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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收优惠政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收优惠政策——

聚英才聚英才 兴产业兴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喻 剑剑

“政策落地快，退税也快。手机上点一

点，退税就到账了，很省心！”在广东珠海横琴

经营一家烘焙店的澳门居民邱美宁说，“税收

优惠政策涵盖了我们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

得，对创业者的吸引力很大。”

来自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博士后站点

的澳门青年陈彩玲在享受个税优惠后，收到

了约 8 万元人民币的退税。“对于科研人员来

说，地方政府认定的人才补贴退税，非常具有

吸引力。”陈彩玲说。

“个人所得税负下降，会大大增强澳门企

业和市民参与合作区建设的意愿与信心。”在

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创办濠麦科技

有限公司的澳门青年龚元香鼓足了干劲。经

税务人员辅导申请，她很快收到一笔 5 万元

人民币的退税。

近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落地实施——对

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匹配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

的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

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四大产业，遴

选符合合作区战略定位的鼓励类产业，形成

9 大类 150 项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与原先

相比大大扩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 年度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

居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首个执行年度，

横琴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制定公布《2021 年度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申报指南》，通过线上、线下和单位代

办 3 种渠道为超过 500 名符合条件的澳门居

民办理 2021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实现“应享

尽享、应退尽退”。

横琴澳门居民所得类型多样、退税人群

较分散、临时性劳务报酬情形较普遍。横琴

税务部门立足“小额退税”多、“大额退税”少

的实际，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服务，确保政策

落实精准高效。其中，符合“小额退税”条件

的纳税人占比超八成，他们只需要通过手机

个人所得税 APP 点击确认申报情况，即可实

现“一键退税”；在“大额退税”方面，考虑到退

税金额较大且情况较为复杂，横琴税务部门

采取“点对点”全程专人服务，实行“一人一

册”后续管理与跟踪。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入推进、

加快建设的关键之年，也是《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赋予合作区的政策红

利逐步释放、产业投资密集落地的战略发展

窗口期。“此次从‘看到优惠’到‘享受到优

惠’，标志着国家和广东省支持合作区发展

的首批税收政策正式实施。”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执委会主任李伟农表示，随着合作区

趋同澳门的税负环境进一步形成，澳门市民

来合作区就业创业、澳门企业到合作区发

展、产业在合作区聚集，都有了实实在在的

红利和支撑。

“税收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了横琴澳门居

民的税负，申报便捷高效，对澳门居民融入深

合区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横琴从事

医疗科技行业的博士后丁立强说，“横琴有这

么好的政策、服务和环境，我会动员更多澳门

朋友一道来横琴发展。”

“优惠政策有力度大、创新多、优惠目录

扩容、战略性突出等多个特点，让来横琴工作

的澳门居民与高端人才直接受益。”湾谷科技

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澳门青年黄茵表

示，她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青年看好合作区

这片热土。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于包括他

们在内的合作区建设者而言，无疑是一份厚

重的大礼包。

珠海纳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澳门青

年雷震看好税收优惠政策的“招才引智”效

应：“优惠政策有利于我们招揽更多优秀人

才，让企业更专注于科技创新。”

雷震十分看重税收优惠政策中多项创新

对企业发展方向的指引。“对于企业来说，国

家用真金白银激励我们强内功、勤拓展，主动

参与国际竞争，我们更要重视将国家所需、港

澳所长与企业发展、个人事业有机结合起来，

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保持长期繁荣稳

定作出应有贡献。”雷震说。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日

前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22 年

上半年新成立的本地公司总数为

50087 家，非香港公司 415 家。截

至今年 6 月底，在香港注册的本

地公司总数达 1386592 家，非香

港公司的总数为 14481 家。与往

年相比，新公司数量的增幅保持

稳步回升，佐证了香港正在由治

及兴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显示出

香港本地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

未来充满信心。

近年来，香港受到社会动荡

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包括初创

公司在内的经济指标一度出现下

滑。伴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和

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营商环境

逐步好转。对各种拨乱反正的正

当举措，外部敌对势力极尽抹黑

歪曲之能事，各类所谓“警告”“制

裁”不期而至，“营商环境恶化论”

“外资撤退论”甚嚣尘上。新公司

数量的稳步增长，正是对各种“唱

衰论”的最有力回击。

到今年 6 月 30 日，香港国安

法实施满两周年；自 2021 年 9 月

份至今，香港先后举行了选委会

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

举。香港新公司注册数量在这

两个时间段均保持回升。数据

显示，从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年

4 月份，与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

12 个月数据比较，香港证券市场

每日成交额增长 60%，新股集资

额增长 30%；从香港国安法实施

至今年 5 月份，香港实现资金净流入 420 亿美元。正是维护

国家安全和落实“爱国者治港”的举措巩固提升了香港的营

商环境，大量新公司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对新一届特区政府而言，新公司的增加也是一个积极

的信号。新一届特区政府肩负着破解深层次民生经济难题

的重任，住房、扶贫、青年就业、养老医疗等问题的解决都需

要大量物力财力的投入。公司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意味

着税源的培养和就业的吸纳。各类公司也都承载着不同的

使命，关系到政府部门的施政效果。比如科创型公司的成

长背后是创新实力和转化效率的提升，专业服务公司的业

务拓展就是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的过程。从破解利益固

化藩篱的角度看，做好增量文章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按

照中央要求，新一届特区政府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如何服务好海量的

新公司就是考验治理能力的现实课题。

新公司增长还显示了投资者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光明前景的信心。香港投资推广署 2021 年帮助 333 家公司

在香港成立或扩充业务，其中 186 家公司由于看好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机遇而选择投资香港。如今大湾区的交通一体

化、专业服务互认、规则机制对

接提速升级，必然为更多新公

司提供机遇。

春江水暖鸭先知。新公司

的增加、新产品的问世、新业态

的涌现正是香港活力的体现，正

是新时代“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生命力的体现。香港未来的美

好图景就在海量公司的业务拓

展中、一个个创业者的成长轨迹

中逐步清晰起来，亮丽起来。

两岸民间交流盛会——海峡论坛 7 月 12

日在福建厦门如期举办，吸引了台湾各界嘉

宾约 2000 人在线下参会。今年是两岸开启

交流 35 周年，35 年来，无数台湾青年在祖国

大陆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与大陆青年同

心同行，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用爱增进两岸情感

在今年的海峡青年论坛上，华侨大学法

学院台生陈柏源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媒体记

者追逐采访的对象。虽然这是陈柏源第一次

参加海峡论坛的活动，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早

已被很多人熟知——闽南语说唱厂牌“闽男

本色”主理人。

“请你间隔一米，保持距离！麻烦所有

人把口罩戴好，不要聚集⋯⋯”今年 3 月份，

福建省泉州市发生较严重的本土疫情，居家

抗疫期间，许多市民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

过这首歌曲。这首《全闽抗疫》正是由陈柏

源和朋友所创作，一经推出后，播放量很快

过亿。

出生于 1999 年的陈柏源来自台湾台中，

他从长辈口中得知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市。“踏

上泉州的土地后，我发现这里的人和我说着

同样的语言。在泉州，我感到无比亲切，风

俗、民情、文化都是一样的，这也让我更加认

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陈柏源说。

陈柏源曾系统学习过电子鼓、说唱等音

乐制作技能，他和朋友们组建了“闽男本色”

厂牌。“既然有共同的音乐爱好，我就希望用

爱与歌声增进两岸年轻人的情感。”陈柏源表

示，要用欢快的说唱形式把自己在大陆的所

见所想传递回台湾，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知道

海峡对岸有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我来参加海峡论坛，就是想把自己的故

事讲给更多两岸小伙伴听。”陈柏源表示，希

望未来能成立更多台湾青创基地，吸引更多

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

寻找心中的理想家园

7 月的厦门骄阳似火，来自海峡两岸的

大小骑行勇士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之旅。作

为第十四届海峡论坛的配套活动，台湾“单车

天使”第一家园行在闽南地区开展，邀请两岸

人员一起骑行，探寻祖国大陆与台湾血脉相

连、两岸一家亲的故事。

从厦门翔安大嶝岛出发时，骑行队伍中

来自金门的台胞在与当地村干部互动中发现

金门与大嶝岛的闽南语口音一模一样。在围

头村远眺金门，来自金门的 11 岁小骑手说海

的两边都是家。

近千名青少年、220 名志愿者，“骑迹”

遍布 两 岸 55 座 城 市 ，总 骑 行 里 程 1.2 万 公

里 ——这是台湾单车天使协会成立 10 年来

创下的纪录。该协会理事长杨民忠表示，骑

行是为了看看一路的风景，更是为了寻找心

中理想的家园。

2010 年，杨民忠从台湾来到大陆，从事

企业管理咨询师工作。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

他在回台探亲时，常去保育院等机构做社工，

期间也常常谈及在大陆的所见所闻。“老师们

也好，孩子们也好，都非常渴望到大陆走走看

看。”杨民忠暗下决心，要让孩子们用车轮丈

量祖国大陆的壮美河山，感受中华文化的源

远流长。

但真正开始筹备这件事的时候，杨民忠

发现，资金、交通、食宿、交流，每一项都有不

小的工作量。当他把自己的目的和理念在社

交媒体上发布之后，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积

极响应和热心帮助。

2012 年夏天，杨民忠和志愿者一起带着

台湾的青少年朋友，跨过海峡来到大陆圆

梦——从北京骑行至厦门。第一届骑行团队

75 人，历时 40 天，两岸行程累计 3200 公里。

杨民忠感到非常欣慰，他兑现了承诺，让孩子

们成功圆梦。

“推动两岸关系更好发展不能靠等待，大

家都应该有所行动。我希望通过体育公益让

两岸更多青少年圆梦，让他们成为照亮世界

的光。”杨民忠说。

在广袤田野发光发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

多台湾同胞在大陆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休

闲农业、特色民宿、直播电商等，很多台胞团

队扎根祖国大陆广大乡村，深度参与乡创乡

建，推进当地发展，在广袤田野发光发热。

“我是在四川大凉山种油橄榄的北大博

士林书任。”这是台湾青年、四川凉山州冕宁

元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书任在第

十四届海峡论坛上的自我介绍。从台北到大

凉山，这样的身份转变与经历令人好奇。

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的冕宁

县，一边是安宁河畔的沃野平畴、阡陌交错，

一边是雅砻江畔的深山峡谷、高寒山区。此

前，林书任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与这里发

生交集。将他与大凉山深度绑定在一起的，

是他的父亲林春福。

2011 年，在深圳市将工艺品制造生意做

得风生水起的林春福决定去大凉山种橄榄、

生产橄榄油。林春福下定决心：“我的梦想是

种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油橄榄，我有信

心将我们的油橄榄增种到 10 万亩。”

2013 年，林书任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父亲却不给他提供生活费，要求他通过

卖橄榄油自己赚取生活费。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林书任看到了父亲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和

热爱，自己也深受感染，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在

北京的工作机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投身大

凉山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事业。

台湾人、语言不通、要流转土地、种的还

是没听说过的作物⋯⋯这些都让村民很难信

任他们。在误解与阻力面前，当地政府部门

站出来了。“有的村干部带着我父亲挨家挨户

拜访解释，有的村干部翻山越岭上门给村民

做动员。土地有了，后来又遇到资金不足的

困难，好在我们的项目得到各级政府的关心，

他们协助我们获得政策支持，解决了项目资

金问题。”林书任说。经过十多年深耕，他们

的油橄榄基地已从第一批种植的 600 亩增加

到现在的 2.5 万亩，带动当地 6800 多名村民

增收，年人均纯收入增加 3 倍以上。

在大凉山的工作中，林书任逐渐意识到

人才培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去年，林

书任组建了大凉山首家“春风新农人培训中

心”，创建“龙头企业+培训机构+新农人+市

场”模式，计划每年培训农民 5000 人次，培养

一批有技能、有理想、有追求的新农人共同助

力乡村振兴。

在大凉山的创业让林书任找到了实现人

生价值的广阔天地。“大陆的各项发展政策，

美丽的绿水青山，还有广阔的市场机遇，能够

帮助我们每个人梦想成真。”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带动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一起筑

梦圆梦，参与到两岸融合发展的大潮中来。

五万家新公司的信心五万家新公司的信心

本版编辑 曾诗阳 美 编 高 妍

77 月月 1212 日日，，海峡青年华服节主题海峡青年华服节主题 TT 台秀在厦台秀在厦

门市集美区门市集美区““开秀开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落实企业所得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落实企业所得税、、个人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提供配套便利化服务所得税优惠政策提供配套便利化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喻 剑剑摄摄

这 里 涌 动 着 青 春 力 量这 里 涌 动 着 青 春 力 量
——记海峡论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创未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刘春沐阳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管理机构揭牌以来区管理机构揭牌以来，，

澳资企业参与合作区澳资企业参与合作区

建设热情高涨建设热情高涨。。图为图为

横琴金融岛一景横琴金融岛一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喻 剑剑摄摄

77 月月 99 日至日至 1010 日日，，台湾台湾““单车天使单车天使””第一家园行第一家园行

在福建闽南地区开展在福建闽南地区开展。。 沈沈 威威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