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民聯全國兩會建議和提案摘要 

（2023 年 2 月） 

林建岳政協常委提案 

 

一、支持香港舉辦恆常性國際健康論壇 將香港發展成亞洲醫療健康產業平台 

 建議國家相關部委與香港合辦恆常性國際健康論壇，助力內地醫療健康企業「走

出去」，同時把海外先進技術「引進來」。 

 建議中央支援在北部都會區設立「大灣區智慧醫療研究基地」，作為智慧醫療產業、

醫療診治、疾病預防、健康管理等研究基地。 

 建議中央支持內地企業善用香港金融市場平台，加強與亞太區投資者合作，為醫

療健康產業籌集資金。 

 建議中央支持香港企業進駐「一帶一路」經貿合作區，在海外拓展醫療健康產業

及市場。 

 

二、充分發揮香港所長 推動兩地共同舉辦大型論壇、展覽會、國際會議 

 建議中央支持兩地共同在港舉辦大型論壇、展覽會、國際會議，用好香港「雙接

軌」優勢。 

 建議中央支持兩地聚焦合辦創科、新興產業、商貿類展覽會及論壇，配合「十四

五」規劃對香港的定位。 

 支持推動更多內地企業來港參加國際展覽會和會議，助力企業「走出去」、全球商

品「引進來」。 

 推動內地與香港工商界攜手，加強對外推廣，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 

 

梁美芬人大代表建議 

 

一、說好中國法治故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時隔七年，再次修訂，是規範國家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動、

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統一的重要憲法性法律，是中國法治取得巨大進步的體現，並

在中國法制改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備案審查制度成績斐然，建議多加宣傳。 

 

二、設立「一帶一路」國際學生專項服務 

 「一帶一路」青年作為民心相通的活力源泉，是人才流入創造我國人才紅利的一

個重要群體。香港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中外」的獨特優勢，是「一帶一路」的



 

重要節點。透過香港為國家流入更多「一帶一路」青年人才，是國家創造人才紅

利的重要出路。 

 

三、建設大灣區一站式安老醫療系統 

 隨着國家大力支持大灣區一小時優質生活圈，更多港人選擇在大灣區退休。若能

達至公營醫療一站通，長者不用為了一些公營醫療服務而花雙程交通及時間精力

回港就醫，對大灣區，對內地港人及對香港人口老化造成的急劇公營醫療需要增

加都有好處，達至三贏局面。 

 

劉業強政協委員提案 

 

一、 港深合作發展「北部都會區」 打造「香港矽谷」 

 建議中央支持和推動更多內地優質科創企業進駐「北部都會區」，並為其產品進入

內地市場提供政策便利，打造成「香港矽谷」。 

 提供靈活政策，包括發放大灣區工作證，用作穿梭三地工作、為「北部都會區」

創業和就業人士提供專屬通行證和便利通道等，以及協商完善兩地稅務安排，避

免出現「雙重徵稅」的情況，吸引更多人才進駐，打造科研人才「搖籃」。 

 建議中央支持香港在「北部都會區」成立「國家實驗室」，大大提升港深科技合作

的高度，產生集聚效應，帶動更多內地及國際科研機構進駐。 

 兩地合作在「北部都會區」設立大灣區人工智能研究重點基地，重點發展大灣區

醫療科研產業鏈和人工智能產業，以稅務和租務優惠吸引更多內地和海外科技企

業及大灣區內相關研究機構進駐。 

 在「北部都會區」劃出部分園區，打造成「大灣區青年初創企業發展園區」，協助

青年在園區發展自身初創企業。 

 

吳永嘉人大代表建議 

 

一、完善共性技術服務平台建設 促進傳統產業提升競爭力 

 國家有關部門在推動組建共性技術研發平台時，應組建一批以傳統產業為主要服

務對象的技術平台，聚焦於解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遇到的共性技術難題。 

 建立更包容、開放性的共性技術研發服務平台，充分發揮共性技術研發平台的公

益屬性，讓中小企業、港澳台企業均能夠獲得均等參與的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應與香港創新生態圈的各主要持份者建立更緊密

的合作機制，讓香港的政府相關部門、主要商會及行業協會、以及各官方和民間

的研發平台加強聯繫與工作對接。 

 



 

二、加強信用信息共享應用  促進內循環健康發展 

 針對中小微企的信用特點，對其進行更加精細化的信用評價，並利用大數據等先

進科技手段，進一步拓展中小微企業的信用信息採集範圍。 

 推動企業公共信用評價結果依法與第三方共享，提高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市場的

開放度，加大對內貿信用保險的支持力度，為香港出口商拓展內銷提供更優質的

信用保險產品和服務。 

 優化外部信用環境，對企業失信名單加大懲戒力度，以信用軟實力的提升助力培

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三、加快推進香港與內地商標領域合作 助力港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家《商標法》規定，註冊商標連續三年停止使用，任何人可以向商標局申請撤

銷，但註冊人連續三年停止使用該商標有正當理由的，可不予撤銷。主管機關在

審查時可「特事特辦」，對港企或港資中介機構提交的註冊證據，適當放寬舉證標

準。 

 兩地商標合作有迫切性，建議兩地的商標評審委員會可邀請來自對方的工商界、

法律界等方面的代表出任其顧問或委員會成員。 

 加快建立兩地商標註冊的互相認可和統一協調機制，參考「歐盟商標」的「區域

使用」原則，即只需在指定期內於香港或內地使用過的商標，即被視為已在兩地

同時使用該商標。 

 

陳亨利政協委員提案 

 

一、 構建大灣區紡織研究機構  助中國品牌「走出去」 

 設立大灣區紡織研究機構，激發大灣區科研創新潛能，連結「官產學研」各要素，

培育和發展可商品化的技術和產品。 

 建議擴大內地與香港科研產業的互聯互通，包括容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的

營運和相關開支「過河」到內地，打造大灣區內之時尚服裝品牌、紡織製衣的高

質量創科示範基地。 

 建議相關部委以政策鼓勵更多內地龍頭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設計中心，或透過大

灣區紡織研究機構，運用香港的數據、設計、專利等科研成果。 

 更好利用香港「聯通世界」之長，助力國家品牌發展，做大做強「中國品牌」。 

 鼓勵國家品牌與香港企業「併船出海」，共同研發先進產品，創造知名品牌，開拓

東盟、一帶一路市場。 

 

 

 



 

胡劍江政協委員提案 

 

一、 加大力度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加大力度支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文化交流活動，通過官方＋民間的方

式在沿線國家舉辦各類中國與沿線國家文化節、展覽、學術交流活動等，傳遞中

華與沿線國家和平合作、共商共建共用互利共贏的目標和理念。 

 發揮華僑橋樑紐帶作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和講好中國現代化故事，支持駐外大

使館、領事館等部門聯合各國華人華僑社團開展各種內容和形式的中華文化活動，

讓海外受眾有更多機會認知和認同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 

 善用全媒體形式傳播中國形象解讀中國故事，以海外受眾可理解、易接受的多元

呈現方式和管道傳播中華文化。 

 加強傳統文化在聯合國申遺保護工作和教育工作，設立中華文化復興協會等國際

性非盈利組織，配合有關部門加快開展申遺和申請國際專利工作，搶先註冊申遺，

並建議教育部門制定專項計畫加強青少年學習傳統文化工作。 

 

二、 應對日本福島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捍衛我國權益和人民福祉的措施 

 在日方實施核廢水排海之前加強輿論宣傳，強調中國將會予以經濟回擊。 

 盡快成立特別監察小組，嚴格評估事件危害及影響，以制定應對方案。 

 對從日本、台灣進口海產品嚴格把關，嚴防核污染產品走私進入我國。 

 善用國際司法仲裁平台，運用法律手段向日方索償。 

 聯手韓國和東盟等國，在國際層面持續對日施壓。 

 

杜家駒政協委員提案 

 

一、配合國家發展 促進兩地人才融合 優化來港就學就業政策 

 建議香港推出高中生簽證，發展香港教育產業，與外國中學競爭 

 積極吸納高端人才，促進內地與香港人才交流和融合。 

 提供更多就學和就業機會予內地青年人，吸引更多高端中國公民回歸國內發展和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