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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保監15計劃推灣區金融合作
【大公報訊】據證券時報報道：

銀保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5月23日透露
，為響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統籌規劃
，銀保監會已制定2020年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工作計劃，包括支持粵港
澳保險機構合作開發創新型跨境機動
車保險、跨境醫療保險產品，支持符
合條件的港澳銀行保險機構在大灣區
設立經營機構，支持粵港澳發展特色
金融業，研究在大灣區設立保險服務
中心，加強三地金融監管合作等15項

工作。
據悉，銀保監會正研究探索在廣

州自貿試驗區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商業
銀行、保險服務中心。銀保監會與廣
東省政府就設立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
進行溝通，目前廣東省正就擬設立銀
行的可行性、業務定位、股東資質進
行研究論證。積極研究在CEPA協議框
架下設立保險售後服務機構。目前，
廣東、深圳銀保監局已擬定了大灣區
保險服務中心工作方案。

台籍代表：兩提反台獨展促統決心

兩新一重支撐穩增長保就業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一個
新詞： 「兩新一重」 ，主要是指重點
支持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
建設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
。有代表委員表示， 「兩新一重」 將
支撐擴大內需調節經濟結構，成為今
年擴大有效投資的重點。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
錦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足、韌性
強、迴旋餘地大、政策工具多，基本
面並未 「傷筋動骨」 ，仍然處在重要
戰略機遇期。

增加赤字或成新常態
宏觀政策方面，今年新發行的政

府債券規模有望達到8.5萬億元人民幣
，較去年增長73%，貨幣政策方面亦
明確要降準降息，推動利率下行。全
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
勇認為，財政赤字率擬定3.6%以上，
還留有空間。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
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李揚判斷，在經濟下行時期，就是需

要宏觀政策的刺激，政府赤字增加、
債務多發行會是今後很長時間裏的新
常態。

對於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重點支持
「兩新一重」 建設。全國政協常委、
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指出， 「兩
新一重」 投資既可短期穩增長保就業
，又能增長期發展後勁，相關投資不
會浪費，未來會有收益。全國政協委
員、陝西渭南市副市長高潔對大公報
表示， 「兩新一重」 建設將拉動有效
投資，推動經濟發展，為做好 「六穩
」 「六保」 工作，特別是穩定投資和
保障就業提供堅強保障。

▲5月23日，哈爾濱市民眾在政府消費
券指定超市中購物 中新社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陳如桂表示，深圳將堅持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為 「綱」 ，在更高起點、更高層
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他特別
提到，深圳將充分把握 「一國兩制」 和
三地差異條件下蘊含的比較優勢，深化
深港澳更緊密合作。此外，陳如桂還表
示，強化廣深雙城聯動，更好支持港澳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攜手港澳和廣州等
兄弟城市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
市群。

深打造創業創意之都
「深圳也將堅決扛起高新技術產業

發展這面旗幟。」 陳如桂表示，深圳將
以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為引領，以
創建國家實驗室為抓手，強化 「從0到1
」 的基礎研究和技術攻關，率先構建全
球5G創新生態系統，加快把深圳打造成
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
，努力為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作出積
極貢獻。

大灣區交通網絡互聯互通獲多個城
市關注。陳如桂就提到，建議加快粵港
澳大灣區城際軌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打造串聯香港、廣州、深圳三大城
市中心城區和機場的高快速軌道交通，
更好發揮 「雙區驅動」 「雙城聯動」 作

用。溫國輝則透露，廣州會將廣深港、
京廣、京九、廣汕鐵路等引入市中心，
共建一體高效的大灣區城市群快速交通
網絡。

對於城市合作，溫國輝提到了廣深
之間的 「雙核聯動」 。他表示，將強化
與深圳重大創新載體對接合作，加快共
建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大力實施產
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構建更
具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東莞加快港城大建設
廣東代表團23日進行分組審議時，

還採用了視頻形式進行直播。 「科技創
新」 是東莞今年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亮點
。全國人大代表、東莞市委書記梁維東
表示，東莞將加快推進與中科院合作，
共建松山湖科學城，攜手深圳光明科學
城，打造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
主要承載區和先行啟動區。他還提到，
將加快大灣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東
莞）建設，全力打造創新創業人才高地。

全國人大代表、珠海市市長姚奕生
介紹，珠海正在加快推進一批 「過百億
」 項目，包括兩個旅遊項目和兩個工業
項目。記者了解到，今年珠海將完成10
個大小醫院的衛生項目，預計可增加
3840張病床。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針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作的政府
工作報告，多位台籍全國人大代表均表
示，報告中涉台內容字數雖僅有96個字
，但高度凝練，意涵深刻，兩次明確提
出堅決反對 「台獨」 ，表明了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以及促進
祖國統一的決心和信心。

台籍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教育科學
研究院研究員、全國台聯副會長陳雲英
表示，目前的情況是有外部勢力通過香
港、台灣插手中國事務，搞亂了香港同
胞和台灣同胞的 「中國心」 。故此，要
反對那些不利於中國發展、破壞 「中國
心」 的外部勢力。在這一過程中，要好
好珍惜那些受到打壓還堅持祖國統一的
「中國心」 。

台籍全國人大代表、台盟中央常委
、江蘇省台聯會長鄒振球認為，報告提
出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行徑，會

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和融合發展，為台胞
謀福祉，表達了大陸對台工作的一貫立
場。他還表示，報告中未提 「九二共識
」 ，但提到 「促進統一」 ，說明進一步
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國家統一的旗幟更
加鮮明。台籍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台
聯會長廖海鷹亦表示，報告中涉台政策
措施的提法更加具體、更加深入，有助

於促進兩岸深度合作、促進兩岸統一。
「就兩岸關係現狀來說，報告顯示

大陸對台胞釋放出很大的善意，也表達
了真切的誠意。」 在台籍全國人大代表
、貴州省台聯會長曾力群看來，報告中
兩次出現反 「台獨」 ，表明了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以及促進
祖國統一的決心和信心。

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區域發
展依舊成為重點議題。報告提到，加
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深入推進京津
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對此，十三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廣東代表團一連兩天聚
焦報告內容，就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
的合作出謀劃策。全國人大代表、廣
州市市長溫國輝表示，廣州將強化與
深圳重大創新載體對接合作，加快共
建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構建更具
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在促進互聯
互通方面，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市
長陳如桂建議，串聯香港、廣州、深
圳三地軌道交通，共建一體高效的大
灣區城市群快速交通網絡。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廣東代表團22日、23日一連兩天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灣區城市合作成為熱點話題。
圖為廣東代表團出席開幕會 中新社

粵代表冀建廣深港快速交通網
政府工作報告促灣區一體化 加 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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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倡灣區統一醫療執業許可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凱雷北

京報道：作為醫藥衛生界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
的4份建議都與醫療領域有關。其中，
他建議，大灣區統一審批醫療執業許
可證。

高永文表示，關於新的藥物或醫
療器械如何獲得內地、尤其是大灣區
的准入，也是他關注的議題。他表示
，在優化社會辦醫行政審批程序方面
，希望在大灣區內能夠開放同等利好
條件予港資獨資或合資的基層醫療機
構。他建議，大灣區統一區內各地方
對香港醫療人才和機構的准入規定，
設立 「大灣區一站式服務點」 ，一次
審批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整體的區域性
執業許可證。

在藥械審批制度的規則對接上，
他建議，大灣區的特定區域（如深圳
），可以建立創新藥械審批制度，允
許該區域內的指定醫療機構可以使用
已經適用於香港的藥物和醫療技術。
「從對國際藥廠的吸引力來看，如果
在香港註冊的藥物能直接進入大灣區
七千萬人的龐大市場，將吸引更多暫
未在香港註冊的藥物進入大灣區市場
，惠及香港的罕見病人群。」

高永文表示，近年來香港在醫療
器械的研發和創新有不少突破，有些
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例如利用人工智
能輔助機械人進行無創外科手術等。
「香港的創新醫療器械如果能夠盡快
在內地註冊和應用，將加強國家在醫
療技術領域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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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沿海主
要港口為
重點，完善
內河航道與
疏港鐵路、
公路等集疏
運網絡

國際航運
綜合服務功能

珠三角港口群

大灣區綜合交通體系

廣 州

深 圳

香 港

通用航空產業
綜合示範區珠 海

澳 門 提升國際航
空樞紐地位

提升國際樞紐競爭力
、實施機場改擴建

世界級機場群

國際高度關注政府工作報告
經濟潛力巨大

烏克蘭經濟學家、鮑里斯．庫爾茲當
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奧莉加．德羅博丘克

去年中國保持了較快的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依然很大，消費能
力將進一步提升。

肯尼亞國際問題專家
卡文斯．阿德希爾

我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充滿期待，
中國的發展模式已成為全球消除貧困和
經濟轉型的成功典範。

克服困難考驗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社會經
濟研究中心主任

安德烈．奧斯特洛夫斯基

疫情以來中國的表現顯示，中國經
濟可以克服當前的困難。

澳洲農業綜合企業協會主席
馬克．艾利森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堅決打贏脫貧
攻堅戰」 等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對全
球經濟復甦將起到積極作用。

加強國際合作
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教授

漢弗萊．莫希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國將同世界各
國加強防疫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穩定，
這充分展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

伊拉克智庫 「阿拉伯論壇」 專家
納達姆．阿卜杜拉

中國在抗擊疫情、有序復工復產方
面提供了有效借鑒，世界期待中國在抗
擊疫情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