用效率
有所提高。 ”

此外， 还要为不同年龄层的港澳青
年提供精细化的培训和指引服务。 他认
为，对初创企业而言，要提高其生存率必
须为他们提供良师指导计划， 让有经验
的管理人为创业者度身定做指引， 教导
如何享用优惠政策、申请资金支持、有关
内地法规注意事项、拓展市场等。

近年来，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合作交流也逐步
深化， 但是粤港澳三地暂未设立一站
式的知识产权处理机构， 知识产权制
度的不一致、 管理机制不统一都制约
了大湾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开展。
省政协常委、 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
基煇带来了有关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知
识产权保护的提案。

郭基煇在提案中指出， 由于大湾
区知识产权合作目前还存在知识产权
制度不一致、管理体制不统一的问题，
当内地与港澳相互之间面临知识产权
纠纷时，不同地区对知识产权的认定、
侵权行为及侵权后果等方面有诸多不
同规定， 使得在粤港澳任何一地的仲
裁或法院判决， 在其余两地都难以得
到同时承认并执行。

针对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保护的
现状，郭基煇的提案给出了三个建议。
首先， 他建议广东省设立一站式处理
知识产权机构， 集中专业人员从事知
识产权认证及后续保护工作。 他以香
港为例子， 香港的一站式知识产权平
台包括：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音像联
盟协会、音像版权授权协会等。这些机
构在得到创作者的授权委托后， 将其
作品集中认证并予以保护， 同时按照
一定比例收取费用。

其次是通过香港的仲裁机构解决

内地与港澳间的知识产权纠纷。 他解
释， 当前香港的国际仲裁中心依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运行， 是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及法律效
力的仲裁中心。 根据《纽约公约》及香
港分别与内地和澳门所签署的关于相
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在香港仲裁
中心的裁决结果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
到承认和执行。所以，当大湾区内不同
制度的地区间出现知识产权纠纷时，
可直接在香港进行仲裁解决，起到“一
锤定音”的效果，裁决结果也在粤港澳
三地均具法律效力，并可执行。

他还建议， 大湾区内各地市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进一步
优化大湾区创新发展环境。

� �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粤港澳深度合作
示范区，这就要求我们除了经贸交流
以外，要开展更全面的合作，由此形
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模式。 ”
省政协委员、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
长杨道匡建议，将澳门的部分自由港
政策延伸到珠海横琴，解决内地与澳
门存在的制度差异问题，形成生活和
营商环境逐步趋同的粤澳深度合作
示范区。

省政协委员、中广核集团总经理张善明：
落实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内的税收优惠政策

省政协港澳特邀委员林至颖认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追求产业升级，迈
向国际一流水准的过程中， 涉及三地制
度和文化的有机整合。

据统计，目前内地就读港生达到15000
人， 每6名读大学的港人就有1名在内地就
读，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广东省内。林至颖
表示， 目前在粤港生的就业困难在于缺乏
有效的资讯指导他们装备技能， 以备职场
发展。《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数
2018》显示，香港青年普遍认同广东的居住
环境更好，具备更多发展机会。

但香港青年缺少内地人脉、 不熟悉
内地职场环境，缺乏有效职场发展计划。
因此， 他建议成立大湾区港生就业支援
中心，从学生选校选科、到校园生活适应
及学习辅导、到实习铺垫、到求职、再到

就业支援。资讯提供方面，中心应开发应
用程序、设置网站，重点介绍广东省院校
概况和湾区的行业发展和所需职业技
能，并提供咨询服务。

省政协常委郭基煇：
建议通过香港仲裁机构解决大湾区内知识产权纠纷

省政协常委霍启山：
建议设立大湾区港澳青年创业协调机构

省政协港澳特邀委员林至颖：
成立大湾区港生就业支援中心指导其职场计划

� � � �昨日，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会期进入第二
天，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政
协委员使用的高频词。 如何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多位委员在会上踊跃建言。

省政协委员、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副会长杨道匡：
将澳门的部分自由港政策延伸到珠海横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