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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重点，谢来风

介绍，首先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肯定要走向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其次，要加强产业融通，让更多香

港优秀的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进行转化；最后，要做

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政策的落实

落细，处理好各个平台间的错位以及协同发展。

就医就学等，她也感受到了较大进步。

“港澳与大湾区内地城市逐步进入通勤都会区的时代，在轨

道交通作用下通勤时间大为缩短。”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来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

时表示，疫情前每天往返深港口岸的人有65万左右，其中很多

人是因为商务往来和两地工作通勤，“未来这样的人可能会更多”。

当然，随着大湾区推出系列人才政策，越来越多的港澳青

年选择筑梦大湾区。根据毕马威发布的就业趋势调研报告，香

港受访者愿意移居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比例逐年上升，从 2019 年

的 52% 一路升至 2022 年的 72%。

“自身专业的竞争力、看好事业及行业发展前景，以及软

环境，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服务水平等，是

港澳人才选择大湾区的重要因素。”谢来风告诉记者，为了解

决港澳青年在本土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以及很多港澳人士反

馈在大湾区内创业就业仍有很多不便，2019 年和 2020 年，他

所在的院所分别做过《港澳青年在罗湖创业就业情况调查》《粤

港澳大湾区框架下进一步便利香港专业人士在深圳发展研究》

这两项调查。

彼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谢来风了解到，香港身份

证在内地使用时存在诸多不便，比如不能办内地信用卡、不能

网上购物，图书馆、博物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不能刷身份证进入。

“在专业人士方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香港籍医生表示，

因为职业资格、手术经历等没有互认，在香港做手术那么多年，

到内地后反而不能做手术。同时，因为医疗管理制度的差异，

医院方面在购买一些大型医疗设备时也不太方便，审批较多。”

谢来风表示，基于其课题的研究成果，2021 年 3 月 31 日，深

圳正式全文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的若

干措施》，涵盖港澳居民在深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四方面

共 18 条便利措施，“很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各城市还出台了多项港澳青年

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并竞相出台人才激励计划，通过配套人才

绿卡、落户奖励、安家补助、项目奖励等措施，向港澳青年发

布在粤就业创业“政策包”。

此外，大湾区内地9市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

也增加了就业吸引力。

目前，港澳居民中有 20 多万人在粤工作、超 3000 名专业

人士取得内地执业资格、超 1500 人次报考大湾区事业单位、超

30 万人次在粤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同时，大湾区已集

聚独角兽企业 62 家，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 3 年位居全球创新指

数第二，世界级“人才湾区”起步成势。

“软硬联通”促进高质量发展

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蜿蜒绵亘。环顾大湾区，覆盖 11 个

城市、辐射内陆腹地的立体交通网络正越织越密。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