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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菁會副主席
趙佳音

大灣區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有效、直接和便利的
設計及安排。香港是全球的經濟中心之一，香港青年需要
與全球精英比拚，行業的競爭激烈，猶如一個戰場。對於
謀求自身機遇的港青，大灣區是一個新希望；對於希望創
業的青年，大灣區是時代賦予的機遇。機遇和挑戰是並存
的，要在變革的時代做勇敢的人。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灣趣應用程式創始人
陳曉鋒

粵港澳大灣區是新一代香港青年做事、創業的地方。不
過，現時大灣區仍有兩個誤區需要解決，第一，大灣區不
是為了享受，更不是提供好處和優勢給香港青年發展，而
是要香港青年去艱苦奮鬥、創業的地方；第二，香港也是
大灣區的一部分，不能說要努力「上去」發展，把香港發
展好也是對大灣區的巨大貢獻。

就是敢言副主席
吳志隆

我們說大灣區有很多機會，但對於普通青年而言，會不
知道他們的機遇在哪裡，我認為大灣區的初心是為香港青
年錦上添花及雪中送炭，故推進大灣區發展的動態微調的
過程中，應考慮不同人群的需要，令本地人才可以有多一
個發展出路，而普通「打工仔」亦可以有不同的機遇。

就是敢言秘書長
劉瑤

現時很多基層港青根本不了解什麼是大灣區，所以在談
融入之前，首先要談認識的問題，才能繼續就港青在大灣
區的發展，以及具體政策應涵蓋的內容進行深入討論。我
認為，應該利用新媒體的方式，向青年解釋大灣區如何解
決他們面對的問題，例如置業方面，從而加深他們的認
知，融入大灣區發展。

香港新青會會長、香港富眾集團董事總經理
陳月明

自己早年在家人的鼓勵下到內地發展，當時最大的挑戰
是語言，不會聽也不會講，亦感受到很大的文化差異。事
實上，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發展，要做好「三業」，即學
業、就業和置業，都會遇到各種困難與挑戰，重要的是青
年如何堅持、如何克服、如何解決。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麗芳

前海是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如果可以建立一個數據
特區，做到深港數據融合的集散地，相信未來定必大有可
為。另外，前海可以和香港合作，設立前海深港數據專
線，在香港成立數據中心，存放不敏感及不涉及國家安全
的數據，也吸引國外智庫的數據放在香港一併分析、產生
價值。

年輕人願意離開香港到內地工作發展的話，都會想得比
較長遠，我們在看待大灣區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其中的
挑戰。大灣區的政策和規劃盡快出台，會有利於香港青年
進入大灣區。

座談盡抒胸臆 港青灣區逐夢
大公報編輯部中聯辦青工部主辦 各界獻言助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在即，引

起社會各界熱烈討論，不少香港青

年亦十分關注，視之為大展身手的

平台、發展所長的機遇。大公報編

輯部及香港中聯辦青工部近日舉行

「港青逐夢大灣區」座談會，來自

不同領域的17名香港青年聚首一

堂，表達自身對大灣區的想法及建

議，包括社會福利問題、資訊流通

等方方面面。有青年盼有關部門以

創新思維，研究社會福利問題，亦

有青年建議設立一站式資訊平台，

助港青適應內地生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何建宗：福利助吸北上發展
曾任發展局政治助理

的「一國兩制青年論
壇」召集人何建宗表
示，大灣區能解決香港
的土地、市場及人才不
足問題，加上房價及創
業成本較低，對香港青
年而言是好消息。他認
為，人流在大灣區發展中最為重要，福利有
助吸引港人到大灣區發展，現時的港澳台居
住證是重要一步，期望有關部門以創新政策
的思維，研究如何令香港學生及退休人士在
內地享有福利。

梁秉堅：有信心灣區落地生根
任職社工的香港菁英

會副主席梁秉堅表示，
人的流動和移居都是基
於政策的變化，政策是
否能予以適當支援是重
要的，語言、生活文
化、學習系統、工作、
創業，以及結婚生子等
也是心理門檻，港青若能夠一一打破，在大
灣區任何一個城市都能夠發展。他建議，通
過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協調，把醫藥、社會福
利架構、技術轉移至大灣區，讓青年相信在
灣區與在港澳同樣舒適，「有信心在大灣區
落地生根，從一個香港人變為一個大灣區
人。」

謝曉虹：倡設一站式資訊平台
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

委員、明匯智庫研究主
任謝曉虹坦言，身邊不
少朋友對內地不了解，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沒有
概念，其智庫曾發佈一
份「香港青年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指數」報告，
發現港青對如何找到相關政策資料、對接資
源與部門等感到困擾。她續指，港青亦有機
會在生活上面對不少難題，例如不知如何開
設戶口、移動支付等，甚至不了解內地的薪
金水平、福利及保障，故建議設立一站式資
訊平台，以趣味而多元化的形式，全面推廣
大灣區實用資訊，並加強區內青年互動。

張然：上輩精神值得借鑒
全國青聯常委、香港

新青會主席張然亦支持
設立資訊平台，為有意
到大灣區發展的港青提
供協助，包括整合政府
行政與社會資源，及提
供生活上的人文關懷等
會館式的便利服務。他
又提到，改革開放之初，上一輩香港人到內
地發展既缺少優惠政策，也少基建配套，但
他們一心想要融入國家發展，並從中尋找機
遇，值得對今天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港青借
鑒。

吳學明：企業大學可增交流
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

執行主席吳學明指，港
青獨自離開香港、到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大多
難以踏出第一步，因為
家長未必放心及同意，
青年亦找不到自己的方
向，若灣區內企業和大
學能更積極地推出不同項目，帶動不同地方的
往來與交流，相信不僅可為青年拓展發揮空
間，亦有助大學培養人才、企業覓得人才。

香港市場規模有限，隨着粵港澳大灣區
的出台，有志創業的香港年輕人將有機
會，劍指常住人口約6,800萬的龐大市
場。出席座談會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中聯辦青工部
副部長楊成偉，分別勉勵港青跨越思想上
的門檻，將個人之夢匯聚至中國夢之中。

李大宏：灣區廣闊天地助追夢
李大宏在發言時認為，大灣區為香港青

年提供廣闊天地，是他們實現個人夢想的
大好機會。

他指，過去40年內地湧現不少年輕的創
業者，如馬雲、馬化騰等，說明一切從敢
於追夢開始，盼港青在參與祖國建設中，
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將個人之夢匯聚
至中國夢之中。」
他強調，希望多聆聽青年的意見，以完
善青年政策。
他又認為，本屆特區政府重視青年工

作，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多次出席青年活
動，並曾在香港菁英會的活動上承諾「有
求必應」、「有事必辦」，以展現支持香
港青年發展的決心。

楊成偉：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楊成偉在會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的重要性在於訂立方向，而依法實施
更重要，「1分部署、9分落實」。他認
為，大灣區是港青的延伸舞台，為他們拓
展新的發展機遇及空間，立足香港、面向
世界、背靠大灣區，而青年的參與應是大
灣區發展中最積極的因素。
他認為，現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即港青思想上的障礙，因為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港青需要時間了解、認識及走

進大灣區，跨越自身思想根本性的門檻及
心結。他指，該方面是比較迫切的問題，
「思想通了，所有問題也不是問題，都能
解決的。」

跨越思想門檻 個人夢融中國夢

自2011年一些內地高校對香港學生豁
免內地聯招考試起，到內地升學的港青數
目日漸增加，去年接近1,300名香港學生
獲內地高校免試取錄。同時，不少本地學
生亦會趁暑假回內地實習或交流，加深對
內地的了解。有與會者及學生表示，香港
及內地的政策、措施及程序差異，令港青
遇到不少困難及擔憂，期望能解決相關問
題。

張絲蕊：盼優化戶籍制度
任職非牟利機構的張絲蕊指，過去因

工作機會與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港生交流，
了解到他們的問題不只在於衣食住行或思
鄉，而是面對一些政策上的不完善，以及
心理上對未來的擔憂。她分享，內地市民
一出生便有戶口，戶籍制度與很多方面也
息息相關，例如學生檔案。
她指，檔案記錄該學生從小到大的學

習成績、課外活動等，惟透過聯招升讀大
學的港生沒有相關記錄，即使有才能亦失
去加入校隊的機會。她續指，由於在內地

就業及生活的港人沒有戶籍，其子女不能
入讀公立學校，只能到私立或國際學校就
讀，無法享受12年免費教育，在下一代
教育方面欠缺保障。

楊錦富：辦銀行戶口多困難
樹仁大學會計系三年級學生楊錦富在剛
過去的暑假，到深圳一所科技公司實習。
他分享自身的經驗，指在內地辦理銀行戶
口需要提交四大文件，包括港人沒有的內
地地址證明及納稅號碼。他指，辦理銀行
戶口時遇到不少困難，期望相關問題可以
有辦法解決。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部分在於各城市
優勢互補，而香港的金融、專業服務、教
育等領域享譽全球，發展空間廣闊。有與
會青年期望加強內地與香港的專業資格互
認、制度互通，助本港的專業人士進一步
把握機遇。

梁思韻：港師難北上執教鞭
教育工作者、香港菁英會執委梁思韻

分享過去經歷，對內地沒有認識的她約8
年前到廣東省工作，遇上很多困難，當
中最大問題在於無法取得「教師資格
證」，令她無法執教鞭。她指，「教師資
格證」是內地從業教師的許可證，惟只
有「中國公民」申請才能申請，「即香
港教師的資格、自己的專業也得物無所
用。」
據中國教師資格網顯示，港澳台居民

均不可以申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
等6類教師資格，只可以申請高等學校的
教師資格。她坦言，當時感到無奈，而香
港教育界有不少優秀人才，盼內地能在專
業層面上開放，容許港人申請「教師資格

證」。

蔡嘉苓：訊息不流通礙發展
任職傳媒機構的蔡嘉苓指出，曾訪問

一名資訊科技(IT)專業畢業的青年，在畢
業後在香港只找到一份推銷員的工作。她
認為，現時的訊息不流通，即使大灣區帶
來龐大市場及人才需求，港青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易錯失機會，甚或因專業認證、對
內地政策不了解等原因及問題，阻礙了自
身的發展。

饒桂珠：大門開了，小門跟不上
香港華菁會執行主席饒桂珠表示，現
在很多政策的實施是「大門開了，小門跟
不上」。她續指，自己一名金融企業的管
理者，數年前開始實行財務方面的人才外
包服務，第一年交給香港會計師行處理，
他們雖然高素質、有敬業精神以及好的服
務態度等，但並不了解內地在港企業的會
計準則。因此，翌年交予內地會計師行，
但他們亦遇到同樣問題，對香港會計制度
不了解。

蔡嘉苓蔡嘉苓 饒桂珠饒桂珠梁思韻梁思韻

減少政策差異 優化北上實習

專業資格互認 助專才抓機遇

香港菁英會執委
陳迪源

楊錦富楊錦富 張絲蕊張絲蕊

■■李大宏李大宏（（左左））與楊成偉與楊成偉。。

■■座談會上座談會上，，各界各界青青
年年表達自身對大灣區表達自身對大灣區
的想法及建議的想法及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