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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本報訊】【本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本報訊】

廣州報道）在「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熱潮

不斷升溫的同時，粵港澳兩地牌車申辦將放

寬！廣東交警28日公布，為更好滿足三地居民

跨境通行需求，助力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廣東省公安廳在總結前期兩地車管理情況基礎

上，進一步優化車輛管理政策，將於今年5月

1日起推出取消關聯核查納稅要求、延長指標有

效期、優化非營運小汽車免檢、放寬主駕駛人

備案車輛數量四項便利措施。有香港車主表

示，此舉將有利於更便捷地來往粵港經商、購

物及自駕旅遊，助建粵港澳大灣區優質生活

圈。

　　「5月1日起，粵港澳兩地牌車輛管理有優

化。」廣東交警表示，首先，取消申辦不同類

型兩地牌指標的關聯核查納稅要求。對已經以

納稅條件申辦投資類指標的，同一申請人再申

辦資格類、人才類、捐贈類等其他類型指

標，及以投資高新企業條件申辦指標時，不再

核查相關投資類指標內承單位的納稅情況，凡

符合對應條件的即予辦理。

　　同時，統一調整資格類、人才類及投資高

新企業類兩地牌指標為長期有效。2019年4月

15日後申辦的資格類、人才類及投資高新企業

類兩地牌指標有效期由五年調整為長期有效，

辦理《粵港澳機動車往來及駕駛人駕車批准通

知書》延期時，無須再次提供相應資格條件證

明。

　　廣東交警還透露了優化申辦兩地牌的港澳

非營運小汽車免檢措施。在香港、澳門首次註

冊登記六年以內的九座（含）以下非營運小汽

車，申辦兩地牌時免於上線檢驗。已辦理兩地

牌的九座（含）以下港澳非營運小汽車（不包

括麵包車），自港澳地區註冊登記之日起十年

以內僅上線檢驗一次，即第二、四、八年免上

線檢驗直接申領檢驗合格標誌，第六年須上線

檢驗；十年（含）以上的每年上線檢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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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廠為特斯拉全球產能最高工廠上海廠為特斯拉全球產能最高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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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4月28日下午，美國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

隆·馬斯克抵達北京，展開為期一日、短暫而高規格

的中國之行。馬斯克「旋風式」行程引發全球關注，

此次係應中國貿促會邀請訪華，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

斌當天下午與其會面，就下一步合作等話題進行交

流。馬斯克說，很高興看到電動車在中國取得進展，

未來所有的汽車都將是電動的。當得知他在中國有很

多粉絲時，馬斯克也表達了對中國的喜愛：「如果我

有很多中國的粉絲，那麼情感是相互的，我是中國的

超級粉絲。」以特斯拉為代表，全球車企對中國市場

的定位正在發生改變。機構分析指出，越來越多的全

球車企將中國市場看作一所「大學」，而非「健身

房」。

　　上海廠為特斯拉全球產能最高工廠
　　自十年前進入到中國市場以來，特斯拉已經在中

國銷售了170多萬輛車。2018年特斯拉獲批在中國獨

資建設電動汽車工廠。在中美貿易戰最激烈之時，上

海工廠在2019年10月建成投產，在2020年1月正式向

外界交付國產Model 3車型。目前特斯拉上海工廠共

生產兩款車型，年產能超過95萬輛，上海工廠也是特

斯拉全球產能最高的工廠。現在，中國是特斯拉第二

大市場，同時又是特斯拉出口基地。

　　有媒體統計，這已是馬斯克第11次來華，去年

5月底，馬斯克同樣展開了為期兩日的訪華之行，其

間與中國外交部、工信部、商務部等中國財經部門高

官會談，並發聲表態反對中美「脫鈎斷鏈」，作為疫

後經濟恢復正常第一年首批訪問中國的外國企業家，

為在中國投資投下信任票。

　　跨國車企紛紛加碼投資中國
　　馬斯克今次來華，正是一些美西方人士在國際輿

論場炒作所謂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論」，但這並不

能掩蓋中國新能源市場的巨大潛力和吸引力。在綠色

發展日益成為國際主旋律的背景下，跨國車企紛紛加

碼投資中國市場，用行動向中國新能源市場發展前景

「投票」。

　　近期在隨德國總理訪華期間，寶馬集團董事長齊

普策也重申深耕中國市場的承諾：「中國是未來之所

在，也是寶馬集團全球最大市場。我們在中國的持續

成功離不開在華足跡的不斷增長和發展。」

　　現代汽車集團相關負責人強調，汽車領域的新能

源變革早已成為社會共識。面對中國這一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汽車市場，集團對在華電動化發展有深遠的期

待。中國電動車市場在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支持和消

費者對科技和新能源的持續認可下，將迎來快速增

長，對中國市場前景樂觀。

　　新能源車已主導新車型潮流
　　據中新社報道，瑞銀中國汽車行業研究主管鞏旻

29日在一場媒體線上分享會上指出，如今，越來越多

的全球車企將中國市場看作一所「大學」，而非「健

身房」。

　　鞏旻表示，根據瑞銀近期在全球範圍內做的汽車

行業消費者調查，以及結合其個人對北京國際車展的

走訪調研，他發現中國汽車行業有以下最新動態和發

展趨勢。

　　其一，新能源車已主導新車型潮流，燃油車型幾

乎難覓蹤影。 其二，車展國際參與度發生顯著變

化。鞏旻介紹稱，以往，德國、日本、美國的車企高

管紛紛前來，因為中國市場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如

今，除了「老面孔」，更多發展中國家和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的媒體與經銷商夥伴出現在展會，包括東

南亞、拉美、中東等地區的國家，這反映出中國汽車

出口的國際影響力。其三，全球車企對中國市場定位

的深刻變化。

　　外企將中國科技融入產品中

　　鞏旻坦言，過去，國際車企多在德國、日本完成

產品開發，再投放中國市場；如今，他們越來越多地

將中國科技融入自家產品之中。過去，他們可能將中

國市場視為一個「健身房」，但現在，中國市場已升

級為他們的「大學」，他們在這裏深入學習中國的電

動車和智能化科技，以此來強化自身競爭力，並為全

球市場的產品推出做好準備。

　　「中國曾經是西方車企開發出來的產品市場，現

在已逐漸成為他們創新和技術發展的來源。」鞏旻

說。

圖：馬斯克說，很高興看到電動車在中國取得進展，未來所有的汽車

都將是電動的。圖為2023年馬斯克訪華參觀Tesla上海工廠時與員工

會面。資料圖片 

機構：越來越多全球車企視中國為「大學」而非「健身房」

「我是中國的超級粉絲」「我是中國的超級粉絲」「我是中國的超級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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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推動大灣區互聯互通加速推動大灣區互聯互通

不過，在內地發生過造成人員傷亡的交通事故

或者非法改裝被依法處罰的車輛，仍按原規定

周期檢驗。

　　「此外，放寬主駕駛人備案兩地牌車輛的

數量。」廣東交警指出，凡符合條件的主駕駛

人，可備案相應兩地牌車輛，不受車輛數的限

制。

　　香港車主曾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港車北上」與粵港兩地牌車目前各有優勢。

譬如「港車北上」需要香港居民身份，沒有配

額限制，也沒投資納稅及特定身份等條件限

制，但仍只能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入廣東，每

次北上廣東後連續停留不得超過30天。而粵港

澳兩地牌車大多需以註冊在廣東的公司名義申

請，且有納稅要求，但口岸方面可「就近」申

請深港口岸出入，每次北上廣東後連續停留不

可超過90天。隨着今次粵港澳兩地牌車輛管理

優化，將進一步便利兩地牌車通行，特別是放

寬了主駕駛人可備案車輛的數量，不受車輛數

的限制，加上兩地牌車不受大灣區城市限行限

牌影響，如此更加便利來往粵港經商、購物及

自駕旅遊。

　　加速推動大灣區互聯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近年加速融合發展，譬如

相比2019年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車輛

86萬輛次，去年飆升至326萬輛次，增幅近

2.8倍；今年僅前四個月便達158萬輛次，比

2019年全年還多出近84%。」廣東省交通運輸部

門相關負責人表示，隨着大灣區建設穩步推

進，粵港澳三地人員往來、經貿合作更加緊

密，越來越多港澳居民到內地居住、經商、就

業、旅遊；僅目前已有逾30萬人次港澳居民參

加廣東養老、工傷、失業保險等。因此，不論

是「澳車北上」「港車北上」政策還是粵港澳

兩地牌車輛管理優化便利措施，均進一步促進

粵港澳人員車輛往來便利化，加速推動大灣區

互聯互通。

港⼈移台遭刁難
被⺠進黨⽤完就丟
　　 台灣曾是港人熱門移居地，但這幾年來，民進黨當局對「移【本報訊】【本報訊】

　　與民進黨的宣傳不一樣與民進黨的宣傳不一樣

　　 台灣曾是港人熱門移居地，但這幾年來，民進黨當局對「移【本報訊】

民」政策收緊，相關規定使得移居台灣的港人難找工作且無法享受社會福

利，不少港人感到被百般刁難，覺得被民進黨「用完就丟」，於是紛紛選擇

離開台灣。在台灣居住的港人表示，民進黨當局加強「移民」審查，要拿到

台灣地區身份證越來越難。兩岸學者指出，民進黨當局當年在香港「修例風

波」中口口聲聲說「撐港人」，如今已贏得選舉，港人對民進黨已沒有價值

了，加上台灣民眾擔心移民者分薄了他們的社會福利，民進黨當然收緊「移

民」政策了。

　　台灣地區「移民署」的統計顯示，2018年至2023年10月底，香港居民在

台獲居留許可人數為4.6萬人，但細看每年的數據卻能觀察到明顯下降的趨

勢。

　　據台媒報道，港人移民來台包括就學、依親及投資等途徑，其中投資移

民是港人來台定居的重要渠道。乍看之下，港人投資移民的門檻比外國人

低，但實際上往往「看得到、吃不到」。

　　與民進黨的宣傳不一樣
　　一名曾「夢想移民台灣的香港人」日前在網上撰文稱，「台灣當局不斷

提高限制……或許是因為香港人『政治宣傳』利用價值已經沒了，或是根本

沒法投票給當局」。他表示，回想申請移民台灣的過程，許多港人覺得台灣

官僚氣息很重，前前後後反覆不一，與民進黨當局的宣傳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台灣居住的港人梁女士向大公報表示，由於地理位置鄰近，加之文化

相似度高，香港居民一直將台灣地區視為一個熱門的移民地，但近幾年想擁

有台灣身份證越來越不容易，成功率越來越低。無論是透過投資移民還是來

台就學，港人都會遭遇各種隱而未言的法規與行政障礙。

　　梁女士舉例，比如她在台東的港人朋友在申請移居的過程中，台當局通

過補充文件等方式進行技術性拖延。無止境的等待，讓她和身邊已經在台灣

民進黨敢與島內
千萬媽祖信眾作對？
　　民進黨當局「語不驚人死不休」，竟然大放謬

論，否認「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然而，事實勝於雄

辯。

　　在台灣，媽祖是重要的民間信仰，平均每四個人

就有三人信奉媽祖。島內的媽祖信眾超過千萬人，而

全台的媽祖廟超過500座，都是由福建湄洲──媽祖

的故鄉「湄洲媽祖廟」分靈而來的。祭祀媽祖已成

為海峽兩岸共同的習俗。由此誰能說兩岸同胞不是同

屬中華民族？

　　在台灣，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這些中

華民族傳統節日都是法定的公眾假期，而且也與大陸

同胞一樣保留着春節拜年派紅包、清明祭祀先祖、端

午吃糉子划龍船、中秋賞月吃月餅、重陽登高祈福等

節日習俗。由此誰敢說兩岸同胞不是同屬中華民族？

　　在台灣，飲食習慣、婚喪嫁娶、祭祀祖先的禮儀

都與福建、廣東相同。如果把中華文化比作一棵大

樹，台灣文化就是這棵大樹的分支。台灣社會始終延

續着中華文化的傳統。由此誰還能說兩岸同胞不是同

屬中華民族？　　

　　最近，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馬英九一行並

就兩岸關係發表的重要講話。習近平站在中華民族發

展的歷史高度，揭示了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的歷史事實，宣示了堅定推進反「獨」促統的意志決

心，展現了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利益的真情實意，強調

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表達了對兩

岸青年的關心關愛和殷切期許，號召兩岸同胞攜手同

心實現民族復興。

　　習近平關於「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的論述在

兩岸引起強烈共鳴。島內輿論指出，在習近平公開談

話中，調子是軟的，姿態是溫暖的，對台訴求則拉高

到「中華民族」的層次。「兩岸同屬於中華民族」不

可能因為政治分歧而改變，這是此次會面最想凸顯的

意涵。習馬兩人共同架起了「中華民族屋頂」，為台

海指引一條和平避戰之路，這對賴清德來說也是機會

之窗。民進黨切勿錯過和平橄欖枝。

　　然而，民進黨當局冥頑不靈，漠視大陸方面再次

釋出的誠意和善意，大放厥詞，說「炎黃子孫只是中

國古代傳說」「中華民族論述是一個陷阱」云云。

　　其實，這並不令人意外。民進黨至今奉行「台

獨」黨綱，向來視兩岸文化、歷史聯結為「洪水猛

獸」，必窮追猛打。然而，島內民調顯示，超過六成

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可見，「兩岸同屬中

華民族」是台灣主流民意。民進黨當局的荒唐主張完

全與台灣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不論民進黨如何否認、抹黑、抵賴，兩岸同胞有

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歷史，同屬中華民

族、炎黃子孫，都是中國人，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否

認、不容褻瀆。民進黨當局及其政客出於謀「獨」本

性和政治私利，數典忘祖、背棄民族，不肖子孫令人

不齒，如不改弦更張，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騙取選票後棄港人如敝屣騙取選票後棄港人如敝屣

花費大量積蓄和時間的港人感到「很不安」。

　　騙取選票後棄港人如敝屣

　　島內學者何溢誠表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只是民進黨當局用來騙取選票的

口號。2020年蔡英文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就把香港人棄之如敝屣。目前港人移居台灣

門檻越來越高，幾乎已經到了百般刁難的地步。以往港人定居核准一般只要一兩周，但自

民進黨當局收緊政策後，港人投資審查可拉長至七八個月，甚至一年以上，人數自然也就

越來越少。說白了，民進黨當局也很害怕香港的「黑暴分子」去台灣，給民進黨惹麻煩。

　　北京科技大學學者溫天鵬表示，近年民進黨當局扮演了支持「反中亂港」分子的極

不光彩的角色。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又恢復了往日穩定繁榮的局面，民進黨當局撈

不到政治利益後，就開始設置移民政策阻撓香港民眾移居台灣。香港市民應該看清民進黨

當局的投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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