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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張枱到上萬億元交易額」
莊紫祥親述北上創業史 勉港青踏勇敢第一步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銀迅集團董事長莊紫祥在昨日的領航

「9＋2」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上，以過來人身份，分享自己14年前到深

圳創業的經歷，由當初「2張枱，做到現時有28間金融服務分公司，交易

額上萬億元」，寄語香港年輕人要「勇敢一點，踏出第一步，好好把握大

灣區面前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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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美好的夢想，多美好的機遇，如果
沒有把握，就像甜美的蛋糕擺在面

前，他不想吃，你也不能強迫他吃。」莊紫
祥昨分享自己的創業經驗，於2007年回深
圳時，身上是「沒錢的」，但透過把握內地
市場的發展機遇，「由2張枱子發展至現時
有28間金融服務分公司」，每年交易額上
萬億規模，勸勉香港年輕人要「勇敢一點，
踏出第一步，好好把握大灣區面前機遇。」

現在創業環境比以前好
莊紫祥表示，對比當年，現時大灣區的交
通方便很多，而且時下年輕人比上一代人更強
大，無論是背景、時機都比以前還要好，鼓勵
年輕人要踏出第一步，勇於為大灣區建設。如
果認為創業太難，他建議，可以先找工作，累
積經驗，觀察市場，並善用政府提供的資助計
劃，內地政府亦提供很多對接平台。
同場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副主席陳志
豪亦表示，大灣區是一個很獨特的創業環
境，內地員工的工資只是香港約 20%至
30%，如果香港年輕人手持數十萬元在香港
創業，可能一年的員工工資也不夠付，更不
用說其他行政和廣告費用，同樣一個創業成
本在內地的發展空間會大很多。

兩地政府補貼北上收入
陳志豪續指，現時香港失業率達到

7.2%，當中20至29歲青年人失業率也超過
10%，很多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人也要面對
找工作的問題。現時政府於1月推出「大灣
區青年就業計劃」，除了工資之外，港府還
會按每名獲聘畢業生向企業發放每月1萬港
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廣東省政府
為支持「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亦作出每
人每月1,000元人民幣（即約1,190港元）標
準作生活補助，他形容這是「可一不可再」
的機會，而且大灣區的經濟增長快，生活條
件也不錯，鼓勵年輕人積極到大灣區發展。
另外，尚乘集團副主席容顯文亦指，內地
市場過去持續改革開放，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扮演重要角色，預期未來五年會繼續扮演
「非常重要角色」，年輕人在金融業方面的發
展前景非常大，只要改變觀念，進入內地大灣
區市場，感受當地的機構文化，與香港並沒有
太大分別，相信疫情結束後，往來香港與深圳
非常方便，「一小時生活圈」不成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以
往大灣區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很遠，香
港人經常開玩笑，深圳往北的都是北
方！」全國政協委員及霍英東集團副
總裁霍啟剛昨在論壇上說，「如今我
們必須改變這個概念，不是『北上』
的概念，而是香港本身就是大灣區的
一部分，大灣區是『家的延伸』，亦
是『機遇的延伸』」。他呼籲香港年
輕人要把握大灣區機遇，「香港及內
地政府有非常多的政策去支持大灣區
發展，不是說香港沒有你們的機會，
而是把你們的機會擴展至大灣區所有
的城市。」

籲研證書互認教育對接
霍啟剛昨在領航「9＋2」首屆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上表示，大
灣區發展最重要是推動人才的流動，
「你現在可去內地某個城市發展，3年
後如覺得香港有機會可以回來。」他認
為，「十四五」規劃、國內大循環等是

實實際際國家增長的動力，年輕人要定
位怎樣提升自己，因不單與香港畢業生
競爭，內地亦有超過900萬個大學畢業
生，年輕人應利用自己的優勢和國際視
野，讓自己發展得更好。
他續指，很多研究都發現年輕人的顧

慮除了資金外，還有人脈的網絡，所以
在推動年輕人到大灣區發展除要有資金
支持外，社團也應協助青年人在當地建
立人脈關係，政府亦應規劃未來10年如
何精準地培育青年人。談到完善大灣區
的發展方面，他認為，除了交通等硬件
配套外，還有更多「軟件」要改善，例
如是在證書的互認、醫療及教育的對接
等這些更「貼地」的問題，未來都會再
研究並向中央反映。

李文俊倡港青北上拓人脈
出席同一論壇的全國政協委員、理文造

紙主席李文俊表示，自己1993年到內地工
作，那時很多東西都很落後，但隨着內地
崛起，經濟高速發展，帶來龐大的機遇，

亦推動其公司穩步增長。即使去年疫情影
響環球經濟，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
國GDP仍有2.3%增長，惟部分香港青年
人仍以各種理由為藉口，遲遲不願到大灣
區發展，「人脈和關係就是機會，但你不
在那個環境，怎麼會有人脈和關係呢？」

公司內地港青80%願留低
李文俊又指，香港和內地政府已為青

年人到大灣區發展，提供多項政策和資
金支持，解決了許多北上發展的困難，
但始終都要青年人肯踏出第一步，到大
灣區城市就業或實習，並在當地生活下
來，才能發掘到當地龐大的機遇。他續
指，「我們公司也請了很多香港青年人
到內地工作，有超過80%的人都願意留
在內地工作，甚至連老婆都叫過來，房
子也賣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由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領
航「9＋2」首屆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
禮昨在香港舉行，頒獎
典禮通過設置並頒發領
航粵港澳大灣區傑出貢
獻獎、領航粵港澳大灣
區傑出企業家獎、粵港
澳大灣區最佳跨境金融服
務大獎、粵港澳大灣區最具品
牌價值獎、粵港澳大灣區最具發展價值
獎等獎項，表彰在灣區建設進程中貢獻
突出的各界翹楚，從而振奮人心，激勵
各行各業創新發展，啟發未來，共建大
灣區。

許榮茂：續領港青走入大灣區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商聯
合會會長、世茂集團創始人
及董事局主席許榮茂獲頒粵
港澳大灣區傑出貢獻獎，
他透過錄像方式分享得獎
感受，指集團未來將以促進
大灣區的繁榮作為己任，並
將帶領香港青年走入大灣區。

冼漢迪：促創科業界交流協作
天津市政協委員、中手游科技集團

聯合創始人、國宏嘉信資本創始合夥
人冼漢迪則獲頒粵港
澳大灣區

傑出企業家獎，他同樣透過錄
像方式分享得獎感受。冼漢
迪表示自己是最早一批到
深圳創業的香港科技資訊
界從業者，深深知道大
灣區協同發展潛力，未
來將繼續促進大灣區創科
業界交流及協作，鼓勵更
多香港年輕人在大灣區創業
發展。

王再興彭心：將作更多貢獻
另外，同樣獲頒粵港澳大灣區傑出

企業家獎的原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
主席、粵港灣控股董事會
主席王再興在錄像中表
示，非常榮幸獲獎，同
時感到任重道遠，將繼
續努力為大灣區建設等打
造高品質發展作出更多貢
獻。
「奈雪的茶」創始人兼首席產

品研發官彭心則表示，有關獎項是對
她非常大的認同和肯定，未來會提供
更好的產品和體驗。

霍啟剛：大灣區是「機遇的延伸」

先行者：鼓勵更多年輕人走入大灣區

●●許榮茂許榮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港交所
（0388）董事總經理兼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
松認為，數字人民幣有助大灣區內金融互聯互
通。他以購買保險為例指出，由於數字人民幣
的智能合約，具有資金追溯性，不但可滿足
「認識你的客戶（KYC）」這項監管要求，
而且可以限制資金只能買保險，從而在閉環下
做到互聯互通，避免外匯大舉流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中國銀行
（香港）國際經濟與金融處主管戴道華昨表
示，自推出北向債券通後，境外資金持有內地
債券的佔比持續上升，總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
幣，當中逾30%是透過北向債券通買入。現時
每日外資買賣內地債券的成交中，約有一半是
來自北向債券通。
戴道華又稱，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將有助人
民幣國際化發展，因為香港是人民幣離岸中心，
在互聯互通政策下，將會提高人民幣的使用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副行長林炬
表示，內地和香港要互聯互通，銀
行除了要做好便利開戶之外，亦需
要通過一系列產品，藉以吸引香
港以及大灣區居民使用銀行服

務。他希望監管當局可以減少限
制，允許香港居民通過遠程開啟
內地戶口，亦盼望允許香港居民
購買內地理財產品；同時為香港居
民在內地買樓提供便利，在辦按揭
貸款上給予方便。

建行亞洲林炬：冀內地允港人遠程開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友邦保險區域執行總監及榮譽顧
問容永祺昨表示，在香港和內地
多項互聯互通項目中，保險開通
得最慢，「幾年前已經開深港通
滬港通，債券通都已經開了，但
保險通仍未開」，他希望保險通

可盡快開通。
容永祺續指，近期外匯管理局提

到，研究允許在CEPA框架下，內
地居民可以來香港購買債券，若相
關建議最終落實執行，希望可以將
範圍擴展至購買保險，為保險業帶
來更多發展機會。

友邦容永祺：盼保險通可盡快開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國泰君安國際董事長兼總裁閻峰
出席論壇時表示，近年內地新經
濟公司到香港上市數量大增，而
投資者對新經濟股的認識亦不斷

上升。
此外，由於債券市場較股市為

大，因此若未來南向債券通正式
落實開通，將為中資證券業提供
更多發展機會。

國泰君安國際閻峰：債券南向通利中資證券發展

港交所巴曙松：
數字人民幣助金融互聯互通

中銀戴道華：互聯互通促人幣國際化

●莊紫祥(左)以過來人
身份，分享自己14年
前到深圳創業的經
歷。中為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總會副主席陳
志豪，右為尚乘集團
副主席容顯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嘉賓昨對得
獎企業饒有興
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全國政協委員、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
啟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巴曙松(右三)、戴道華(右二)、容永祺(左一)、林炬(左三)、閻峰(左二)出席論壇。右一為主持人
曾瀞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全國政協委員、理文造紙主席李文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彭心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