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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任务需

要，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

于近期启动，将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

荷专家。载荷专家为专业科研人员，主

要负责开展太空实验及试验研究、操作

和使用太空实验设备、配合飞行乘组其

他航天员开展站务管理等日常工作。这

意味着港澳同胞有机会成为“太空人”，

与祖国共赴星辰大海。内地科研人员众

多，不乏载荷专家人选，国家缘何要在港

澳地区选拔“太空出差”人选？

这一安排体现了国家对香港和澳门

的殷切关怀。1999 年，承担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首次飞行任务的神舟一号就搭载

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区旗。

从 2003 年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

杨利伟到访港澳开始，国家多次安排航

天员和航天专家赴港澳与市民互动，在

空航天员为港澳学生举行“太空授课”，

从月球取回的月壤样品也向港澳科研机

构开放，让港澳同胞共享祖国科技进步

的荣光。此次专门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

专家，让港澳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到国

家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为港澳留有“一

席之地”的关心厚爱。

这一安排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创

新的认可和支持。香港基础科研实力雄

厚，拥有 5 所世界排名百强大学，建设了

16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世界级大学和

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了 28 所创新研发实

验室，全港科研人员逾 3 万人。香港高

校研究团队曾多次参与国家航天任务，

为执行国家月球探测任务的嫦娥三号、

四号、五号，以及国家首个执行火星探测

任务的天问一号等提供支持。澳门的高

校也参与了多个国家深空探测重大项

目。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港

澳科研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内地科研

资金过境港澳使用、大湾区大型科研设

施对港澳开放、让港澳人才更广泛参与

国家科技建设项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也对港澳年

轻学者开放。我国航天科技水平居于世界一流，载荷专家的选拔

将进一步提升港澳创新科技发展的信心。

这一安排体现了国家对港澳青年的关爱和期待。载荷专家申

请人年龄须介乎 30 岁至 45 岁，需要在相关基础科技学科拥有博士

学位，且专业经验不少于 3 年，也就是说这是一张面向港澳青年科

技人才的“太空门票”。多年来，出于就业路径的考量，香港学生偏

爱经管金融类、工程类、医学类等专业，对基础科技学科兴趣不

大。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在 11 所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中初步

选拔载荷专家，在香港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他们看到了基础科技

学科的光明前景，看到了报效祖国的用武之地。载荷专家的选拔

身高标准中，男性为 162 厘米至 175 厘米，女性为 160 厘米至 175 厘

米，甚至有博士生因为身高超标而

调侃“恨自己长高了几厘米”。澳门

科研人士得知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

后，兴奋地称“飞天梦想照进现实”。

港澳地区有句俗话，叫“惠州

不在天上，行即可至”。如今，在祖

国 的 怀 抱 中 ，不 只 是 惠 州 行 即 可

至，大湾区行即可至，辽阔内地行

即可至，浩渺太空也是行即可至！

其中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与祖国

同行！

管理机构揭牌一周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融合创新开新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融合创新开新局
本报记者 喻 剑

“二线”通道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主体工

程落成，琴澳旅游业务联盟启动，横琴科学

城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即将封顶⋯⋯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一周年之际，

横琴经济社会发展捷报频传。

一年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持续打

造与澳门趋同的创业、就业、生活环境，新

注 册 澳 门 企 业 705 户 ，实 有 澳 门 企 业 超

5000 户，较合作区成立之初增长约 8%；居

住 的 澳 门 居 民 达 3632 人 ，同 比 增 长

11.2%。守“一国”之本、用“两制”之利、促

心手相连，琴澳奏响激昂澎湃的和鸣曲。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组建合作区管委会、执委会、广东省委

和 省 政 府 派 出 机 构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重 大

创新。

一年来，粤澳双方平稳有序组建合作

区管理机构。“执委会的管理队伍是由澳门

公务员与内地公务员共同组成的。我们同

心同德、开拓进取、互学互鉴、交心交往，在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下努力创新

探索。”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任李伟农

说：“在这个全新的实践中，大家既做‘加

法’，也做‘减法’——‘加法’就是将我们的

优点互相叠加，找出一个新的管理模式；

‘减法’就是尽量将可能影响合作效率的环

节减去。”

广东省委横琴工委副书记、省政府横

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

主任聂新平告诉记者，执委会的澳门公务

员与内地公务员朝夕共处，双方“有事好商

量，有事多商量”，主动靠拢、相向而行，取

得了很多创新和突破，尤其在粤澳的机制

衔接、规则对接方面，合作区揭牌第一时间

就成立政策创新和规则衔接专职小组，明

确 12 个规则衔接路径，推出 30 项年度规则

衔接任务清单。“充分、良好的沟通交流是

合作区平稳起步的关键所在，明确清晰的

制度规则是合作区高效运转的重要支撑。”

聂新平介绍，一年来合作区主要推进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推进人员往来高

度便利、推进跨境金融创新、推进市场准入

和推进法律服务等 5 个方面机制衔接和规

则对接工作。他说，合作区是国际国内双

循环交汇之处，在横琴生活就业的澳门居

民越来越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需求越

来越多样，合作区将针对澳门居民与澳资

企业生活与发展的需求，不断通过小切口

改革，推动琴澳两地一体化发展，未来 3 年

合 作 区 计 划 实 现 规 则 衔 接 事 项 将 超 过

100 项。

促澳门产业适度多元

澳邦药厂成立于 2008 年，是澳门一家

研发生产外用中成药产品的企业。2017

年，该药企成立澳邦制药（横琴）有限公司，

成为较早入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的澳门企业之一。

“产业园科研实力雄厚、优秀企业和人

才聚集。尤其是园区平台的专业孵化能力

和海外市场拓展资源，给澳邦开发新产品

线和走向国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澳

邦制药（横琴）有限公司技术发展总监刘帝

恒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们与园区药企合

作研制出中药纳米制剂产品，并计划开发

口服药产品线；经产业园“国际交流合作中

心”协助，他们的两款中成药产品在海外注

册销售。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产

业平台的使命，就是通过推动中医药产业

化 和 国 际 化 ，促 进 澳 门 经 济 适 度 多 元 发

展。”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副行政总裁冯准介绍，他们已经初步建成

集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产

学研融合等于一体的中医药创新研发与转

化公共平台，产业园孵化区注册企业达 229

家。“我们一方面创造条件吸引更多国内外

优秀企业和项目入园，打造全球领先

的 专 业 平 台 及 大 健 康 产 业 环

境；另一方面，扶持澳门企

业进入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也培育更多入

园 企 业 赴 澳 门 发

展 ，并 帮 助 他 们

开拓葡语系国

家的市场。”

高 度

聚集的产业资源、逐步完善的产业生态、中

医药优惠政策的陆续出台、前景广阔的海

外市场，让刘帝恒这样的澳门中医药创客

觉得“路子越走越宽”。去年港澳外用中成

药在内地上市注册审批流程简化政策出台

后 ，澳 邦 向 广 东 省 药 品 监 管 局 提 交 了 申

请。刘帝恒还发现，产业园里越来越多的

内地企业负责人前来咨询澳门的中医药审

批注册、税收、贸易等政策，他们希望产品

能借“澳门监造”扬帆出海。

激活创新创业动能

进驻横琴开展金融业务长达 12 年的中

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日前发

布“中银科创+”平台，该平台可提供粤澳共

享贷、人才贷、知识产权抵押贷和投贷联动

等一揽子融资方案，汇聚银行、投资机构、

高等院校以及政府部门的资金、政策、服务

等力量，为合作区科创企业及科技人才提

供全链条的综合金融服务。

“创新创业是合作区的活力所在。一

方面合作区科技研发、高端制造、中医药等

行业的不少企业还处于初创期，技术尚未转

化为产品或服务，大量创新活动还未真正进

入实体市场，企业资金流水和经营业绩不

佳；另一方面澳资企业无法在内地查询信用

分，在传统授信政策下不具优势。‘中银科

创+’平台的推出，就是帮助这类企业解决融

资的燃眉之急。”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分行行长刘湘虹介绍，满足企业初创期

的融资需求后，还可引入投资机构通过股权

融资等方式实现“投贷联动”，为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

“中行推出的贷款产品和服务，用金融

‘活水’精准地解决了澳门中小型科创企业

融资的难点和痛点，对于帮助企业做大做

强，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核心竞争力至关重

要。”普强时代（珠海横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人蒲瑶说，公司的订单大多来

自跨国企业和国内大型运营商，完成订单

交付就需投入不少资金，中国银行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分行此次通过人才贷、知识

产权抵押贷等产品授信 1000 万元人民币，

为企业在“抽穗拔节”的紧要关头送上了

“及时雨”。

不止有金融机构的扶持，近期出台

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中小微企

业融资发展扶持办法》和《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企业上市挂牌专项扶

持办法》，为横琴中小微企业融资

提供贴息、费用补贴、风险补偿，

并在上市挂牌辅导、专项资金

扶持、重点培育澳资及绿色企

业等方面着手，支持横琴企业

上市挂牌。

“融资扶持是为了给合作

区中小微企业发展加油助力，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扶持企业上市，鼓励企业上岛

实质性运营，将吸引更多澳门

居民来合作区就业、生活，将为

澳门产业多元化和琴澳长远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代理局长

池腾辉说。

南海风起，珠江奔流。粤澳初

心如一，共谱深度合作精彩华章。

让专业人士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

深圳推动港澳涉税人才跨境执业深圳推动港澳涉税人才跨境执业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走进深圳市前海税务局办税大厅，只

见办税大厅指引明晰、秩序井然。在大厅

一角，服务专窗正在受理港澳涉税专业服

务人士来深执业的登记备案。这里是港澳

涉税专业人员到内地发展的第一站。为了

吸引港澳专业人士在内地发展，2021 年国

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发文，全面放宽

港澳涉税专业人士在深圳执业的限制，并

在前海税务局成立专门的港澳涉税专业人

士政务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已有 69 位港

澳涉税专业人士在前海办理跨境执业登

记，7 家联营税务师事务所完成行政登记并

开展业务。

深圳市注册登记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超过 9000 家，但其中从事涉税鉴证等高端

服务的税务师事务所仅 400 余家。而香港

涉税专业服务业执业规范体系成熟。放宽

跨境执业限制，既为香港专业人才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内地涉税服务行业

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服务标准体系。

“深圳在促进涉税专业人士跨境执业

方面探索较早，2012 年就发文引导香港注

册税务师在前海片区从事涉税专业服务。”

前海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副科长黄海东说，

当时要求香港注册税务师到深圳执业，要

通过内地税法相关的专业考核测试，在执

业年龄、在深工作天数、税务师事务所持股

比例等方面也有明确要求。

深圳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处长吴晓丹

介绍，香港税务师最大的强项是国际税法，

这也是内地引进香港专业人士所看中的优

势，他们在香港已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将资

格考试转为执业登记是符合实际的创新突

破。跨境执业适用范围由香港税务师扩展

到包括澳门会计师，取消对港澳涉税专业

人士执业天数、合伙人占比、合伙人年龄、

累计表决权等要求。同时，允许港澳涉税

专业人士发起设立税务师事务所，视同内

地税务师担任股东并办理税务师事务所行

政登记。

吴晓丹说，此前要求专业人士每年在

深圳工作要满 183 天，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35%。“当前深港两地通关

便利，已形成 1 小时生活圈，取消时间限制

更有利于他们在两地的工作生活。而取消

持股比例限制则彻底打消了他们担心缺乏

主导权、否决权可能产生的职业和信誉风

险顾虑。”

“切中现实需求的突破性创新，为港澳

专业人士来内地执业打开了便利之门，这

是去繁从简促进大湾区规则衔接的有益尝

试。”深圳市税务局局长郭晓林说。

香港郑郑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郑康祥

有 40多年深港业务往来经验。2021年 2月，

郑康祥通过备案在深圳前海获得执业资

格，并于次月与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深圳国

正郑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这也是深

圳第一家深港联营税务师事务所。“以前我

们不能在内地成立专业服务机构，服务企

业只能依赖于内地合作伙伴，中间环节增

多，在报价和业务执行的反应速度方面缺

乏竞争优势。”郑康祥表示，目前事务所已

有 3 名港澳籍合伙人获得在内地的执业资

格，未来将逐步把部分香港业务转移到内

地来，明年联营事务所专业团队将扩充到

50 人以上。

2021 年 8 月，深圳市税务局、深圳市前

海管理局、香港税务学会、澳门税务学会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从加强政策宣传、优化政

务服务、搭建培训平台、支持交流发展、探

索标准体系和建立战略合作机制 6 个方面，

为港澳涉税专业人士提供服务与助力。

“针对港澳人士在前海执业的痛点堵

点问题，我们主动与前海管理局专业服务

业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港澳涉税专业

机构、人士在前海的设立企业、企业经营、

办公用房、人才发展、人才住房等事项寻求

各项帮扶支持政策，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内

地市场，让专业人士‘引进来、留得住、发展

好’。”黄海东说。 本版编辑 李万祥 美 编 高 妍

为什么安排港澳人员

﹃
太空出差

﹄
右图 日新月异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面貌。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中试生产大楼内，科研人员正在对中

医药新品进行投产前的验证和检测。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上图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二线”通道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主体工程。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