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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磁場」加持 灣區動力強勁
灣區部分人才政策

國家層面
今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個稅優惠政
策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九市
將按照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
差額，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
澳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給予補
貼，且該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

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將推出5億港元的「科
技人才入境計劃」，為期三年，允
許從香港以外的地方快速引入研發
人才，重點是生物技術、人工智
能、機器人、金融技術和材料科學
等領域。

廣州
放寬對全日制本科學歷、研究生
學歷人才以及專業技術資格人才
入戶的年齡限制，大幅放寬5年。
同時取消了碩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學歷、高級職稱人員以及擇
業期內的留學人員入戶的社保參
保年限限制。

深圳
人才引進的「秒批」政策覆蓋範圍從
去年的大學畢業生擴展到今年的在職
人才引進、留學回國人員引進、博士
後入戶及其配偶子女隨遷。

佛山
修訂科技創新團隊資助辦法，增加
對諾貝爾得獎團隊和院士團隊的支
持，單個團隊資助額度由原來不超
過800萬元（人民幣，下同）提升
至每個可達2,000萬元。經認定的港
澳人才，享受高鐵補貼。

東莞
設立東莞市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人
才經濟貢獻獎勵專項資金，獲獎人
員當年度所繳納工薪收入個人所得
稅以及科技成果轉化形成的個人所
得稅市留成部分的最高不超過80%
標準獎勵給個人，每人每年最高100
萬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人葉興華是粵港澳科技展示
交流中心工合空間的運營負責人，
每周從香港西九龍出發抵達廣州南
站，再經過不到10分鐘的車程前往
位於佛山三山片區工作地點，成為
他的日常。
葉興華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直

接受益者。2017年，大灣區名聲漸
響，他決定自主創業，瞄準「港澳
科創項目孵化」。
「政府有了高鐵補貼，還有創業

啟動扶持資金，相信能吸引越來越
多的創業者來到佛山。」葉興華
說，現在已經明顯看到大量港澳青
年的項目落地。

創業安居不愁「貴租」
在珠海，「珠港澳創業青年公

寓計劃」首期提供公寓近300套，
將優先配租給符合條件的珠港澳
青年創業人才，並給予租金優
惠。青年租戶可線上完成找房、
看房、簽約，並線上繳納房租、
物業家政費用、進行轉租續租
等。
在深圳，光明科學城拓展區主

要為後期大科學裝置、前沿交叉
研究平台、世界科研人才集聚提
供空間保障。
在諸多創業「利好」支撐下，
隨着港珠澳大橋等交通基礎設施
的完善，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創
客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
機遇，活躍在珠江兩岸，與來自
內地甚至全球的創業者一道，打
造灣區創新創業新生態。

灣區政策利好 青年雲集雙創
2019年畢業季在即，大學生找什麼工作？去哪兒

找工作？近日，一篇名為《全國Top10高校畢業生
都被誰搶走了？》的帖子成為刷屏文章。該文章數
據來源於21世紀經濟報道，數據顯示「到廣東去，

到廣東企業去」已成為名校學子流動的最大趨勢。

個個爭做「華為人」
中國的TOP10高校裡，其中8所高校畢業生去向人數最多的都

是同一家企業——華為。2018年，華為給這8所高校的畢業生派
發了1,682份offer。

從省份看，以華中科技大學和武漢大學為例，武漢的大學生更
多地選擇了廣東，而不是去差不多同等距離的北京，或者距離更
近的長三角。

文章分析，「就業大省」廣東僅有4所「211」高校，與武漢
的百萬大學生資源形成「供需對接」。另一方面，武漢眾多理工
院校及專業，恰與廣東製造業匹配。

廣東吸引的不止是武漢的大學生。以北京大學為例，2014年
本科畢業生去廣東就業的比例僅佔10.43%，2017年和2018年，
這一比例分別達到了25.34%和25.25%。

Top10名校生
「到廣東企業去」
 &

「現在珠三角很多地方都設立了
港澳青年創業平台，總的來說，粵
港澳大灣區的創業環境很不錯，不
論是資金、技術還是政策，支持力
度都很大。」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教授譚天表示，除了支持短期

可見的商業創新之外，政府還應大
力支持基礎性、專業性研究。
他還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要探索

創新吸引人才聚集的方式。在國
外，很多高新科技人才並不是聚集
在市中心。建議可以在周邊區域打

造一些創業小鎮作為人才窪地，從
土地等方面予以支持，同時也可以
優化大灣區城市群的功能佈局。
此外，譚天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傳

媒人才尤為關注。「目前，大灣區
的新媒體人才比較匱乏，騰訊、華

為和網易等互聯網公司應當提供更
多專業人才。」他建議，從制度
上，吸引和挖掘更多互聯網、新媒
體人才，讓粵港澳大灣區的傳媒業
具有與大灣區建設相匹配的傳播力
和影響力。

專家倡騰訊網易育新媒體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
出，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引進人才

環境，實行更積極、更開放、更有效的
人才引進政策，加快建設粵港澳人才合
作示範區。

創客不再「偏愛」京滬
來自南京大學計算機學院的陳同學，專
業成績優秀，又在省級創新大賽中獲得大
獎，去年畢業之際，他收到多個互聯網科
技企業的Offer。最終，他放棄了離老家更
近的上海，以及有更多學長選擇的北京，
選擇了一家位於深圳的人工智能企業，並
遷移了戶口。
拋開人才落戶優厚條件不說，他更看好
灣區發展前景，特別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創
新生態。
大灣區人才來自全國，亦來自全球。新
加坡國家工程院院士、國際智能交通權威
專家李德紘，今年1月起，正式加入廣州
民營科技企業佳都科技，擔任其全球智能
研究院院長之職。

料逾千研發人才來港
他認為，大灣區正在形成「人才磁

場」。「我們研究院一季度已經引進了3
名具有博士學位的國際化人才，陸續招募
的7位反響也非常好。」
香港引進人才的步伐也在加快。2018
年6月，香港特區政府將推出5億港元的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期三年，允
許從香港以外的地方快速引入研發人
才，重點是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機器
人、金融技術和材料科學等領域。根據
初步預測，一年內將吸引1,000名人才獲
准進入香港。
來自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
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177萬人。珠三角9
市佔據其中150萬，超過2016年廣東全省
的人口增量。
香港方面，2018年度新增人口近7萬
人，這相當於2017年度數據的兩倍，顯
示香港正逐步恢復對全球人才的吸引
力。

粵港澳人才有序流動
除了人才引進，粵港澳三地人才有序流

動，亦是灣區的人才優勢。
佛山香港科技大學LED-FPD工程技術研

究開發中心是佛山南海與香港科技大學於
2012年共同組建，旨在通過香港科大科研資
源，幫助南海本地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和產業
升級。今年4月，合作再次升級。香港科技
大學與佛山市、南海區簽訂產學研合作備忘
錄，將在香港科技大學內設立「香港科技大
學佛山智能製造研究院」，並在佛山成立
「香港科技大學（佛山）創新中心」。
「相信在這種多平台模式下，不僅人才

流失問題會得到解決，還會吸引更多人
才。」 佛山香港科技大學LED-FPD工程
技術研究開發中心負責人、香港科技大學
教授李世瑋說。

「人口優勢」成「人才優勢」
深圳和香港之間，這種人才互動更為明

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互聯網發展與

治理研究中心聯合最新發佈的《粵港澳大
灣區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顯
示，深港兩地的數碼人才互動比例均超過
60%。
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

研究院教授李善民表示，目前，粵港澳大
灣區正逐漸形成「人口優勢」轉化為「人
才優勢」的優勢。今後，在加強人才引進
的同時，也要加快灣區高等學校集群，培
育本土人才。

■青創空間內有多個不同類型的初創公司進行辦公。 資料圖片

■大灣區人才來自全國，亦來自全球。圖
為深圳「雙創賽」加拿大分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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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來，大灣區各市引才措施頻頻

出台，在產業基礎雄厚、生活環境優良等因

素推動下，海內外人才加速流入灣區。2018

年，在全國人口流動趨緩的大背景下，珠三角9

市新增人口達150萬人，香港新增近7萬人。淨

增人口中，高端和緊缺人才佔據相當比例。不

斷湧入的產業人才，正成為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強勁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特

約通訊員王彪廣州報道

粵港澳新增人口中高端緊缺專才比重增加粵港澳新增人口中高端緊缺專才比重增加

■高端人才
紛紛聚集灣
區。圖為深
圳招聘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攝

■大灣區「雙創賽」不斷，助力形成創新生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