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民生軟聯通
北上安居更樂業

粵發布首批20個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 將推行動方案

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朱偉在發布會
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規則、
機制的聯通對接是重點，也是難點。為此，近期廣東制定了
《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遴選工作方案》，
總結各地市、各部門探索形成的優秀經驗和做法，形成可學可
鑒的路徑方法，通過示範和參考，加快推進大灣區建設。

推動資格互認港人執業範圍擴大
首批20個典型案例涵蓋要素流動類8個、民生融合類5個、
營商環境類7個。其中民生融合類案例，覆蓋與港澳居民息息
相關的就業、就醫、理財、通關等眾多領域，相關舉措創新力
度大、惠及面廣、操作性強，備受關注。
專業服務是香港的優勢和特色，吸納了大量就業。在「大灣
區工程師資格互認模式探索與標準制定」經典案例中，廣東與
港澳科技團體，建立了大灣區工程技術人才專業資格互認平
台，推動非准入類12個試點專業開展互認，建立了「同一專
業、同一標準、統一程序」的互認機制。
截至2022年底，大灣區已實現工程師資格互認249人，其

中，對香港互認11個專業217人，對澳門互認1個專業32人。
工程師只是兩地專業資格互認的其中一部分。前海合作區黨工
委委員、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王錦俠介紹，前海已實現香港稅務、
建築、規劃、文旅等18類人才通過登記或職業備案後即可執業，
目前，已有522名港澳專業人士完成跨境執業登記或備案，其
中，僅工程建設領域就有418人。

保障範圍更廣 30萬港澳居民參保
相對於專業服務領域，社保醫保輻射範圍更廣，關乎每一個
在大灣區內地就業創業的港澳居民。20個典型案例之一，「灣
區社保通」旨在為港澳居民提供與內地無差別的社保服務。廣
東省人社廳黨組成員、省社保局黨委書記夏青介紹，「灣區社
保通」實現了四個首創，即首創港澳社保在內地「融合辦」、
首創通過政務共享實現社保「離岸辦」、首創智能櫃枱在澳
「自助辦」和首創橫琴社會保障規則銜接。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港澳居民參加廣東社會保險
30.62萬人次，其中，已享受社保待遇3.55萬人。

推「跨境理財通」居粵港人「錢生錢」
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內地不但有前途，有民生保障，手持資金
還可以參與跨境理財。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黨委委員、副行
長郭雲喜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自2021年試點上
線後，截至目前，參與「北向通」的港澳投資者3.15萬人，較
2021年末增長1.3倍，增長速度是「南向通」內地投資者的2.2
倍。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將穩步擴大「跨境理財通」的服務範
圍。

在 2022 年 粵
港澳大灣區律
師 執 業 考 試
中，香港律師

陳浩庭順利通過筆試，目前，他正
在全力為今年 5 月即將進行的面試
作準備。今年 6 月，2023 年粵港澳
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又將啟動。隨
着內地與港澳全面恢復通關，像大
灣區律師執業考試這樣的灣區規則
銜接、機制對接的項目、政策正在
加快落地。

發布案例增強公眾理解
相對於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

基礎設施「硬聯通」項目，社會各界
對規則、機制的「軟聯通」，認知度
還不夠高，對其內涵外延相對比較模
糊，感受也沒那麼直觀。有實際受益
的港企表示，上述「看不見」的規
則、機制的對接聯通，和乘高鐵、過
大橋一樣，能體驗到完全不同以往的
便利性，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省大灣區辦
常務副主任朱偉表示，通過典型案例
這種形象化、具體化集中呈現，可以
增強社會對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有直
觀清晰的理解和認識，讓「軟聯通」
成果同樣能夠可見可知可感。

「港車北上」等加快實施
新冠疫情衝擊等因素帶來的影響正

逐漸消除，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更加
密切，大灣區迎來加速推進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的時期。朱偉透露，接
下來，廣東將深入推進一批標誌性的
「灣區通」工程項目，加快推動「港
車北上」落地實施，優化實施「社保
通」、「人才通」，進一步擴大「港
澳藥械通」、「跨境理財通」等專項
政策適用範圍，加快推動「灣區標
準」、「灣區認證」、「灣區通辦」
和執業資格認可等工作取得更大突
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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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近日舉行的廣東省
預製菜全產業鏈標準化試點遴選
大賽上，以烤乳鴿為公司招牌的
廣東某食品企業，順利獲頒預
製菜全產業鏈標準化試點單
位，接下來，該企業將聯合粵
港澳企業、行業組織、團體，共
同試點推出烤乳鴿的「灣區標
準」：燒烤時間3分鐘、保持
180℃的中火……這家企業製作
烤乳鴿的標準，未來有望向粵港
澳三地推廣。
在6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廣東

省市場監管局一級巡視員張文獻
首次有系統地發布「灣區標準」
的概念和清單。他指，「灣區標
準」是指經粵港澳大灣區相關方
共商確認的，在大灣區共同實施
的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行業標

準、地方標準、團體標準等各類
標準的集合。其有兩種生成方
式：一是制定形成，在大灣區
沒有統一或互認標準的，由三
地共同制定。二是採信形成，
對已有且適宜在大灣區實施的
標準，經確認後納入「灣區標
準」清單。
除了烤乳鴿，食用絲苗米、

杏仁餅等均有「灣區標準」。

張文獻介紹，目前共有110項標
準納入「灣區標準」清單，涵
蓋食品、粵菜、中醫藥、交
通、養老、物流等25個領域。
清單中，有58項標準是由港澳
相關機構作為牽頭單位或共同
牽頭單位，包括香港食環署食
物安全中心、香港消委會、香
港理工大學、澳門市政署、澳
門科技大學等。

合建110項「灣標」杏仁餅乳鴿有份

首 批 20 個「軟 聯 通」典 型 案 例 ◆「灣區社保通」推動粵港澳社保事業
深度融合發展

◆「港澳藥械通」允許臨床急需、已在港澳
上市的藥品，以及臨床急需、港澳公立
醫院已採購使用、具有臨床應用先進性
的醫療器械，在大灣區內地符合條件的
醫療機構使用

◆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專屬重疾險，拉近了
內地與港澳重疾險產品的差距

◆珠海探索粵港澳大灣區醫保銜接新模
式，非就業澳門居民可參加珠海基本醫
療保險

◆江門創新港澳居民「零出關」辦理內地
政務服務模式

◆港澳律師實現在大灣區內地九市便利執業
◆財政科研資金實現跨境撥付使用
◆創新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車輛備案模式，港澳居民
可「一站式」申辦粵港、粵澳兩地牌車輛審批備案
業務

◆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實施「合作查驗、一次
放行」自助通關，平均通關時間約30秒

◆「跨境理財通」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首次打通
了境內外銀行理財產品市場

◆創新海關監管模式助力航空貨物便捷通關，實現
了跨境安檢前置

◆深圳在香港發行全國首隻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
◆南沙創新粵港交流合作機制，成立廣州南沙粵港
合作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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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共推「灣區標準」
◆「域外法查明通」破解域外法查明難題
◆粵港澳大灣區工程師資格互認模式探索與標
準制定

◆廣州創新搭建穗港澳商事登記「跨境通」平台
◆橫琴打造琴澳跨境法律服務新模式，建立一站
式涉外法律服務平台

◆前海創新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粵港澳跨境信用報告標準互認

▲恢復全面通關以來，大灣區居民辦理跨境理財業務熱情高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灣區社保通」推動粵港澳社保事業深度融合發展。圖為廣東社
保部門在港工聯會開設的「跨境辦」服務網點。 網上圖片

▲港青在廣州黃埔區辦理商事登記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廣東聯手港
澳團體加速推
出食品領域「灣
區標準」。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攝

數據看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成效
◆港澳居民超30.62萬人次參加廣東社保，3.55萬人享受社保待遇

◆珠三角地區設189個社會保障「灣區專窗」，為港澳居民和企業提供綠色通道，在港澳開設
84個跨境服務網點

◆大灣區內地9市有31家銀行參與「跨境理財通」試點，為4.36萬名個人投資者提供服務，
設計跨境資金匯劃1.86萬筆，金額26.66億元人民幣

◆廣州「跨境通」平台使得港澳等外資企業在廣州開發區商事登記全流程辦理時間從45天壓縮到
9天以內

◆食品、粵菜、中醫藥、交通、養老、物流等25個領域110項標準納入「灣區標準」清單

◆224名港澳律師申領了大灣區律師執業證

◆廣東跨境撥付至港澳高校科研資金累計超過3.7億元人民幣

◆「港澳藥械通」政策下，廣東累計批准19家指定醫療機構、急需進口藥品23個、醫療器械13
個，惠及1,789人次

◆大灣區工程師資格互認249人，其中對香港互認217人

◆大灣區專屬重疾險累計承保11.57萬人次，提供重疾風險保障近400億元人民幣

◆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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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4月19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廣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首批20個典型案例近日發布，涵蓋要素流動類8

個、民生融合類5個、營商環境類7個（見表），圍繞醫療衞生、

社會保障、理財保險等領域，廣東攜手港澳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

惠民舉措，讓灣區港人「有前途」、「有錢景」、「有保障」。在

拓展就業方面，推動12個試點專業開展互認；跨境理財方面，

「灣區理財通」已吸引「北向通」港澳投資者3.15萬人，投資品

種覆蓋所有可投資的產品範圍；在民生保障方面，「灣區社保通」

推動30.62萬人次在粵參加養老、工傷、失業保險。據透露，接下

來，廣東將研究編制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行動方案，任務化、

事項化、清單化統籌推進大灣區「軟聯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