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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港澳青年雙創基地

廣州南沙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
至今年初已入駐近60家初創企業，服務1,500多人。

廣州科學城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園區共8.6平方公里。

肇慶新區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江門、增城）
「華僑苑」華僑華人
創新產業集聚區

東莞松山湖（生態園）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已有8個港澳團隊入駐。

惠州仲愷
港澳青年創業基地
預計6月投入使用。

佛山港澳青年創業孵化基地
孵化團隊30多個，其中港澳14個。

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孵化團隊43個。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
累計孵化336個項目，其中澳門創業團隊179家。

中山翠亨新區「澳中青年創新創業園」
重點服務澳門、中山回國創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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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

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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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並提出，為加強統籌協調，廣東省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將下設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建設專項小組，統籌推進《方案》實
施。同時，建立專項小組與港澳協同推進基地建設的
工作機制，定期會商研究重要事項。

解決港澳青年「雙創痛點」
《方案》提出，聚焦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的痛點、堵

點和難點，支持各類雙創平台建設發展，健全創意培
育、項目孵化、成果轉化服務全鏈條。基地建設分兩
步走。其中，到2020年，在三個自貿片區打造南沙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前海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和橫琴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實現港澳青年進入基
地創新創業的政策障礙基本消除，資金、信息、技
術、服務等瓶頸問題得到解決，政策銜接和服務協同
初步實現，粵港澳創新創業交流合作進一步深化，
港澳青年入駐基地創新創業成為常態。

9市均建省級重點基地
到2025年，在上述三個基地的示範帶動下，
珠三角9市各建成至少一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並明確了基地的位置和名稱。這將是珠
三角地區12個省級重點港澳青年雙創基地。在省級
基地的輻射下，帶動各地建設成N個社會化港澳青年
創新創業孵化載體。屆時，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的基礎
設施、制度保障、公共服務供給到位，粵港澳共同參
與基地建設運營的體制機制基本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雙創」基地佈局，首次提出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
且作為12個省級港澳青年雙創基地及社會化孵化基地的龍頭，輻射
帶動全省基地建設。記者了解到，今年3月下旬，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部與廣東省政府簽署《深化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戰略合作協議》，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
地為其中兩個重點工程之一。目前，該基地的建設尚在論證和規劃當
中。

港澳青年享三地補貼
圍繞基地建設，廣東將出台系列配套支撐措施。《方案》指出，來粵創業的港澳青年，可與本
省青年同等享受創業培訓補貼、一次性創業資助、帶動就業補貼、租金補貼等。《方案》亦首次
提出，三地積極溝通，將港澳科技創新基金、青年發展基金等港澳優惠真正覆蓋在粵港澳青年。
每個基地將設立「港澳青年人才一站式服務窗口」，提供個性化、定製化、精細化專業服務。
在金融方面，將為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提供貸款和貼息支持，並與港澳探索創新科技金融產品
和專項機制，提供多元綜合金融服務。為加速基地創新成果轉化，鼓勵三地骨幹企業、高校、科
研機構參與技術攻關，資源共享；鼓勵現有各類創業孵化基地、區域性博士和博士後雙創孵化基
地等開闢專門面向港澳青年的雙創空間。

粵整合港澳青年雙創基地
建「龍頭基地」引領「1+12+N」佈局 設專項小組與港澳協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為了佈局、整合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廣

東提出「施工圖」和「任務書」。廣東省政府昨

日發佈《關於加強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

設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將以「粵

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為龍

頭引領的「1+12+N」的空間佈局和整合思

路，並明確提出到2025年，粵港澳共同參與

基地建設運營的體制機制基本建立。

此次廣東制定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建設「1+12+
N」空間佈局體系，明確了
路線圖和時間表，各地料將
掀起新一輪建設港澳青年雙

創基地熱潮。此過程中，應避免「扎堆」建
設，特別是重複建設。錯位發展，才能更好
地吸引港澳青年，一方面避免資源浪費，一
方面，也更好地引導青年創業。

現數十基地待整合
目前，廣東省內有數十個面向港澳青年的

創新創業孵化基地，有省級基地，市級基

地，區縣級基地，甚至街道一級的。其中有
港澳資本投資的，更多是利用政府資源推動
建設的。隨着新政出台，更多基地將啟動建
設。

客觀分析各區優勢
對政府來說，不是所有的基地都能成功吸

引到港澳創業者，也不是所有的創業團隊和
項目都能成功。因此，建設基地必須要和當
地特色產業相符合，對當地支撐創業的環境
相匹配。例如，佛山文創、餐飲基礎和產
業，資源豐富，產業鏈條齊全，是不是可以
大力吸引香港藝術設計、特色美食方面的創

業者。即便在佛山市內，也並不是所有的地
方都適合餐飲和文創，比如順德美食文化濃
厚，如果高明區也出台相關創業支持政策，
建設雙創基地，效果便沒有在順德好。

因此，雙創基地空間佈局和重點創業項目
支持政策，一定要有差異性。

而對於港澳青年來說，在選擇項目孵化地
時，同樣避免「扎堆」，應根據項目和產品
市場定位、產業鏈條、支持政策，來選擇合
適的創業地。大灣區是一個整體，是創業沃
土，但項目落地不對，同樣會有水土不服的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為營造港澳青年宜居宜業工作
生活環境，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
施。其中包括交通、住房、通訊、法
律維權、心理諮詢等工作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滿足港澳青年多層次住房需
求方面，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租
住人才住房、入住人才驛站；有條件
的地區可提供租房補貼。
探索多種方式，對具備購房能力及

符合購房條件的港澳青年，支持其購
買商品住房。將入駐創新創業基地中
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納入當地公租房

保障範疇。探索發展共有產權住房，
對符合相應條件的港澳青年，支持其
購買共有產權住房。

探索通訊費「同城化」
交通和通訊方面，支持有條件的深

港口岸、珠澳口岸開通無縫快速接駁
創新創業基地的交通運輸渠道，向往
返粵港、粵澳公共交通開支超出規定
水平的港澳創業青年定期提供交通費
用補貼。探索與港澳通訊運營商合作
發行專屬用卡，實現三地通訊資費
「同城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香港青年葉興華在珠三角工作、創
業多年，目前又是佛山粵港青年創新創
業基地負責人，是「服務者」也是「創
業者」，交通費負擔較大。
此前，佛山南海出台港澳創業青年

搭乘高鐵補貼政策，受到廣泛歡迎。
「此次方案提出交通費用補貼內容，
意味着今後，來粵創業的港澳青年，
搭乘高鐵、汽車、輪船等各種交通工
具，均有望得到補貼，這是一項很貼
心的政策。」

創業融資、網絡通訊方面也有相關
政策。葉興華表示，有這一政策支
撐，今後有望出台更多政策細則。他
建議，比如，在貸款方面，創業者在
港澳的資產，能否作為抵押物。在網
絡方面，目前港澳居民內地移動卡能
用上香港網絡，但電腦網絡仍無法做
到，能否給這些創業者開闢專用VPN
（虛擬個人網絡）……，讓他們能夠
瀏覽境外網站，「在與香港或國外客
戶有業務往來時，境外網必不可
少。」

第二階段：2025佈局基本完成、
三地共建體制基本建成
■ 到2025年，廣州南沙、深圳前

海、珠海橫琴港澳青年創新創業
示範基地輻射帶動效應進一步發
揮，珠三角9市各建設至少一個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1+
12+N」孵化平台載體佈局基本建
成，基礎設施、制度保障、公共
服務供給到位，粵港澳共同參
與基地建設運營的體制機制
基本建立。

第一階段：2020消除政策障礙
■ 到 2020年，在廣州南沙、深圳前

海、珠海橫琴三個自貿片區打造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充分發揮三個基
地的引領示範作用，實現港澳青年進
入基地創新創業的政策障礙基本消
除，資金、信息、技術、服務等瓶頸
問題得到解決，政策銜接和服務協同
初步實現。

租房有優惠 交通有補貼

港青籲開「創業專用VPN」「大局」須細化 錯位利發展

《方案》兩階段目標

已啟用已啟用

已啟用已啟用 已啟用已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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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累計孵化創業團隊292家,其中港澳團隊140家。

已啟用已啟用

已啟用已啟用建設中

中山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平台
累計服務港澳團隊24個。

已啟用已啟用

已啟用已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