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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得快 青年宜「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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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創投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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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通自小對IT科技十分感興趣，大學主修電腦的他，在大
三時已着手創業，投身社會後也參與各類IT創業項目，以

自主編程為主。2006年他參與首個落地東莞的項目，主要為當地
工廠求職平台寫編程，方便招聘人才及應徵者求職。

北上創業 嶄露頭角
廖永通在訪問中表示，「當時的東莞，若要到大城市見工只能
搭巴士，來回車費都要過百元，對當時生活指數來說，是較高的
消費。所以自己挖掘了這個市場，想為招聘者與應徵者的首次見
面節省時間及金錢。」
廖永通介紹，當時項目也加入了即時視頻見面的通訊功能，因
為當時不是人人有電腦，不過每個地區一定有網吧，網吧的電腦
一定會有視像鏡頭，方便通訊，一旦登入程式就能開始初步面
試。

營運上軌 轉戰創投
一年半後，廖永通卻退出了項目，他解釋：「項目獲一間上市
公司入股參與營運，可能性格關係，我更喜歡前期開發、研究的
部分，花工夫讓公司上軌道，讓大家看到真的有市場，然後就會
吸引更專業、懂得營運的人參與經營。」
他之後於2009年轉戰天使投資，他說：「皆因以往主要是與
投資者對接，然後自己找項目回來，金錢上的策略都是自己策劃
的，所以打算把創業和融資的經驗放在一起。」
「做天使投資是一個很專業的項目，當時也是邊學邊做，用了
兩年時間到處問人、到處學習。」廖永通直指，天使投資的風險
較高，並與（？）純粹金融技巧，對資源、行業認識及對創業者
的了解都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才能成為好的天使投資人。
「創業者通常都會表示『我唔夠錢啊』，我們就要站在對方角
度，在他能幫助、有前景的前提下才能投資，然而我們佔股並不
多，還要小心對方一個不行就『走佬』，所以風險都好高。」

自立門戶 挖掘市場
廖永通憑多年創投經驗，於2011年自行創業，創立了焯能科
技投資有限公司，至今已投資約30多個項目，最受關注的就是
2014年的單輪平衡電動滑板（Surfwheel）項目，Surfwheel深受
海外青年歡迎，產品研發者已與海外發行商簽署總值1億元的訂
單。
廖永通分享，「創科投資需要認真挖掘市場，相信隨着產品的
研發升級、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創科產品將迎來更
廣闊市場。」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青年創業家廖永通大學時期

已志在創業，約10年前投身創投領域，並於2011年

創立焯能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成為投資合夥人及董

事。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

指，創業是不少青年的夢想，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大有可為，故經常積極帶領香港青年到區內參觀考

察，更效仿海外創業大學的成功例子撰寫提案，冀孵

化出更多傑出創科企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李摯

無論是創業、青年工作等，廖永通一
直憑自身努力，勇闖高峰。現時不少年
輕人抱怨讀書學習壓力大，廖永通認
為，讀書不是最重要的，更笑言自己學
生時代成績屬中下游，不過勝在夠好
奇，喜歡不斷更新、學習，更因為有創
業的經驗，曾獲得Amazon的實習機

會，畢業後打工的時間不長，後來更是一直
在創科界打滾，直到現在。
廖永通一直保持每年到不同地方考察學
習，了解新事物，「因為一年的變化已經很
大，要時刻刷新信息、留意社會動態。」更
指「其實機會處處有，就看你如何挖掘」，
寄語青年要不斷刷新觀念、不停到各地考
察，「因為社會真的變得好快」，勉勵年輕
一輩要不斷啟發自身，實現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為近期大熱，廖永通
對此感到分外親切，「我祖籍江門新會，在
澳門長大，婚後來港生活，相信港珠澳大橋
通車後，區內城市便可實現互聯互通，所產
生的協同效應將無可估量。」
他更指：「在區內創業，可憑藉香港專

業、金融、法律等優勢，結合區內各城市特
色優勢互補，更可面向廣闊的市場，挖掘無
限商機。至於就業，雖然銀碼不算大，但和
當地的生活指數一比之下，實際的生活成本
不高。」

內地就業 升職空間更廣
他亦指，在內地就業會有更廣闊的升職

空間，「以高管的升幅為例，若表現出
色，第一年6,000元，第二年可達1萬元，

第三年後或可升至4萬元，上升到10萬元
的層次就可以管理整個內地市場。在同等
情況下，香港的高管上升空間小、幅度
窄，與其在本地競爭，不如到粵港澳大灣
區尋找更廣闊的空間。美國的高管也是全

國到處跑、到處找機會的，其實香港的高
管也可藉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實現同樣的
發展機會。」
對於青年學生的發展，他鼓勵應隨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多「走進去」，如此一來，選

擇創業的可享受廣闊的市場空間，在區內就
業的會有更多層次、更廣闊的升職階梯，建
議大家多做嘗試，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市場，
挖掘適合自己的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李摯

■廖永通與友好拜訪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委，促進粵港澳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廖永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考察團，團員合影。

廖永通最近非常關心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為推動區內各領域人才融
合，他撰寫了有關「創業大學」及
「知識產權比賽」的提案，冀能配
合粵港澳大灣區內未來創新科技的
發展。
談及「創業大學」，廖永通說：

「創業大學的概念並非傳統制度的
大學，沒有嚴格的學院制度，裡面匯聚各
類創業經驗、專業元素，有志創業的學員
都可在創業大學中了解到各領域的知識和
經驗，並透過大學的啟發，讓所學的知識
應用到實際。」

應着重育金融科技AI佼佼者
總結自己創業經驗，廖永通認為，一

位成功的創科人才，不應單純專注於程式
的開發，而是懂得透過程式工具，實現經
濟、社會效益的人。「創業大學應着重培
育金融科技、人工智能（AI）的佼佼

者，讓他們懂得整合人工智能的優勢，實
現資源再整合，從中產生經濟效益，最後
成功創業。」
廖永通指，「創業大學」目前還是一

個框架、想法，具體佈局和營運方式會進
一步摸索，自己也與不同的人交流，集思
廣益。
創科發展離不開知識產權的保障，廖

永通說：「內地的知識產權法例相當健
全，條文清晰，但侵權個案時有發生，是
因為知識產權的意識未能深入人心，因此
我的提案也提議內地設立知識產權比
賽。」
「許多侵權爭議都與產品設計有關，

我希望透過比賽細節，讓社會了解知識
產權的具體規章守則，增強對產品外觀
設計的法律認知。也希望參賽者透過比
賽加強認識，減少被侵權、被控侵權的
風險。」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李摯

提案「創業大學」匯聚專業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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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通與友好到北區屋邨派傳單，支持愛國愛港候選人。

早年在東莞創業的經驗，使廖
永通加深了對國家的認識，他坦
言，「最初我不太了解內地，落
地東莞後，才逐漸發現原來內地
市場如此大。近年自己常常帶香
港青年到內地參觀考察，他們也
有同樣的感慨。」

屢率團助青拓視野
廖永通身兼多個青年組織負責人，

包括江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主席、香港
五邑總會青年委員會副主席等，開展
過不同類型的青年交流活動。
他也是香港青年聯會工商及國際事

務委員會召集人，負責組織兩岸及國
際青年的文化交流及考察活動，帶過
台灣團、新加坡團、馬來西亞團，拓
寬青年國際視野。
他說，自己青年工作的經驗，源於

香港青年聯會，帶過不少交流團和實

習團，當中參加者都是 20歲至 40
歲，包括學生、專業人士、青年創業
家。因此每次活動都是活力滿滿，項
目也安排得很有趣，「例如到科創企
業參觀、在故宮做實習、參與文創比
賽等，還有來自不同行業的導師一同
完成項目。」

驚歎內地高新科技
廖永通表示，「大家最大的驚歎在

於內地高新科技的發展，我們在考察
期間了解到國家生物科技、物理學等
國家級技術的發展，包括領先全球的
散裂中子源技術，逐漸應用於天文、
電力等民生工程的超級計算機等，實
在太厲害了！」
現時香港五邑總會青委會、江港青

年交流促進會也會聯合舉辦不同類型
的青年活動，其中由江港青年交流促
進會牽頭的科技產品體驗日，讓最新

科技產品走進中學，邀請產品創辦人
作產品講解，讓學生體驗日新月異的
創新科技發展，啟發創意。
廖永通指，「我們志同道合的好兄

弟，能夠共同進退、共同成長，非常
難得。例如我們都認為文娛體育最能

推動青年間的和諧融洽，增強凝聚
力，因此透過北區足球會舉辦北區體
育日、慈善足球等活動，以足球會
友，凝聚青年力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李摯

領航育英才 迸發新力量
薪
－
火
－
傳
－
承

■廖永通獲邀參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與年青人對話」活動。

■廖永通與創科青年一同到訪江門科技局，了解最新發展。 ■廖永通參與Surfwheel單輪滑板創投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