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由：善用香港優勢  推動大灣區科研發展  

提案人：梁君彥委員  

提案形式：委員提案  

內容：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目標包括要構建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先進

製造業、推動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合作原則包括要開展創新及科技

合作、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以推動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等。  

香港作為大灣區一分子，應憑藉本地優秀的科研人才及環境，在

中港兩地政策配合下，結合大灣區內完善產業鏈，為包括港人在內的

大灣區居民創造理想產業環境，令企業更積極投放資源於科技及研

發上，令年青人願意投身科研，企業家能夠充分發揮冒險精神，勇於

承擔風險，投資和投身科研，吸納人才彙聚於大灣區發展。  

為此，作出以下建議：  

 

1、統合大灣區的資助及支援青創政策  

近年，大灣區內有不少支援青年創業新措施，包括香港的“粵港

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

資助計劃”、廣東省政府為到當地的港澳青年提供與本省青年相同

的創業補貼、設立“港澳青年人才一站式服務視窗”提供全面及個

人化專業服務，而廣州市政府則推出“發揮廣州國家中心城市優勢

作用支持港澳青年來穗發展行動計劃”，設立 10 億元人民幣創業基

金。  

現時，廣東省政府正力爭在 2025 年前實現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

化平台“ 1＋ 12＋N”的空間佈局，本人建議港澳兩地政府共同參與

設立青年創新創業平台工作，讓區內青年更好地瞭解及運用資助，享

受創業培訓補貼、一次性創業資助、帶動就業補貼、租金補貼等，統

合各市政府的資助政策，為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提供貸款和貼息支

援，解決政策障礙瓶頸問題，全方位支援年輕人創業。  

 

2、以一站式平台解答創業者在稅務及創業疑難  

針對港澳青年對在內地創業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沒有深入瞭解，

建議參考南沙稅務部門的“港澳青創稅務驛站”做法，設立一站式

平台，並透過自助設備讓創業者與稅務人員連線諮詢稅務問題。  



此外，亦可透過此平台實現港澳人士線上稅收實名認證，打通港

澳納稅人境外遠端辦稅全鏈條，確保港澳企業和居民境內境外、隨時

隨地線上辦理稅費業務，提升港澳人士在整個大灣區創業、就業、居

住時辦理相關稅費業務的便利度，有效銜接港澳稅收管理服務環境，

助推粵港澳政務融合。  

 

3、為特定科研提供更多支援  

針對大灣區內坐擁不少 AI 公司以及手機生產商，為科研應用帶來

機遇，建議在香港設立大灣區 AI 研究重點基地，善用香港有不同資

金與發展機會的優勢，吸納大灣區內相關研究機構進駐，並利用群聚

效應吸引海外科研機構加入，同時彙聚環球 AI 科研人員。  

香港具有完備的智慧財產權立法、法律保護和執法制度，涵蓋智

慧財產權保護的所有範疇，此方面可以為大灣區 AI 科研成果提供完

善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專利註冊服務，並且加強全球範圍內智慧財產

權的交流合作，促進智慧財產權保護和交易。  

此外，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在土地上作出支持，而大灣區各市政府

亦可考慮能否為灣區內通勤人員發出特別簽證，以便往來內地及港

澳地區。  

 

4、推動大灣區醫療科研物資產業鏈發展  

在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全球下，各國都出現醫療物質短缺情況，

除了傳統防護物資外，各地科研人員亦相繼以創新科技及新物料，快

速地研發及生產醫療和防疫用品。  

香港坐擁世界一流學府，彙聚本地以至海內外的頂尖科研學者，

為確保未來遇上全球公共衞生危機時再出現醫療和防疫用品不足情

況，建議結合大灣區內先進醫療及創新研發優勢，以專項基金等方式

鼓勵院校、科研機構及製造業合力研發新醫療和防疫所需用品，並支

援製造業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進行量化生產，惠及包括香港市民

在內的大灣區 11 市逾 7000 萬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