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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五个支持”
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东省财政厅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大湾区建设摆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以珠三角为主阵地，举全省之力办好这件大

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广东省财政厅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提

高科学思维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把“中央要求、湾区

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紧密结合起来，以高站位落

实大战略，以通规则探索新模式，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

通过支持“人才集聚”“资金过境”“债券联动”“平台互

通”“民生共享”，努力破除三地合作政策壁垒，为实现这

一重大国家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支持“人才集聚”，促进大湾区要素自由有序流动

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从全局高度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谋划蓝图，为大湾区建设领航掌舵、把

脉定向，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自由流动、高效配

置。港澳两地集中反映，粤港澳三地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大，对人才自由有序流动造成障碍。省财政高度重视，积

极回应港澳所需，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构建珠三角

九市与港澳衔接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放宽境外人士在

内地居住时间的认定。2019年财政部明确出入境往返当

日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二是对境外高端紧缺人才个人

所得税税负差额予以补贴。这是中央首次赋予的跨地市

个税优惠政策，政策实现“两个扩围一个优化”，覆盖范

围由原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全面扩围至珠三角九市；覆

盖群体由原港澳人士，全面扩展至境外高端紧缺人才；

操作更加便捷，明确15%的税负差额补贴标准，有利于降

低申报人的申请成本，减少审核难度，便于珠三角九市实

际操作。6月22日，省财政厅已向社会公布具体通知并作

政策解读，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大湾区工作的境外人才

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可从45%下降至15%，对大湾区广

聚英才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提供重要保障。

支持“资金过境”，助力大湾区科研合作

2017年在港院士致信习总书记，反映了香港科研人

员参与国家科研研究的热切期盼，指出了科研资金过境

难的问题。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促进香港同内

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为解决创新要素自由流

动的制度障碍，省级科研资金实现跨境拨付，助力港澳融

入国家创新体系。一是建立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机制。2019

年，广东省政府以1号文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建立省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

用机制。省财政建立科研绿色拨付通道，对符合条件的科

研经费，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方式予以拨付。2019年7月

30日，顺利跨境拨付香港科技大学省级科研资金316.96

万元，成为首例港澳高校参与省级科研资金科技计划的

成功案例。二是完善符合港澳实际的财政科研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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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2019年省财政厅、省审计厅联合制定省级财政科

研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办法，明确应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的有关规定和向境外支付的有关要求，规范管理跨境科

研资金。三是吸引澳门资金来粤投资，支持广东与澳门财

政储备资金合作组建的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投资运作，

首期设立200亿元，重点投向广东省内等关系大湾区民生

发展的优质项目及企业。

支持“债券联动”，推动港澳与大湾区内地建设精准

对接

习总书记指出，要携手港澳，在促进双向投资、构建

新型合作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要有序推进金融市

场互联互通。省财政大力推动债券发行管理创新，充分发

挥港澳金融优势。一是实现额度倾斜，2018、2019年累计

安排珠三角九市1900.2亿元，倾斜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综

合交通、生态环保、教育与医疗卫生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二是实现合作创新，加强粤澳金融合作，2018年首次

引入澳门金融机构作为境外投资者分销认购粤港澳大湾

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50亿元。三是实现品种创新，整合

大湾区资源，探索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集合发债、

统筹使用”。2018年、2019年先后集合发行大湾区土地储

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生态环保建设、科创平台建

设、城市综合发展等5类专项债842.8亿元。四是实现认

购创新，2019年特别选取广州、佛山优质的专项债券项

目，试点柜台发行大湾区生态环保建设专项债券22.5亿

元，积极推动广东各地居民参与认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其发行量（22.5亿元）和个人认购金额均居全国各

试点地区第一位。

支持“平台互通”，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典范。当前，各地尚未能充分发挥综合优势，经济

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仍待提升。省财政厅坚持高质量发

展方向，以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先进制造业为主体，

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

助力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一是加快基础设施“硬联

通”。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

同港澳打造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如截至目前，中央

和省财政累计安排168亿元支持港珠澳大桥建设、深中

通道42亿元，投入广深港高铁省方资本金72亿元等，为

三地全域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二是支持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19年，省财政安排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攻关23.2亿元，支持重大平台

与基地、实验室建设等14.62亿元，支持大型创新平台建

设等5.8亿元，支持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和协同创新平台

建设1亿元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对珠三角九市省实验室按不高于省市1:2的比例进

行奖补，促进三地创新合作。三是加强产业共建和对外

开放。继续落实省级资金保障“实体经济十条”“民营经

济十条”“外资十条”“稳外贸九条”一系列省级政策，争

取国家和省各类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对华星光电、乐金

显示、超视堺等重点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或财政贴息支持，

协同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区。四是支持重点平台发挥示范

作用。省财政安排专项补助，推动横琴新区、南沙新区

等重点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扶持高新区和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支持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共建各类合

作园区。 

支持“民生共享”，推动大湾区公共服务共享 

总书记要求，要坚持共享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优质生活圈，为港澳同胞特别是青年在内地学习、就业、

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使大湾区建设更多惠及

广大民众。针对当前三地公共服务共享不通畅的问题，省

财政厅坚持立足长远，深化同港澳的公共服务合作交流。

一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软联通”。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

港澳人士享受与内地居民同等的社保待遇、就业创业补

贴和学生资助等，不断增强港澳同胞对国家的向心力和

认同感。二是推动会计服务合作交流。积极推动会计政策

开放，先后实施香港与内地注册会计师考试部分科目互

免、取消港澳居民担任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持股比

例限制、放宽港澳人士担任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其他合伙人条件。2019年，进一步鼓励对不具有中国注册

会计师执业资格的港澳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会计师事务

所的内部协议，成为从事特定业务或执行某些管理职能

的合伙人，并在珠三角九市执业发展。推动会计行业“放

管服”改革，成立“粤港澳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联盟”，让港

澳会计师事务所来粤办事更方便、来粤合作更顺畅、来粤

发展空间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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