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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澳舉行

2. “中小企+互聯網工作坊”助餐飲業界提升管理和服務水平

3. “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工作調研研討會”於11月6日舉行

4. “粵澳海關跨境一鎖”計劃正式實施

5. 新修訂的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將於2021年1月1日實施

6. 2020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交易博覽會於11月13至19日舉行

7. “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産權合作聯席會議”在海南舉行

8. “第五屆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在前海舉行

9. 國務院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

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

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於12月3日在澳門舉行，會議

由國家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及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共同主持。雙

方共同認為，內地與澳門歷經疫情考驗，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兩地經貿交

流合作，取得階段性成效。

為促進粵澳兩地服務業互動交流，推動中小企業提升管理和服務質量

水平，由經濟局及廣東省商務廳合辦的“中小企+互聯網工作坊”於12月

11日在澳門順利舉行。工作坊邀請了內地餐飲業專家詳細講解大數據下餐

飲業的市場發展、經營模式、投資環境等，分享內地企業升級轉型及創新

發展的最新資訊。

經濟局作為“粵澳質量檢測認證工作專責小組”成員受廣東省市場監

督管理局之邀請，以視頻方式參與本年11月6日的“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

工作調研研討會”，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作為小組成員亦一同參與會議，就進一步深化

粵港澳大灣區的標準化工作進行交流討論。粵港澳三地與會單位包括：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香港品質保證局、澳門經濟局、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廣東省

標準化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研究中心)及專家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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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於12月3日在澳門舉行，會議

由國家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及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共同主持。雙

方共同認為，內地與澳門歷經疫情考驗，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兩地經貿交

流合作，取得階段性成效。

為促進粵澳兩地服務業互動交流，推動中小企業提升管理和服務質量

水平，由經濟局及廣東省商務廳合辦的“中小企+互聯網工作坊”於12月

11日在澳門順利舉行。工作坊邀請了內地餐飲業專家詳細講解大數據下餐

飲業的市場發展、經營模式、投資環境等，分享內地企業升級轉型及創新

發展的最新資訊。

經濟局作為“粵澳質量檢測認證工作專責小組”成員受廣東省市場監

督管理局之邀請，以視頻方式參與本年11月6日的“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

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於

12月3日在澳門舉行，會議由國家商務部副部

長王炳南及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共同主持。

雙方共同認為，內地與澳門歷經疫情考驗，統

籌推進疫情防控和兩地經貿交流合作，取得階

段性成效。

會 上 ， 雙 方 梳 理 了 各 個 專 責 小 組 工 作 進

展，總結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以來所開展

的工作，就未來兩地經貿領域合作方向達成共

識。

下一步，雙方將重點在共同推進高品質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推進CEPA落實和進一步擴大

開放、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支持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發展、支持澳門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等方面深化合作。

李偉農司長表示，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防控疫情困難時期，對中央政府保

障澳門物資穩定供應表示誠摯的感謝。經貿合

作委員會作為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在經貿

領域溝通的官方機制，多年來雙方不斷完善和

健全工作機制，有力地統籌協調內地與澳門經

貿合作領域的各有關事項，對推動兩地經貿交

流和合作，促進兩地經濟共同發展發揮了積極

的作用。

他指出，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

進，為澳門進一步融入國內大循環提供重大的

發展機遇。此外，進一步提升中葡平台作用，

是澳門發揮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途徑之

一。澳門將全力以赴，配合做好中葡論壇第六

屆部長級會議的各項籌備工作，也將進一步完

善和豐富中葡平台內涵，充分發揮平台作用。

王炳南副部長表示，一年來，內地與澳門

經貿合作委員會各專責小組密切配合，通力協

作，多措並舉推動各項工作穩步發展，兩地經

貿往來正逐步回歸正軌。

他對兩地經貿合作委員會下一步的合作方

向，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積極支持澳門融入國

內大循環，支持澳門加快聯通內地市場，通過

CEPA進一步提升大灣區服務貿易自由化水準，

聚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等。二是支援澳

門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打造好國際基礎設施

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重點平台，出台支援澳

門推進中葡平台建設的新舉措。三是多措並

舉、聚力攻堅，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經貿合作委員會是在經貿領域支持澳門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內地與澳門互利

合作的機制性安排。在“十四五”時期進一步

深化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內容，經貿合作委員

工作調研研討會”，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作為小組成員亦一同參與會議，就進一步深化

粵港澳大灣區的標準化工作進行交流討論。粵港澳三地與會單位包括：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香港品質保證局、澳門經濟局、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廣東省

標準化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研究中心)及專家顧問等。

會將積極支持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增添發展

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實現經濟適度多元

可持續發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1.  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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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於

12月3日在澳門舉行，會議由國家商務部副部

長王炳南及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共同主持。

雙方共同認為，內地與澳門歷經疫情考驗，統

籌推進疫情防控和兩地經貿交流合作，取得階

段性成效。

會 上 ， 雙 方 梳 理 了 各 個 專 責 小 組 工 作 進

展，總結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以來所開展

的工作，就未來兩地經貿領域合作方向達成共

識。

下一步，雙方將重點在共同推進高品質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推進CEPA落實和進一步擴大

開放、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支持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發展、支持澳門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等方面深化合作。

李偉農司長表示，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防控疫情困難時期，對中央政府保

障澳門物資穩定供應表示誠摯的感謝。經貿合

作委員會作為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在經貿

領域溝通的官方機制，多年來雙方不斷完善和

健全工作機制，有力地統籌協調內地與澳門經

貿合作領域的各有關事項，對推動兩地經貿交

流和合作，促進兩地經濟共同發展發揮了積極

的作用。

他指出，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推

進，為澳門進一步融入國內大循環提供重大的

發展機遇。此外，進一步提升中葡平台作用，

是澳門發揮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途徑之

一。澳門將全力以赴，配合做好中葡論壇第六

屆部長級會議的各項籌備工作，也將進一步完

善和豐富中葡平台內涵，充分發揮平台作用。

王炳南副部長表示，一年來，內地與澳門

經貿合作委員會各專責小組密切配合，通力協

作，多措並舉推動各項工作穩步發展，兩地經

貿往來正逐步回歸正軌。

他對兩地經貿合作委員會下一步的合作方

向，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積極支持澳門融入國

內大循環，支持澳門加快聯通內地市場，通過

CEPA進一步提升大灣區服務貿易自由化水準，

聚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等。二是支援澳

門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打造好國際基礎設施

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重點平台，出台支援澳

門推進中葡平台建設的新舉措。三是多措並

舉、聚力攻堅，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經貿合作委員會是在經貿領域支持澳門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內地與澳門互利

合作的機制性安排。在“十四五”時期進一步

深化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內容，經貿合作委員

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會將積極支持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增添發展

新動力，開拓發展新空間，實現經濟適度多元

可持續發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家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及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
農共同主持會議

為促進粵澳兩地服務業互動交流，推動中

小企業提升管理和服務質量水平，由經濟局及

廣 東 省 商 務 廳 合 辦 的 “ 中 小 企 + 互 聯 網 工 作

坊”於12月11日在澳門順利舉行。工作坊邀請

了內地餐飲業專家詳細講解大數據下餐飲業的

市場發展、經營模式、投資環境等，分享內地

企業升級轉型及創新發展的最新資訊。

今年經濟財政範疇施政報告的工作內容之

一是鼓勵從事餐飲業的中小微企發展移動化商

業模式，透過網絡科技引進移動化管理系統。

是次工作坊有助餐飲業界瞭解內地互聯網經濟

的最新發展，啟發本地中小企業利用科技手段

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降低企業人事成

本、提升營運管理效率。

經濟局陳子慧副局長致辭時表示，特區政

府高度重視互聯網應用的發展，積極鼓勵本澳

中小企謀劃新思路，進行科技改革創新及提高

自身競爭力。經濟局7月份與地區商會合作開

展“特色店計劃”，現時已有100家特色商戶

參與，其中71家為餐飲企業。該計劃支持企業

善用互聯網科技拓展業務，協助澳門特色店進

駐內地著名生活指南平台，吸引旅客來澳消

費，抓緊內地“雙循環”的發展機遇。

廣東省商務廳任少副廳長致辭時表示，澳

門已成為廣東服務貿易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

互聯網與其他行業融合是大勢所趨，餐飲行業

也毫不例外。互聯網改變了傳統餐飲業的發

展，期望活動能促進兩地服務業交流與合作，

攜手展開粵澳發展的新篇章。會上，主講嘉賓

詳細介紹如何結合互聯網科技發揮中小企優質

商品、優質服務的特色優勢，提升服務水平和

競爭能力，擴大線上消費渠道。通過中小微企

業應用科技手段發展電子商貿，加快移動支付

普及化。

是次工作坊共有80多位來自兩地餐飲行業

協會和企業代表參加，與會者在互動交流環節

反應熱烈。活動有助業界加深對內地餐飲業發

展趨勢的瞭解，啟發本地餐飲企業善用互聯網

科技手段拓展業務。

2.  經濟局與廣東省商務廳合辦“中小企+互聯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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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粵澳兩地服務業互動交流，推動中

小企業提升管理和服務質量水平，由經濟局及

廣 東 省 商 務 廳 合 辦 的 “ 中 小 企 + 互 聯 網 工 作

坊”於12月11日在澳門順利舉行。工作坊邀請

了內地餐飲業專家詳細講解大數據下餐飲業的

市場發展、經營模式、投資環境等，分享內地

企業升級轉型及創新發展的最新資訊。

今年經濟財政範疇施政報告的工作內容之

一是鼓勵從事餐飲業的中小微企發展移動化商

業模式，透過網絡科技引進移動化管理系統。

是次工作坊有助餐飲業界瞭解內地互聯網經濟

的最新發展，啟發本地中小企業利用科技手段

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降低企業人事成

本、提升營運管理效率。

經濟局陳子慧副局長致辭時表示，特區政

府高度重視互聯網應用的發展，積極鼓勵本澳

中小企謀劃新思路，進行科技改革創新及提高

自身競爭力。經濟局7月份與地區商會合作開

展“特色店計劃”，現時已有100家特色商戶

參與，其中71家為餐飲企業。該計劃支持企業

善用互聯網科技拓展業務，協助澳門特色店進

駐內地著名生活指南平台，吸引旅客來澳消

費，抓緊內地“雙循環”的發展機遇。

廣東省商務廳任少副廳長致辭時表示，澳

門已成為廣東服務貿易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

互聯網與其他行業融合是大勢所趨，餐飲行業

也毫不例外。互聯網改變了傳統餐飲業的發

展，期望活動能促進兩地服務業交流與合作，

攜手展開粵澳發展的新篇章。會上，主講嘉賓

詳細介紹如何結合互聯網科技發揮中小企優質

商品、優質服務的特色優勢，提升服務水平和

競爭能力，擴大線上消費渠道。通過中小微企

業應用科技手段發展電子商貿，加快移動支付

普及化。

是次工作坊共有80多位來自兩地餐飲行業

協會和企業代表參加，與會者在互動交流環節

反應熱烈。活動有助業界加深對內地餐飲業發

展趨勢的瞭解，啟發本地餐飲企業善用互聯網

科技手段拓展業務。

由經濟局及廣東省商務廳合辦的“中小企+互聯網工作坊”
順利舉行

互動交流環節

經濟局作為“粵澳質量檢測認證工作專責

小組”成員受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之邀請，

以視頻方式參與本年11月6日的“粵港澳大灣區

標準化工作調研研討會”，澳門生產力暨科技

轉移中心作為小組成員亦一同參與會議，就進

一步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標準化工作進行交流

討論。粵港澳三地與會單位包括：廣東省市場

監督管理局、香港品質保證局、澳門經濟局、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廣東省工商業聯

合會、廣東省標準化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標準

化研究中心)及專家顧問等。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共14

處提及標準，強調要以先進標準體系引領大灣

區建設。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為推進灣區標

準化建設，向國家標準化委員會申請籌建“粵

港澳大灣區標準化研究中心”，作為打造“灣

區標準”的技術支撑。本年9月19日研究中心正

式揭牌，積極推動港澳參與灣區標準化建設。

研討會是粵港澳三地首次就大灣區標準化

建設工作而召開，並由“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

研究中心”主導有關工作，本次會議主要是聽

取港澳方面的意見，為日後三地共同推進灣區

標準化建設工作凝聚共識，未來澳方將加強與

該中心交流合作，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標準化

建設工作。

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工作調研研討會

3.“粵港澳大灣區標準化工作調研研討會”於11月6日舉行



聯絡地址：澳門羅保博士街 1-3號國際銀行大廈二樓區域合作資訊中心　■電話：(853) 8597 2343　■傳真：(853) 2871 2551　■電郵：info@cepa.gov.mo

二 零 二 零 年 ◆ 十 二 月 刊 ◆ 第 七 十 五 期 ◆ 經 濟 局 編 製   

5

澳門海關與經濟局於2020年9月28日於國際

機場貨運站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出境貨運站舉

行新聞發佈會，公佈“粵澳海關跨境一鎖”計劃

正式推出實施。該計劃是自2018年12月12日在

《CEPA貨物貿易協議》升級版簽署後，通過相關

工作組的推動下，2019年9月，經濟局與澳門海

關在北京與國家商務部及海關總署磋商，經過多

輪會議，一致認同推出“粵澳海關跨境一鎖”。 

計劃的實施使兩地海關可利用衛星定位智慧關鎖

全程監管跨境運輸的載貨車輛，實現車輛及所載

貨物在口岸自動快速驗放通關模式，減少同批貨

物被兩地海關重複檢查的情況，加快貨物運轉流

程，為業界減省貨物的運送時間，提高競爭力。

智慧關鎖設備

“粵澳海關跨境一鎖”計劃實施首票貨物通關

透過CEPA項下機制，經與內地商議後，確

定2020年下半年對7項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作

出優化修訂，並於2021年1月1日實施。連同

2020年7月1日實施的貨物原產地標準修訂7個

項目，全年共計對14項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作

出了優化，產品涵蓋肉類食品、堅果類食品、

其他食用動物產品(例如燕窩、蜂王漿等)、中藥

材、調味品及醫療物品等。有關原產地標準優

化修訂，為本澳從事食品及藥品生產企業提供

有利條件，促進推動工業的持續發展，配合落

實特區政府工業發展政策定位方向。

內地與澳門CEPA《貨物貿易協議》升級版

於2019年1月1日實施，協議就約八千項內地稅

號貨品制定了原產地標準。因應企業實際發展

需要，CEPA協議項下制定了修訂原產地標準磋

商機制，相關機制可就業界因生產技術轉變或

生產規模調整等因素，而對貨品提出原產地標

準修訂的訴求。企業可分別於每年3月1日和9月

1日前，向經濟局提交修訂申請，以便內地與澳

門雙方就有關修訂申請進行磋商。雙方同意修

訂的原產地標準將分別不遲於該年7月1日和翌

年1月1日實施。

隨着貨物原產地標準的不斷優化，為本澳

企業創造更有利條件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將產品打入內

地市場，藉此促進本地製造業進一步發展。同

時，借力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

務平台的角色，可藉此吸引廠商將葡語國家的

優質原材料引入澳門加工生產，並以澳門製造

的產品開拓內地市場。

就修訂原產地標準的相關詳情，可瀏覽經

濟局網站和微信公眾號(DSEMACAU)或致電

85972328/85972342查詢。

聯絡地址：澳門羅保博士街 1-3號國際銀行大廈二樓區域合作資訊中心　■電話：(853) 8597 2343　■傳真：(853) 2871 2551　■電郵：info@cepa.gov.mo

4. “粵澳海關跨境一鎖”計劃正式實施

5. 新修訂的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將於2021年1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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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CEPA項下機制，經與內地商議後，確

定2020年下半年對7項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作

出優化修訂，並於2021年1月1日實施。連同

2020年7月1日實施的貨物原產地標準修訂7個

項目，全年共計對14項CEPA貨物原產地標準作

出了優化，產品涵蓋肉類食品、堅果類食品、

其他食用動物產品(例如燕窩、蜂王漿等)、中藥

材、調味品及醫療物品等。有關原產地標準優

化修訂，為本澳從事食品及藥品生產企業提供

有利條件，促進推動工業的持續發展，配合落

實特區政府工業發展政策定位方向。

內地與澳門CEPA《貨物貿易協議》升級版

於2019年1月1日實施，協議就約八千項內地稅

號貨品制定了原產地標準。因應企業實際發展

需要，CEPA協議項下制定了修訂原產地標準磋

商機制，相關機制可就業界因生產技術轉變或

生產規模調整等因素，而對貨品提出原產地標

準修訂的訴求。企業可分別於每年3月1日和9月

1日前，向經濟局提交修訂申請，以便內地與澳

門雙方就有關修訂申請進行磋商。雙方同意修

訂的原產地標準將分別不遲於該年7月1日和翌

年1月1日實施。

隨着貨物原產地標準的不斷優化，為本澳

企業創造更有利條件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將產品打入內

地市場，藉此促進本地製造業進一步發展。同

時，借力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

務平台的角色，可藉此吸引廠商將葡語國家的

優質原材料引入澳門加工生產，並以澳門製造

的產品開拓內地市場。

就修訂原產地標準的相關詳情，可瀏覽經

濟局網站和微信公眾號(DSEMACAU)或致電

85972328/85972342查詢。

2020年11月13-19日，廣東省市場監督管

理局（知識產權局）、廣州市人民政府、香港

特區政府知識產權署、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共

同在網上主辦“2020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交

易博覧會”(以下簡稱“知交會”)。廣東省省長

馬興瑞、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廣州市

市長溫國輝、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

權局）局長麥教猛出席11月13日的開幕式並致

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鄧鴻森、香港特

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署長黃福來、澳門特別行

政區經濟局副局長陳子慧透過視頻致辭，陳良

賢副省長主持開幕式。

本屆知交會首次以網絡形式進行，設置了專利技術、商標品牌、地理標誌產品、版權文化、國

際知識產權、知識產權運營服務等線上交易博覽區和年度特別專展——新冠肺炎抗疫專題展區共7

個主題展區，線上參展機構達2,469家，是上一届線下知交會參展機構規模的8倍多，來自35個不同

國家和地區的國外展商有134家，港澳台展商有41家，其中澳門13家，展示的知識產權展品1.7萬

件。此外，展會期間還設置了10場線上知識產權灣區論壇和15場專場活動，亮點紛呈、精彩不斷。

一連七天的知交會於11月19日落下帷幕。本届知交會成功促成知識產權意向交易128.5億元人

民幣，實現知識產權交易18.67億元人民幣。

陳子慧副局長在知交會開幕式上作視頻致辭

聯絡地址：澳門羅保博士街 1-3號國際銀行大廈二樓區域合作資訊中心　■電話：(853) 8597 2343　■傳真：(853) 2871 2551　■電郵：info@cepa.gov.mo

6.  2020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交易博覽會於11月13至19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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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3-19日，廣東省市場監督管

理局（知識產權局）、廣州市人民政府、香港

特區政府知識產權署、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共

同在網上主辦“2020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交

易博覧會”(以下簡稱“知交會”)。廣東省省長

馬興瑞、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廣州市

市長溫國輝、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

權局）局長麥教猛出席11月13日的開幕式並致

辭，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鄧鴻森、香港特

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署長黃福來、澳門特別行

政區經濟局副局長陳子慧透過視頻致辭，陳良

賢副省長主持開幕式。

本屆知交會首次以網絡形式進行，設置了專利技術、商標品牌、地理標誌產品、版權文化、國

際知識產權、知識產權運營服務等線上交易博覽區和年度特別專展——新冠肺炎抗疫專題展區共7

個主題展區，線上參展機構達2,469家，是上一届線下知交會參展機構規模的8倍多，來自35個不同

國家和地區的國外展商有134家，港澳台展商有41家，其中澳門13家，展示的知識產權展品1.7萬

件。此外，展會期間還設置了10場線上知識產權灣區論壇和15場專場活動，亮點紛呈、精彩不斷。

一連七天的知交會於11月19日落下帷幕。本届知交會成功促成知識產權意向交易128.5億元人

民幣，實現知識產權交易18.67億元人民幣。

由海南省知識產權局承辦的“第十五屆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聯席會議”於2020年12月

23日在海口市舉行，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和澳門特區的知識產權、工商、版權部門共40名代

表參加了會議。

會上泛珠各方代表分別介紹自2019年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聯席會議以來的工作推進情

況，並就下一年度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和交流等內容進行了討論。會議充分肯定了上年度

泛珠區域知識產權合作成效，“9+2”知識產權部門在區域知識產權保護、交流研討、宣傳教育

、信息資源運用與服務等方面開展的多項常態化合作，發揮了知識產權支撐創新發展的制度作用

，為泛珠三角區域協同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積極貢獻。

第十五屆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聯席會議

第五屆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日前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成功舉行

。超過200位粵港澳台青年創業者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同場競技，共30個項目從大賽1100個報

名項目中披荊斬棘，經層層選拔進入總決賽，澳門入圍項目共6個，現場爭奪桂冠。

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由前海管理局聯合深圳市科創委、市港澳辦、市委台辦、香港

中聯辦、澳門中聯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深港產學研基地、深圳廣電集團等單位共同舉

辦。此次大賽旨在打造粵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平台，為港澳台青年在前海發展創造更好條件，助力

港澳台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作出新的貢獻。

本屆大賽以“Dream Big 夢想的長度，由我丈量”為主題，鼓勵粵港澳台創業青年攜手合作，

大膽實踐心中理想。大賽自2016年啟動以來已連續舉辦五屆，累計參賽項目超過5000個，其中澳

門參賽項目近300個。

深圳市委大灣區辦(市港澳辦)二級巡視員、副主任曹賽先，深圳市委台辦副主任楊莉，深圳市科

技創新委員會副主任黃臻，共青團深圳市委副書記賴鋒，前海管理局副局長張非夢，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駐深聯絡處主任鄧秀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促進營商處處長劉傑麟，深圳廣播電影

電視集團副總編輯杜圖等出席活動。

7.“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産權合作聯席會議”在海南舉行

8.“第五屆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在前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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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日前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成功舉行

。超過200位粵港澳台青年創業者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同場競技，共30個項目從大賽1100個報

名項目中披荊斬棘，經層層選拔進入總決賽，澳門入圍項目共6個，現場爭奪桂冠。

澳門賽區團隊合影 金獎獲得者與投資方簽訂投資意向

國務院辦公廳於2020年10月22日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辦法》)。《辦法》指出，根據《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

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在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

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試點工作，符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

律師通過特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可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辦法》提出，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員，可以受聘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

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或者大灣區內地九市的香港、澳門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可以成爲大灣

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辦法》對試點工作涉及的報名、考試、申請執業、業務範

圍、執業管理和組織實施等作出規定。試點期限為三年，自《辦法》印發之日(10月22日)起算。

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由前海管理局聯合深圳市科創委、市港澳辦、市委台辦、香港

中聯辦、澳門中聯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深港產學研基地、深圳廣電集團等單位共同舉

辦。此次大賽旨在打造粵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平台，為港澳台青年在前海發展創造更好條件，助力

港澳台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作出新的貢獻。

本屆大賽以“Dream Big 夢想的長度，由我丈量”為主題，鼓勵粵港澳台創業青年攜手合作，

大膽實踐心中理想。大賽自2016年啟動以來已連續舉辦五屆，累計參賽項目超過5000個，其中澳

門參賽項目近300個。

深圳市委大灣區辦(市港澳辦)二級巡視員、副主任曹賽先，深圳市委台辦副主任楊莉，深圳市科

技創新委員會副主任黃臻，共青團深圳市委副書記賴鋒，前海管理局副局長張非夢，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駐深聯絡處主任鄧秀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促進營商處處長劉傑麟，深圳廣播電影

電視集團副總編輯杜圖等出席活動。

9.   國務院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