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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
日印發《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
案（2023－2027 年）》（以下簡稱
《方案》），並於22日公布全文細則。
《方案》提出，將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改革上賦予浦東新區更大自主權，支
持推進更深層次改革、更高水平開放，
率先完善各方面體制機制，為浦東新區
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提供支
撐。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方案》在科
創、人才、營商環境等多方面提出了共
23條細則。尤其是在科技創新方面，未
來的浦東將大手筆開放科技創新體系。
未來，浦東還將探索面向全球的前沿技
術攻關機制，建設開放創新生態。

《方案》提出，到「十四五」期末，浦東制度
創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高水平制度型

開放取得突破，科技創新體系競爭力明顯提升，全
球資源配置能力明顯增強，城市治理水平明顯提
高，一批標誌性改革成果在面上推廣。到2027年，
基本完成試點任務，制度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
高標準市場體系和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
取得顯著成效，城市治理體系更加健全，為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重要示範引領。

支持臨港新片區建全球離岸創新基地
在優化科技創新管理機制和資源配置方面，浦

東將探索面向全球的前沿技術攻關機制，支持各
類優勢科研機構與企業承擔國家重大戰略前沿技
術攻關任務，鼓勵中外科學家聚焦全球科技前沿
問題聯合開展高水平研究。
同時創新科技成果市場化轉移轉化機制，探索

建立由政府資助形成的科研成果確權評估、商業
轉化、收益分享機制，並支持在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建設全球離岸創新基
地，探索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的「離岸支
點」機制。

建重點產業首席製造官制度
在構建產業發展生態方面，在符合相關規定前

提下，浦東將建立以企業家為主體的重點產業首
席製造官制度，制定場景創新計劃並面向科技創
新企業開放，舉辦場景驅動的全球技術轉化大
賽。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邁進
同時，浦東還將建立生物醫藥協同創新機制，
推動醫療機構、高校、科研院所加強臨床科研合
作，依照有關規定允許生物醫藥新產品參照國際同

類藥品定價，支持創新藥和醫療器械產業發展等。
上海正在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

心邁進，此次《方案》尤其提出，要完善開放合
作的國際協同創新機制，例如深化基礎科學研究
國際合作，建設世界前沿科學交流中心；依託世界
頂尖科學家論壇，開展重大共性科技問題研究；設
計和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完善
項目決策、運行管理、績效評價、財政資助等配套
機制；推動跨境科技創新合作，支持海外頂尖大
學和研究機構在浦東新區設立重大技術前瞻性創
新基地，鼓勵跨國企業設立研發中心；以及支持
科技企業在海外建立研發實驗室，與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聯合建設研發中心和實驗室等。
另外，浦東還將健全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和
運用制度，推進商業秘密保護制度創新，完善知
識產權市場化定價和跨區域交易機制，優化知識
產權運營公共服務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上海
一直重視廣納人才，此次《方案》亦提出將深化
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高水平人才高
地。尤其是在創新吸引和集聚世界優秀人才的體
制機制方面，《方案》提到，將賦予浦東新區為
符合條件的外籍人才審核發放外國高端人才確認
函權限；建設國際人才發展引領區，支持符合條

件的外籍人才擔任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及臨港新片區、張江科學城的事業單位、國有企
業法定代表人，允許取得永久居留資格的外籍科
學家在浦東新區領銜承擔國家科技計劃項目、擔
任新型研發機構法定代表人，吸引全球高層次人
才牽頭負責科技創新項目。同時，試點對國家實
驗室、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以及重大科技專項承擔
單位開放境外學術網站訪問權限。

將為外籍人才提供入出境停居留便利
在健全急需緊缺專業人才全鏈條培養使用體系

方面。浦東將建立頂尖科學家「傳幫帶」機制，
培養具有戰略科學家潛質的高層次複合型人才；

並在重點行業領域組建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自
主制定浦東新區急需緊缺人才評價標準；支持浦東
新區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高校、科研機構、企
業合作建立青年科創人才聯合培養機制，鼓勵企業
建立國際人才培養基地和協同創新中心，吸引優秀
青年人才赴華學習交流和創新創業。
值得一提的是，浦東將為外籍人才提供入出境
和停居留便利，未來，將允許應邀來浦東新區開
展重要科研、交流、商貿等活動的外籍人士申請
長期多次入出境有效簽證；優化外籍人才工作居
留證件審批管理流程，加強外籍人才證件審批集
成；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專業人員憑臨時執業許
可參與特定重大項目。

建高水平人才高地促頂尖科學家「傳幫帶」

浦東科創探索前沿技術攻關機制
中央出台細則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賦更大自主權

《中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白皮書發布

李家超：港與東盟雙邊經貿關係發展蓬勃 二氧化碳變乙烯
港理大研究獲獎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2

日與東盟國家總領事舉行午餐會，他會後在社
交平台發文指，香港與東盟雙邊經貿關係發展
蓬勃，過去十多年來，東盟一直是香港第二大
貿易夥伴，2022 年雙邊貨物貿易金額達到
12,940億港元（1,65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東盟作為世界第
五大經濟體，經
濟發展動力強
勁，潛力無限。
李家超提到，
當日與 Dean of
the ASEAN con-
suls-general 兼文
萊駐香港總領事
Ainatol Zahayu
Mohammad，以

及其他九位東盟國家總領事舉行午餐會，並就
廣泛的議題交換意見，討論熱烈且富有成果。
李家超表示，很高興看到東盟成員國的高級
官員經常訪港出席活動、與在港的夥伴會面。
而東盟的遊客都熱衷赴港旅遊，當中菲律賓和
泰國的入境旅客人數大幅增長，去年11月和12

月的入境旅客人
數分別達2017年
和2018年同期平
均水平的 114%
和 104%，超過
疫情前的數字。
他期待來自東盟
的朋友多到訪香
港，造就香港與
東盟更加緊密的
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為應對氣候變化
的問題和邁向促進碳中和的目
標，香港理工大學（港理大）
的研究團隊成功研發一套耐
久、高選擇性、高效的二氧化碳
電還原系統，可以將二氧化碳轉化
成化學品原料乙烯（C2H4），作其他工業用途，
以為減低二氧化碳排放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由港理大納米材料講座教授兼應用物理學系系
主任劉樹平教授（圓圖）領導的研究團隊，採用電
催化二氧化碳還原的方法，利用綠色的電能，令二
氧化碳轉化為乙烯，為生產乙烯提供另一更環保、
更穩定供應的方法。此研究成果已於國際科學期刊
《Nature Energy》發表，並於第四十八屆瑞士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未來，浦東將探索面向全球的前沿技術攻關機制，建設開放創新生態。圖為早前，2023世界人
工智能大會（WAIC）在上海舉行，一款服務機器人吸引觀眾眼球。 資料圖片

《方案》要點速覽
科技創新：
◆推動基礎研究制度集成創新，在前沿領
域支持依法設立各類資金參與的科學基
金會

◆創新科技成果市場化轉移轉化機制，
探索建立由政府資助形成的科研成果
確權評估、商業轉化、收益分享機制

◆健全先進技術服務重大需求應用轉化
機制，探索開展政府訂購首購，支持
新技術推廣應用

◆建立以企業家為主體的重點產業首席
製造官制度

◆支持建設符合國際醫學倫理和管理運
營規則的長三角醫用組織庫

◆支持海外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浦東
新區設立重大技術前瞻性創新基地，
鼓勵跨國企業設立研發中心

◆吸引和培育國際科技組織，優化註冊
登記程序，允許在全球範圍內吸納會
員，建立健全綜合監管機制

◆完善資本市場對科技企業上市融資、
併購重組等制度安排，研究適時推出
科創板期權產品

◆提升科技保險服務質效，按市場化原
則深化科技保險風險補償機制試點

◆試點實行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調解優
先推薦機制

金融創新：
◆做好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相關工
作，提高跨國企業集團跨境收付便利度

◆穩妥有序發展期貨市場，適時推出航
運指數等期貨品種

◆支持資產管理行業依法合規暢通境內
外資金投資渠道

◆在貿易結算、電商支付、碳交易、綠色
電力交易等領域試點使用數字人民幣

◆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加強中央與
地方信息共享和協同監管，提升駐滬
金融監管機構國際金融業務監管能力

人才引進創新：
◆賦予浦東新區為符合條件的外籍人才
審核發放外國高端人才確認函權限

◆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專業人員憑臨時
執業許可參與特定重大項目

◆加強人才住房保障，統籌使用土地指
標，優化房源供給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23日發布《中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
系與實踐》白皮書。白皮書共逾1萬字，除前
言、結束語外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反恐怖主義
法律制度體系日臻完善，恐怖活動認定清晰、處
罰規範，在反恐怖主義工作中規範權力運行，在
反恐怖主義工作中依法保障人權，有力維護人民
安全和國家安全。
白皮書指出，恐怖主義是人類社會的公敵，是
對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挑戰，嚴重威脅國際和平
與安全。反恐怖主義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中
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國，長期面臨着恐怖主義
的現實威脅。中國歷來高度重視反恐怖主義法
治建設，通過締結或參加一系列國際公約條
約、修改完善刑事法律，不斷積累反恐怖主義

法治經驗。

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貢獻
白皮書強調，多年來，通過建立健全法律制
度、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全面落實公正司
法、切實加強人權保障等法治實踐，中國逐步探
索出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恐怖主義法治道路，有力
維護了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出貢獻。
白皮書說，確保反恐怖主義工作在法治軌道上

運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但各國的政治
體制、法律制度、文化傳統存在差異，所面臨的
恐怖主義形態、形式、行為表現不盡相同，在反恐
怖主義法治實踐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令人遺憾的
是，一些國家時常無視各國自主選擇反恐怖主義法

治化道路的權利，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人，妄加評判
他國實踐做法，甚至以所謂「法治」「人權」為
借口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嚴重阻礙國
際反恐怖主義法治化進程，嚴重削弱國際反恐怖主
義合作基礎，嚴重影響國際反恐怖主義效果。

平等尊重基礎上廣泛交流合作
白皮書指出，實踐證明，各國的探索和實踐只

要能夠體現人類社會價值取向，遵循聯合國反恐
怖主義原則準則，符合本國國情和法律制度，就
都是國際反恐怖主義法治化事業的組成部分。中
國願與世界各國一道，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
引下，積極參與全球反恐怖主義治理，在平等尊
重的基礎上，廣泛開展互學共鑒和交流合作，共
同推動全球反恐怖主義事業健康發展。

◆《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
例》將於1月29日正式生效，容許內地與
香港民商事案件判決互認。圖為香港特區
律政司。 資料圖片

◆《方案》鼓勵企業建立國際人才培養基地和
協同創新中心。圖為2023年浦江創新論壇全球
技術轉移大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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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道，香
港《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
例》（第645章）（以下簡稱條例）本月
29日正式生效，容許內地與香港民商事案
件判決互認。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注意到
有評論對條例安排表達錯誤，23日發文澄
清指內地判決不會自動在香港生效，兩地
法院亦不會就案件情況交換資訊。
有討論指相關安排下，兩地法院會就案

件資料或執行情況等相互通報或交換資
料。律政司指，這是一個謬誤，作為一項
兩地民商事司法互助安排，只涉及兩地民
商事判決的相互認可和執行；而是否需要
在另一地申請執行判決，完全是當事人的
選擇，這與現行根據普通法以及相關成文
法的原則，申請在香港執行非香港作出的
判決是一致的。
對於有評論錯誤指出，內地的法院判決

結果將會自動適用於香港。律政司表示，
內地判決不會自動在港生效，在港的資產
不會被內地直接充公。內地判決的債權人
必須先向內地法院申請有關判決的副本以
及證明書，連同其他文件向香港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登記有關內地判決。更
重要的是，登記人必須通知判決的另一方
當事人，讓其考慮是否要按《條例》向香
港法院提出作廢登記的申請。

匯聚海內外華人聲音，提供

全世界有趣資訊！大公文匯集

團海外版編輯部現已推出自己

的 Facebook 賬號「華聲」，

歡迎各位讀者掃描二維碼追

蹤、點讚、評論！

日前，中國援助柬埔寨掃雷物資
交接暨中柬掃雷合作諒解備忘錄簽
署儀式在金邊舉行。柬埔寨國務部
長兼掃雷行動與受害者援助機構第
一副主席李突代表洪瑪耐總理對中
方為助力柬埔寨實現全面清除地雷
目標提供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他
指出，中國從1999年開始向柬埔寨提
供援助，累計幫助柬方清掃雷區逾
100平方公里，發現（掘）地雷7.8萬
枚，拯救超過150萬民眾生命。

中柬簽署
掃雷合作諒解備忘錄

2014年1月24日，中國首艘水下
考古工作船「中國考古01號」在重
慶舉行下水儀式。該船使用全電力推
進動力方式，排水量900餘噸，主要
工作海域為中國沿海，包括西沙海
域，通過配置的專業設備對水下遺
址進行即時調查、摸探、測繪、影
像記錄等工作，可以對文物進行及
時的處理和保護工作。 資料圖片

時光倒流

◆李家超與東盟國家總領事合影。 李家超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