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由：推展兩地專業資格互認，帶動香港青年去大灣區發展 

提 案 人：盧偉國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    容： 

 

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

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然而，由於香港青年融入大

灣區存在不少具體的困難和障礙，特別是兩地專業資格互認不足，成為制約大

灣區吸納香港專業人士的主要「瓶頸」。建議中央進一步推出兩地專業資格互認

以及各項支持措施，帶動香港青年及專業人士去大灣區發展。對此，有以下建

議： 

 

第一，盡快在各大灣區城市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擴大內

地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範圍安排，放寬執業限制，落實好小門開通。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擴大內地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範

圍，拓展「一試三證」即一次考試可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認證、港澳認證及國際

認證的範圍，推動內地與港澳人員跨境便利執業。建議三地政府盡快協調落實

有關安排，進一步簡化更多專業服務的相關培訓和考核，放寬執業限制，擴大

專業人才的發展空間。 

以工程界為例，現時大灣區內的資格互認、職稱對接等機制和措施有待進

一步完善。香港在工程建造及管理方面擁有大批高端專業服務人才，一直提供

優質、可靠、獲國際認可及信賴的專業服務。建議允許香港業界人士只需在香

港考評合格，即可獲得港澳及內地專業資格，以促進三地工程界合作。為此，

兩地需成立 CEPA 專業服務業協調小組，理順執行機制，落實好小門開通。 

 

第二，推動互聯網、房地產、檢測認證等新興行業及現代服務業的資格互

認安排。 

 

於 2020 年 6 月生效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服務貿易協定》的修訂協定，雖然在多項服務領域增添開放措施，包

括法律、建築和工程、檢測認證、電影、印刷及旅遊業，但未有對大灣區的新

興產業及職位作出較大的開放和互認。 

獵聘大資料研究院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中高端人才發展報告》顯示，互

聯網、房地產以及金融行業人才較受大灣區企業青睞，合共占比 46%。其中，

在互聯網行業中，軟體工程師和使用者介面（UI）等互聯網人才佔據了中高端

人才重要位置；房地產業以專案管理、室內設計、物管、土木專業為主；金融

行業則以風險管理、會計、投資和分析專業等最為活躍。建議粵港兩地進一步



放寬和開放互聯網、房地產、檢測認證、研發、設計、會展等新興行業及現代

服務業的資格互認安排。 

 

第三，設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人才通道，在住房、業界資訊等方面提供支

援，並在大灣區九市設立「香港青年發展園區」。 

 

香港青年北上學習、就業、創業仍面對不少困難，為了清除這些障礙，建

議設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人才通道，為香港青年北上提供一站式支持，包括：

提供更多內地企業的實習職位；在就業上進一步減省行政程式，提供更方便的

辦證服務；在社保、醫療、福利等方面盡可能提供「國民待遇」；在稅務上提供

優惠稅率；在教育上放寬港人北上學業的限制；同時，建議在大灣區九市設立

「香港青年發展園區」，既提供辦公場地等基本設施配套，也提供就業、營商、

在地生活資訊及職位配對等服務，建成香港青年人才進軍大灣區的重要基地和

平台。 

 

第四，為專業青年推出大灣區專項實習計劃，並在考取專業資格前可先到

大灣區實戰，為日後發展打下基礎。 

 

建議中央支援粵港兩地政府與內地知名企業合作，推出專項實習計劃，為

仍在修讀專業學科的香港本科生，在大灣區九市提供有吸引力和具挑戰性的實

習崗位，並提供住宿及生活津貼，鼓勵他們在學期間抽出一年「空檔年」，到大

灣區實習和體驗生活。同時，為香港專業青年在考取專業資格前先到大灣區實

習提供機會，為他們日後透過「一試三證」獲得內地專業資格，在大灣區發展

打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