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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簽證」
誘企業家落戶

英法澳紐星等國實施 美抄橋搶人
全球化時代競爭激烈，各國為爭奪商業人才

各出其謀。為積極吸納外國專才，不少國家

已推出「創業簽證」(Start-up visas)計

劃，讓沒有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權的外國

企業家，前往創業及居住，藉此帶動經濟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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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今年8月舉行歐洲首屆
「新創企業奧運」，讓立陶宛新創企業員工互相比拼，加深
各新創企業間的聯繫。
「新創企業奧運」由新創企業組織Startup
Lithuania與維爾紐斯科技大學合辦，參賽
者在籃球、乒乓球、足球機、閃避球、
飛鏢、羽毛球等9個項目競爭，吸
引90名新創企業員工分成8隊參
加。每個項目均有獎牌頒發給
勝出者，最後按獎牌總數決
定贏家。Startup Lithuania
也會繼續舉辦傳統「編程馬
拉松」活動，以及波羅的海地
區主要新創企業活動「Login
Startup Fair」。
立陶宛最近成為新創企業界焦點，政
府今年較早時通過法案，容許批出新創企
業簽證，將於明年1月生效，是波羅的海
地區首個落實類似計劃的國家。同時，英
國巴克萊銀行已在立陶宛開辦創新計劃
「Vilnius Rise平台」，並於秋季在首都
市中心開設「維爾紐斯科技園」，成為立
陶宛最大的訊息及通訊技術中心。

■《福布斯》

加拿大於2013年4月起推出「創業簽證」計劃，但3年來僅有100人透
過這計劃取得加國永久居留權。安大略省移民律師卡德里直言，對計劃
成效感到失望。
申請人若希望透過「創業簽證」移民加拿大，須獲指定的加拿大風險

投資基金投資20萬加元(約115萬港元)，或獲指定的天使投資者組織投資
7.5萬加元(約43萬港元)。卡德里指，這代表申請人需與私人企業達成協
議，但創業人士不易取得私人投資者信任，而且花費不少時間，故他很
少向客戶提議以此方式申請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天使投資基金組織總裁納瓦羅則解釋，加國「創業簽證」計劃

並非用作吸納大量移民，而是為部分投資者青睞的傑出企業家，提供進
入加拿大的渠道。加國移民部長辦公室稱，今年會檢討「創業簽證」計
劃，決定是否作出修改。 ■加拿大廣播公司

韓國首爾本月舉辦專為外籍居民而設的創業
比賽，參加者可以個人或團隊形式參賽，提出
創新意念，有助創立高科技初創企業或資訊通
訊科技商業系統。

比賽由支援當地外籍居民的機構「首爾國際中
心」舉辦，本月3日截止報名，該機構會選出10
名參加者或團隊進入決賽，將於本月14日向評
審闡述理念。冠亞季軍除可分別奪得200萬韓圜

(約1.4萬港元)、100萬韓圜(約7,042港元)及50萬
韓圜(約3,521港元)獎金外，「創業簽證」申請更
會被優先處理，並獲政府部門提供稅務、法律及
專利事宜的諮詢和支援。 ■《韓國時報》

韓 國 辦創業競賽 冠亞季簽證優先處理

澳洲總理特恩布爾去年9月上台後，矢言要
令澳洲成為充滿創意的國家，但澳洲對外國移
民存在恐懼情緒，令吸引外國專才到澳洲創業
的「企業家簽證」進展緩慢。有企業家呼籲澳

洲當局簡化程序，與近期推出「創業簽證」計
劃的美國競爭人才。
總部設於悉尼的新創企業「Disrupt Sports」

總裁埃爾菲克認為，美國簽證計劃簡單直接，
加上科企發展蓬勃，並擁有龐大市場用作測試
新產品，能吸引更多外國人才赴美。澳洲若想
留住人才，是時候將資源用得其所，仿效美國
的簽證計劃。
澳洲早於2月便開始就「企業家簽證」計劃
諮詢，預計最快11月推出。但埃爾菲克指，澳
洲過分着眼計劃可能帶來的移民政策漏洞，令
他們遲遲不願實施，又指部分獲取簽證的要求

不切實際，例如申請者需至少集資50萬澳元(約
297萬港元)。埃爾菲克表示從未聽過有人創業
時可籌到此金額，希望澳洲可參考美國的計
劃，簡化簽證要求，以吸引人才赴澳，強調這
對澳洲經濟繁榮及增長非常重要。
澳洲也有其他有利創業的政策，包括提供研

究資金、創立多種資助計劃、容許企業以研發
成本抵消部分稅項、向投資新創企業者提供稅
務優惠，以及資助中小企部分宣傳費用等。埃
爾菲克認為，上述政策均有助改善澳洲營商環
境，只要澳洲肯實施較開放的移民政策，定能
令澳洲科企更具吸引力。 ■澳洲新聞網

吸引外國人才是不少國家的大方針，英國內政部批准當地部分大學，向
外籍畢業生發出企業家簽證，鼓勵他們留英創業，讓英國留住更多人才。
倫敦格林威治大學是獲內政部移民部門批准發放簽證的學府之一，它

以創業競賽模式，讓申請簽證的學生爭奪20個名額。商學院企業及創新
主任伯奇指，它們吸引不少外籍學生入讀，但大部分在完成學業後便離
英，認為英國需想辦法留住人才。
不過，即使畢業生獲發企業家簽證，也不代表他們可永久留在英國，

因英國內政部規定，資助外籍學生創業的大學，需在分發簽證一年後檢
討學生創業成果，若不符預期，大學須取消學生的簽證。伯奇便指，格
林威治大學資助學生創業3年來，至少有2人因此被取消簽證。
另一方面，獲簽證的外籍畢業生也需在2年簽證期滿後，透過其他方法
留英。牛津大學就業顧問布萊克便指，這規定對創辦社會企業的外籍人
士影響最大，例如專營單車工作坊的Broken Spoke
美籍創辦人西多里亞克，便在簽證期滿後被迫
返回美國。不過布萊克仍認為，企業家簽
證是「非常聰明」的留住人才方
法，且他們可隨時透過轉行繼
續留下。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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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低效
3年僅100人獲永久居權

英 國 大學發企業家簽證
一年後再篩人

立 陶 宛

波羅的海首國
巴克萊設最大訊息中心

澳 洲 需集資300萬
簽證要求不切實際

■■「「新創企業奧運新創企業奧運」」冠軍隊伍冠軍隊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88月舉行歐月舉行歐
洲首屆洲首屆「「新創企業奧運新創企業奧運」，」，讓新創讓新創
企業員工互相比拼企業員工互相比拼。。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根據全球企業家網絡「Startup Nations」統計，現
時有12個國家實行創業簽證計劃，包括澳洲、新

西蘭、新加坡、英國、愛爾蘭、法國、西班牙、意大
利、荷蘭、丹麥、加拿大及智利，阿根廷、波蘭及挪威
等國家亦打算推行。
有研究指出，美國1/4及矽谷一半初創企業均由移民創

辦，當中以印度裔移民最多。有意見認為，美國向專業技
術人士發出的H-1B臨時工作簽證，由於申請者須證明他
們受僱於某間公司，因此不利創業。有見及此，總統奧
巴馬早前下令移民局推出新計劃，容許外國企業家在
當地居留兩年，創立或繼續發展事業。

「搶本地人飯碗」觀念需改
南非組織Simodisa一直在當地推廣企業精神及培養創
業氣氛，董事總經理莫迪塞批評，南非至今仍未推行
創業簽證計劃，加上當地對知識產權實施重重限
制，導致經營成本過高，難以鼓勵創業。Simodisa認
為當務之急是修改不利創業的法例，除希望當局放寬
針對投資者及企業家的簽證限制，亦希望當地人改變外

國人搶本地人飯碗的觀念。Simodisa自行設立「人才及簽
證」專責小組，試圖在世界各地發掘具潛質的企業人才，吸
引他們到南非發展。

移民諮詢公司Migreat比較各國的「創業簽證」政策後，歸納出3大類
型，包括企業家簽證、專門為企業家而設的快速辦理一般工作簽證，以
及為參加培訓計劃人士發出的臨時簽證。這些簽證的申請資格迥異，例
如荷蘭規定，企業家必須獲得當地導師指導及能負擔生活開支才可申
請；丹麥則規定外國企業家的商業計劃必須得到當局批准，而且要證明
有能力在當地自食其力一年，才獲批簽證。

倡G20推行 助勞動力流動
由於創業簽證計劃在歐洲取得成功，歐盟希望把計劃擴至非歐盟地區

人士，容許它們進入歐盟市場。專業服務機構EY合夥人馬利克更倡議，
二十國集團(G20)應推行類似計劃，容許成員國的企業家自由流動，「在
G20集團推行多邊簽證或區域簽證計劃，對促進勞動市場流動及宣揚正
面企業文化十分重要」。 ■南非《金融郵報》/新美國媒體

■「Disrupt Sports」總裁埃爾菲克認為澳洲
應仿效美國的簽證計劃。 網上圖片

■■「「新創企業奧運新創企業奧運」」加深各新創企業間的聯繫加深各新創企業間的聯繫，，更有助建立更有助建立
團隊精神團隊精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指有指在在GG2020推行多邊簽證或區域簽證計劃推行多邊簽證或區域簽證計劃，，
對促進勞動市場流動十分重要對促進勞動市場流動十分重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