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創賽賺經驗資金
內地雙創大賽很多，可以多參加
這種比賽，收穫經驗也收穫創業
資金。不要怕失敗，失敗是成功
之母。

廣東國科細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陳東煌

闡明想法增加歷練
20歲至30歲是創業關鍵期，這個
時期的經歷非常重要。香港年輕人
應勇敢走出來，向外界闡明自己的
想法和項目，在創業圈多歷練。

文欣營銷諮詢管理公司執行董事傅騰龍

關鍵在於找準方向
資金並非特別重要，關鍵是要找
準項目方向，精心打磨，在資
金、資源方面，可以通過多種方
式「借力打力」。

創龍智慧科技（東莞）有限公司CEO鄧文俊

灣區適合白手興家
大灣區特別適合香港「草根」青
年創業，啟動資金不一定很多，
像我當初身無分文，同樣能夠創
業。

香港ChargeSpot創辦人、中鏈資本合夥人章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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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識灣區資源豐 港青誤認創業難
港澳創客：善用惠港政策 資金非首要 內地利潤多港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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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隨着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香港「青
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等項目實施，「人
文灣區」建設加速。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從酷狗音樂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數
字文化報告2019》（下稱《報告》）獲
悉，近35%灣區青年喜歡在粵語歌中尋找
共鳴；而由紅線女等名伶名家作品開設的
數字音樂「粵劇專區」，以及《非遺大師
課》等特色直播，受到灣區青年的熱捧，
不僅體現灣區青年對本土文化的認可和熱
愛，而且「科技+文化」成為灣區文化發

展的新亮點。
《報告》通過分析港澳及珠三角9市

的14歲到28歲青年用戶大數據，解讀大
灣區青年在數字文化方面的行為特徵。
首先，基於粵語文化的相通，粵語歌曲
在灣區青年中十分流行；相較於粵語歌
在全國青年中約22%的收聽率，灣區青
年以近35%相對領先。

傳統藝術直播成青年新寵
而由紅線女、羅家寶等名伶名家作

品，廣東粵劇院的青年粵劇演員演繹推

出的數字音樂「粵劇專區」；以及傳統
藝術《雋永非遺季》、《非遺大師課》
等特色直播，受到灣區青年歡迎，亦加
深青年群體對灣區傳統文化的理解。
「『數字音樂』在灣區發展迅速，以

創造性轉化弘揚傳統文化，成為目前粵
港澳大灣區文化發展的一大亮點。」酷
狗音樂有關負責人表示，「科技+文化」
正助推灣區人文建設，包括新亮相的X5
真無線耳機、潘多拉mini便攜AI音箱等
「黑科技」，滿足灣區不同人群與使用
場景的智能化、個性化需求。

加快「科技+文化」深度融合
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

確，完善大灣區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
文化創意產業體系，打造文化精品。目
前灣區各市正推進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
展，在弘揚以粵劇、龍舟、武術、醒獅
等為代表的嶺南文化同時，亦加快灣區
「科技+文化」的深度融合，以數字技術
拓寬灣區文化的傳播方式與使用場景，
為「人文灣區」建設打造科技感十足的
文化名片。

35%灣區青年粵語歌中尋共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港澳青年代表前日先後到羊城創意
產業園、億航無人機、天河港澳青年之
家等參觀訪問，了解當地就業創業環境
以及支持港澳青年雙創的基地、政策。
他們期待通過參觀，了解大灣區就業創
業環境，為今後職業選擇作參考。
他們當中，不少人是因為香港高校、

中學停課而受到影響的大學生和中學
生。有參訪香港學生表示，香港亂局已
影響青年工作和學業，期待香港盡快止
暴制亂，恢復秩序。

原擬留港發展 亂局動搖決定
修讀傳媒的浸會大學大四學生劉同學

表示，與內地相比，在香港高校傳媒專
業學習，有國際視野的優勢。此前，他
有意畢業後留港工作，從事媒體的內容
製作及運營方向。不過，香港亂局持

續，令這一想法發生動搖。通過參訪，
他發現內地在相關領域有巨大的潛力，
就業創業渠道眾多，因此，考慮到內地
就業或者創業。
來自香港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的

中三學生甄同學表示，香港亂局已嚴重
影響他們的學業。「香港亂局中，我們
每天都會比往常更早回到學校，以免受
到街頭混亂局面的影響。而近日暴力升
級，學校更被迫停課，學習生活嚴重受
到影響。」
參加活動的香港青年還熱議習近平主

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
會晤時就當前香港局勢發表的重要講
話。

傳播內地見聞 增港青認同感
「我長期從事調解衝突工作，非常清

楚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也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暴力。」廣東省青聯港區特
邀委員、香港健康家庭及青年發展中心
總幹事梁淑瑜說，「習近平主席的講話
大大增強了大家止暴制亂的信心，三個
『堅定支持』是對維護香港法治，阻止
香港滑向沉淪深淵的有力支持。香港是
大家共同的家，需要所有人一起去珍惜
和保護。希望能夠通過自己調解技巧促
使大家相互理解包容，放眼粵港澳大灣
區，探索難得的發展機遇。」
暨南大學港籍學生陳同學表示，習近

平主席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陳同學說，作為愛國愛港的青年，要

將自己在內地求學時的所見所聞，傳播
給更多香港青年，並鼓勵他們多了解內
地，增加對祖國和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
感，共同為消除衝突、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作出貢獻。

停課耽誤學業 港生盼速止暴

因應港澳青年需求，香港新家園協
會、廣東省青年聯合會等主辦本次

參訪活動，得到150多名港澳青年響應。
與此前多見的港青灣區參訪團有所不同，
此次參訪團包括香港創業就業青年、在粵
就讀港澳大學生、在港就讀內地大學生，
同時，亦有10多名來自香港的中學生。
昨日上午，一場別開生面的「我為大灣
區代言」粵港澳青年就業創業分享沙龍活
動在廣州天河港澳青年之家舉行。8位不
同領域的港澳在粵創業就業青年代表與港
澳青年深度對話。
在很多港青看來，創業需要大量啟動資
金。交流會上，「創業資金從哪裡來？」
成為他們最關心的話題之一。

善用社會資源 創業重要技巧
令人意外的是，在一眾創客看來，創業
並非需要很多資金。文欣營銷諮詢管理公
司執行董事傅騰龍表示，創業初期，他曾
用打工賺來的10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資金創業，結果當時不懂方向，錢全
部花在店舖裝修和電商平台開店上，且都
浪費掉了。
於是他從零開始，重新思考創業思路。
「創業不一定要花自己的錢，要懂得利用
各種社會資源。」傅騰龍說，用最少的錢
去生存，對創業者來說十分重要。

創業易遇挫折 需具抗壓能力
上述觀點在分享嘉賓中有驚人的一致
性。在香港成功打造共享充電寶品牌

「ChargeSpot」的章小健表示，創業初期
身無分文，僅和幾個同學一起湊了幾萬元
作為啟動資金。
創業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同樣是港

澳青年最關心的話題。章小健曾在App技
術開發領域深耕多年，3年前，公司被香
港某大集團巨資收購，嚐到創業的甜頭。
如今，他成功在香港創辦共享充電寶項目
同時，也涉足投資領域。他認為，抗壓能
力對創業年輕人很重要。「我16歲開始創
業，20年創業歷程，頭12年基本是失敗
的。」
畢業於浸會大學的廣東國科細胞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CEO陳東煌認為，一方
面，選擇行業非常重要，除了短期潛力，
更要看重其長遠市場；另一方面，推出項
目後，要不斷打磨，讓投資人和客戶看清
創業思路，從而獲得投資和市場。

利潤遠勝香港 鏈接全球資源
有粵港兩地創業的經歷、從事科創行業

的創客鄧文俊發現，同樣的成本，在內地
可以賺5倍於香港的利潤。更關鍵的是，
站在大灣區，可以鏈接全國乃至全球的資
源。創業僅幾個月，鄧文俊已經收到來自
江蘇、江西等多個省份發來的訂單。創業
初期，他根本沒有想到會收穫這麼多資
源。
「內地有這麼大市場，國家和地方又出
台這麼多有力的支持政策，我認為現在是
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和內地就業創業的歷史
最佳時期，不要錯失機遇。」鄧文俊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150多名港澳青年16

日至17日前往廣州考察，參觀當地科技企業、文創園區及港澳青

年雙創基地。在「我為大灣區代言」粵港澳青年就業創業分享沙

龍上，有港澳創客表示，不少港青高估了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困

難，例如誤以為創業需要大量的啟動資金，導致不敢跨出第

一步。事實上，包括近期中央惠港16條在內，大灣區以

及整個內地為港澳青年發展創造了大量的條件。他

們表示，當下是灣區雙創歷史最佳時期，呼

籲港青勿錯失絕佳機遇。

■報告顯示，粵港澳大灣區近35％青年喜歡在粵語歌
中尋找共鳴。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 港澳青年在雙創基地可享受創業諮港澳青年在雙創基地可享受創業諮
詢和輔導詢和輔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部分參訪青年合照部分參訪青年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 港澳青年認真聽取經驗分港澳青年認真聽取經驗分
享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