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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公平競爭規定應廢盡廢
據廣東省司法廳副廳長王光輝介紹，廣東將從三個

方面具體推進《實施方案》的落實。第一，嚴格貫徹
落實《市場監管總局等四部門關於進一步推進公平競
爭審查工作的通知》，出台《廣東省公平競爭抽查工
作辦法（暫行）》《廣東省公平競爭審查會審工作辦
法（暫行）》《廣東省公平競爭審查舉報處理工作辦
法（暫行）》等配套制度，着力優化公平競爭審查機
制，提高公平競爭審查的有效性和約束力，保障公平
競爭審查制度落細落實。

第二，凡涉及市場准入、產業發展、招商引資、招
標投標、政府採購、經營行為規範、資質標準等涉及
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行政規
範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草案報送合法性審查時，均
明確要求提交公平競爭審查有關材料，並重點加強有
關內容的審查，從程序上切實加強公平競爭審查與合
法性審查的制度銜接，一體推進、整體落實。

第三，按照 「誰制定、誰清理」的原則，要求各制
定主體全面清理妨礙粵港澳大灣區統一市場和公平競
爭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行政規範性文件和其他
政策文件，確保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

和做法應廢盡廢、應改盡改。

構建知識產權協同保護格局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二級高級

法官王靜在會上表示，近年來，該院為加快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18年出
台了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二條意見，特別強調保障
境內外各類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等合法權益。

《實施方案》出台後，廣東高院正積極與省市場監
督管理局、省版權局、省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等多家單
位進行協商，共同構建廣東知識產權行政與司法協同
保護格局，將建立協作機制，定期研究司法實踐和行
政執法中存在的裁判標準衝突及如何解決的問題，以
及反不正當競爭和反壟斷案件的信息通報等。此外，
在訴調對接、專家資源共享、聯合宣傳普法、聯合調
研等方面加強協作。

開通糾紛快速處置新渠道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麥教猛表示，開展粵港

澳三地競爭政策實施的交流合作，也是《實施方案》
的重要內容。廣東將採取以下四項舉措，深化粵港澳
三地競爭政策實施的交流。

一是建立競爭政策會商新機制。建立粵港澳三地競
爭執法機構執法會商機制，推動三地共建執法咨詢和
信息通報機制，確保在各自法律制度安排下競爭政策
的有效實施。成立競爭政策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為競
爭政策實施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搭建競爭執法交流合作新平台。邀請香港、澳
門競爭執法機構參與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競爭政策委
員會的相關事務，促進粵港澳三地執法交流等。

三是開通公平競爭糾紛快速處置新渠道。面對包括
港澳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建立違反公平競爭線
索舉報綠色通道；協調省內各地、各部門建立競爭糾
紛快速處置工作機制，及時處置市場主體的合法訴
求，持續提高執法效能。

四是拓展競爭政策宣傳新形式。推動粵港澳三地共
同開展競爭政策和法律知識宣傳，不斷提升粵港澳三
地市場主體競爭意識。

支持深圳先行試點競爭執法
《實施方案》明確提出，支持深圳開展競爭執法先

行試點，重點研究互聯網市場反壟斷特點，防範企業
憑藉數據、技術、資本優勢造成競爭失序，防止資本無
序擴張，促使互聯網企業轉變經營發展戰略，聚焦科技
創新和產品升級。強力打擊網絡傳銷，查處互聯網平台
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

深圳市市場監管局局長李忠在會上表示，截至目
前，深圳共有各類市場主體358.6萬多戶，佔廣東全
省約四分之一，領跑全國。接下來，用好特區立法
權，在制度建設與嚴格執法上並重，在推行商事登記
確認制、負面清單制的同時，既要放寬又要嚴管，尤
其強化新興業態等重點領域的反壟斷執法力度。同時
還要建立獨立的審查機構，實行集中審查、專業審
查。全力做好深圳反壟斷執法的試點工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報道：在粵港澳大灣區和
深圳先行示範區 「雙區」建設背景下，緊鄰廣深莞的
惠州發展迎來重大機遇。繼日前惠州市委書記胡洪提
出最大限度利用好深圳 「先行示範」的輻射帶動之
後，惠州市長劉吉昨日在惠州市第十二屆人大第八次
會議中提出，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和深圳都
市圈，深化與港澳廣深等大灣區城市合作，這是惠州
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融入深圳都市圈。

政府工作報告5次「點名」深圳
惠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5次 「點名」深圳，主要涉

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劉吉在報告中提出，今年10月開工建設聯通深圳的

東西軸線、聯通廣州的沿江軸線。加快構建 「五橫五
縱」快速路及五條聯絡線，推進深莞惠紅色幹線改建
工程一期項目，動工建設國道G355線龍門油田至永
漢段改建工程。

報告還提出，按照深圳第二機場功能推進惠州千萬
級幹線機場建設，啟動飛行區擴建工程，旅客吞吐量
突破300萬人次。此外，報告明確，推進惠州港與鹽
田港聯動發展，支持深圳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去年惠州地區生產總值4222億
元，增長1.5%；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12.2億元，
增長2.8%。新引進6宗百億級引領性產業項目，新開

工項目920宗、竣工投產660宗。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16%，完成2440億元，創歷史新高。

劉吉透露，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GDP
增長8.5%，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7.5%以上。對於 「十四
五」時期的工作，劉吉表示，到2025年，惠州地區生產
總值超6000億元，來源於惠州的財政總收入突破2000
億元，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600億元。

經濟結構更優化發展韌性更強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幾組數字引起了記者的

注意：1 號公路建設，15 個國省考斷面水質 100%達
標，向鎮街下放行政執法權限200項，推動2000家企
業 「上專用數賦智」，計劃到2025年基本建成世界級
綠色石化產業基地、產值達5000億，到2025年惠州
GDP超6000億元。數字的背後顯示惠州經濟結構更
加優化，經濟發展韌性進一步增強，民生福祉日益豐
厚，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城
鄉人居環境顯著優化。

劉吉在報告中提出，以跨國大企業、開放大平台直
接連通國際，吸引全球高端資源。依託中韓（惠州）
產業園，對日韓、歐洲等地精準開展產業鏈招商，同
時大力引進內向型頭部企業、領軍企業。加快建設中
國（惠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服務重點外貿企
業，開拓 「一帶一路」多元化市場。

今年，惠州將加快塑造石化能源新材料產業集群優
勢。推動埃克森美孚項目主體工程全面建設；啟動中
海殼牌三期項目填海造地工程，中海殼牌 SMPO/
POD建成量產。推動正威新材料一期投產，完成恆力
PTA一期主體工程，引進化工新材料、高端電子化學
品等新材料產業。壯大清潔能源、新能源產業，加快
太平嶺核電一期建設，推動二期兩台機組核准開工，
動工建設惠東LNG接收站，實現港口海上風電一期
投產。抓好惠州新材料產業園 「三年打基礎」工作，
重點推動基礎設施、產業項目落地。

推動競爭政策灣區先行落地

粵多部門啟動配套措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徐紅、朱樺

報道：《廣東省進一步推動競爭政策在粵港
澳大灣區先行落地的實施方案》2月28日出台
後，廣東省政府新聞辦公室於昨日舉行《實
施方案》新聞發布會，記者從會上獲悉，廣

東省司法廳、省市場監管局、省高級人民法院及深圳市市場監管局等單位
已啟動《實施方案》的落實工作。

惠州發力全面融入深圳都市圈

惠州市長劉吉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

【香港商報】記者盧偉報道：惠州市人大代表、博
羅縣縣長謝遠區昨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博羅將
樹立 「產業為王」的思維，堅持資源向產業聚集、精
力向產業聚集、人口向產業聚集，全力走好產業集群
化的路子，加速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發展能級。

據介紹，截至2020年年底，博羅全縣有規上工業企
業698家，數量位居全市各縣區第一，規上工業總產
值接近1000億元。

為搶抓新機遇，構建發展新格局，謝遠區認為，應
發揮好深圳正威國際集團落戶博羅的五個 「5」亮點
和 「世界單體最大銅杆製造基地、世界單體最大鐵路
導線基地」等亮麗名片以及台鈴電動車等 「鏈主」企
業作用，大力開展以商擇商、全鏈條擇商，力爭在已

落戶 18 家銅產業相關企業和一批電動車企業的基礎
上，再引進一批強鏈補鏈項目，並全力支持現有企業
擴大產能，做大做強兩大產業集群。

在園區建設上，謝遠區透露，將借鑒廣州開發區、
東莞松山湖高新區等園區開發建設經驗，創新園區管
理體制機制，完善相關工作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強園
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收儲整備，以更大力度建強建
優博羅智能裝備產業園、龍華電動車產業園等園區。

同時，博羅將加大土地、資金等要素保障力度，持
續優化營商環境，提速推進益利素勒、綠佳電動車、夢
科園智谷、南網大灣區數字產業園、艾美集團、鑫瑞醫
療、南方科技大學產業轉化基地等項目落地建設，努力
打造項目建設灣區速度的惠州樣本。

博羅加碼打造現代產業集群

惠州市人大代表、博羅縣縣長謝遠區接受媒體採訪。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豔瓊、姚志東報道：深圳
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在牛年開春邁開重要步
伐， 「三箭齊發」一舉推開內地個人破產的法治大
門。昨日，內地首部個人破產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個
人破產條例》開始施行；內地首家個人破產事務管理
機構——深圳市破產事務管理署掛牌成立；內地首個
「個人破產一體化平台」—— 「破繭」綜合應用系統

亦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上線。深圳的探路實踐
將為內地建立統一破產制度和辦理體系提供關鍵經驗
和示範樣本。

建四位一體破產辦理體系
目前，世界上一些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和地

區都建立了個人破產制度，世界銀行亦將 「辦理破
產」情況作為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的一級考核指標。
而內地此前只有企業破產法規，造成了市場主體之
間的地位不平等，亦影響了企業破產制度的實施效
果。

深圳先行一步，運用特區立法權於2020年制定出台

了《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這部13章共173
條的特區法規被譽為是在 「健全破產制度」方面實現
的歷史性突破。它補足了內地市場主體救治的制度空
白，在個人層面完善了市場主體有序退出機制，建立
起 「法院裁判、機構管理、管理人執行、公眾監督」
四位一體的破產辦理體系。

破產事務管理署掛牌成立
深圳市破產事務管理署主要負責個人破產管理人管

理、實施破產信息登記和信息公開制度、提供破產事
務咨詢和援助服務、建立健全政府部門辦理個人破產
事務的協調機制。

深圳市破產事務管理署的成立，一方面，能夠加強
府院聯動、部門協同，提高個人破產案件辦理質效，
保障個人破產制度在深圳順利落地實施；另一方面，
對破產行政事務進行專業化、集約化管理，為市場主體
提供更多的專業支持和協助，對於激發經濟活力，營造
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推進深
圳先行示範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破繭」應用
系統上線

當日正式上線運行
的 「破繭」個人破產
綜合應用系統，整合
各項業務功能，將電
子卷宗、送達等小程
序化，並實現網上立
案、網上聽證、網上
拍賣等全流程、全要
素無紙化辦理，滿足
了 法 官 、 破 產 管 理
人、當事人的具體需
求。此外，該平台對
接全國法院三大司法公開平台，依法對個人破產案件的
審判流程、裁判文書、聽證庭審等重要司法信息予以公
開，令破產辦理流程 「陽光化」，為有效推進個人破產
信息登記公開制度提供支撐。

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政府黨組成員田夫表示，國
內首部個人破產法規實施、首個破產管理機構成立，
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舉措，是具
有廣泛影響力的法治事件。

內地個人破產制度深圳施行

深圳市破產事務管理署揭牌。

穗海關深化
與港澳執法協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州海關自2月1
日起至年底，組織開展代號 「龍騰行動2021」的知識
產權保護專項行動，全力打擊進出口領域知識產權侵
權違法行為，並將深化與港澳海關執法協作，加大對
輸往自港澳地區或經其轉運的侵權貨物打擊力度。

今年，廣州海關將繼續深化與港澳海關執法協作，
加大對輸往自港澳地區或經其轉運的侵權貨物打擊力
度，加強與地方相關單位的信息共享、執法協作，與
行業協會、進出口商會、權利人維權聯盟、跨境電商
平台和外貿綜合服務企業開展合作，形成打擊合力。

近年來，廣州海關不斷豐富、拓展粵港澳海關聯合
執法、數據交換、信息互通、互派交流等合作內容，
通過擴線分析深化邊境執法成果，及時溝通口岸行動
情況，集中力量共同打擊跨境侵權貨物，兩年來開展
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執法行動6次，查獲輸往和來自港
澳地區的侵權貨物70餘萬件。

據悉，去年，廣州海關開展 「龍騰行動2020」共扣
留進出境侵權嫌疑貨物 2755 批，涉及貨物約 500 萬
件，有效打擊了進出口侵權貨物違法行為，保護了國
內外185家企業的合法權益。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州市政府新聞
辦公室宣布，從3月1日起，廣州市開展為期300天的
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專項行動，將重點整治 「八大
類」違法行為：機動車違法停放，機動車排隊加塞、
實線變道、連續變道等不文明駕駛違法行為；非機動
車（含電動自行車）闖紅燈、逆向行駛、外賣送餐、
快遞物流等新業態交通違法；摩托車違法行為；涉酒
違法行為；機動車 「飆車」違法行為；機動車涉牌違
法行為；貨車、建築廢棄物運輸車輛違法行為；佔道
施工違規違法行為。

建外賣行業聯合管理機制
在交通問題綜合治理行動中，廣州將加強交通新業

態行業綜合治理，建立外賣行業聯合管理機制，加快
推動全市快遞電動三輪車規範化管理，加強共享單車
管理，並引導企業在城郊結合部、偏遠地鐵站和公交
站等區域適量投放車輛。

在推動落實貨車企業源頭治理方面，將強化企業交
通安全主體責任，結合企業畫像工作，加強高風險企
業的聯合監管，加大執法查處力度，督促企業落實主
體責任。

廣州將在建築廢棄物運輸市場推廣純電動和氫燃料
等新能源車輛。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二級巡視
員譚禮和透露，目前，廣州公交集團等試點企業已啟
動採購150作台純電動 「泥頭車」，廣州黃埔區將在
全國率先推動實施氫燃料電池 「泥頭車」綠色低碳示
範運營項目，首批500輛氫燃料電池 「泥頭車」即將
投入試運營。

為適應城市交通新形勢需求，廣州按計劃逐步恢復
全市非機動車道，並增設機非隔離護欄。

廣州啟動
交通整治專項行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中國銀行廣州分
行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不斷加大對廣州市小微企業的
授信支持力度。在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2020年第四
季度廣州地區小微企業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中獲得
「優秀」評價，並在廣州市34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中排

名第一。
截至 2020 年年末，廣州中行普惠金融貸款餘額約

360億元，當年新增超過120億元，貸款增速55%，遠
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引導金融活水精準滴灌中小
微企；服務普惠型小微企業超23000戶，當年新增超
3000戶，提質擴面為廣大客戶提供靈活便捷的普惠金
融服務。

廣州中行加強
小微企授信支持

廣州海關所屬佛山海關駐南海辦事處關員清點查獲
的侵權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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