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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湧粵做個體戶
看好市場圓創業夢
每年註冊量逾千 小本經營結碩果

香港回歸祖國後，隨着2004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生效並於隨後簽訂多份補

充協議，內地允許港澳居民在各省區市設立個體工商戶，廣

闊的市場給港人打開一扇窗，一時間，草根創業者紛紛湧入

鄰近的珠三角。據廣東省工商局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6

年，廣東平均每年新註冊香港個體戶超過1,200戶。由於看

好內地市場，大量立志掘金內地的港人憑着敢闖敢拚的香港

精神，小本經營結出纍纍碩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東報道

李秋發在珠三角從事美容美髮行業已經近30年，是

最早一批赴內地開設個體戶的極少數港人之一。

“我早年在一家日化工廠打工。其間，一個改進工藝的

建議沒有被負責人採納，我就決定出來單幹，地點就選

在祖籍地江門。事實證明，當年到廣東創業的選擇非常

明智。”李秋發說。

“影子老闆”轉正 生意擴至全國
彼時，內地還沒有開放港澳居民註冊個體工商戶。

作為實際出資人，李秋發無奈冒着風險，以內地親友名

義進行工商登記，做起“影子老闆”。推銷、生產、接

單、送貨，李秋發扛起了全部工作，產品逐漸佔領了江

門市場。

2004年，CEPA協議生效，國家正式開放港澳居

民在廣東省申領工商營業執照，工商所一名負責人

特意趕來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李秋發成為當地取

得港澳居民工商營業執照第一人，摘掉“影子老

闆”的帽子。

“香港人在內地一向有着良好的聲譽，大家都願意

和我們做生意，香港身份營業執照成為我的一張宣傳名

牌。”李秋發說。

目前，李秋發在江門開設了兩間門店，在廣州也設

有辦事處，生意擴大到全國各地，在香港也有國際批發

貿易，“藝師行”已成為美容美髮行業響噹噹的品牌。

港女開茶餐廳 “港味”大受歡迎
從事餐飲的吳卉棠是把香港元素和經營理念植入內

地的成功典範。

吳卉棠從小鐘情美食，吃遍港九新界茶餐廳。開

一間屬於自己的店，是她多年來的夢想。婚後，她隨

丈夫到廣州。2004年，借CEPA東風，在番禺西麗南

路開設“大哥餐廳”。這是一家帶着十足港味的茶餐

廳，牆壁上貼滿香港經典影片劇照和老照片。菜式上

則把自己在港最愛吃的菜餚全部引入，親自調試味

道。

來自番禺本地以及廣州市區的客人慕名而來。如

今，大哥餐廳幾乎成為當地美食地標。2015年至今，

吳卉棠在西麗南路又先後開設了雅歌餐廳、佬佬餐廳

和大哥咖啡店，每家餐廳定位不同，吳卉棠幾乎憑一

己之力帶旺整條街。

在廣州工作生活多年，吳卉棠十分看好內地市場。

她說，這些年，政府服務大有提升，投資個體戶幾乎一

路綠燈，“我覺得有志於開設個體戶的香港人，應該搶

着來這邊才對。”

粵7200港個體戶 佔內地逾8成
據廣東省工商局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北上投資的

香港個體戶逐年增加，特別是2012年商事制度改革以

來，規模更為可觀。

2013年至2016年，廣東每年新註冊香港個體戶均

超過1,200戶。今年前4個月，廣東保持着日均新增3.3

戶香港個體戶的速度。截至目前，廣東全省實有香港個

體工商戶超過7,200戶，佔內地香港個體戶總量的8成以

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工商部門獲悉，在此前CEPA

及相關補充協議的基礎上，內地對港澳居民申辦個體

戶門檻進一步放寬，包括註冊登記、外資審批、身份

核證等多個方面，開放的經營領域也進一步拓展，包

括房產中介等135個行業。

將推“多證合一”簡化審批環節
另據最新消息，今年內，包括港資在內的個體

戶，營業執照“三證合一”有望推行至“多證合

一”，進一步減少審批環節。

根據工商總局消息，根據最新發佈的《關於

擴大開放港澳居民在內地申辦個體工商戶登記管

理工作的意見》，自2016年6月1日起，港澳居民

在內地各省區市申請設立個體戶，無需經過外資

審批（特許經營除外），工商部門根據相關法規

直接登記，甚至基層工商所就可以直接辦理。

同時，港澳個體戶營業面積和身份核證要求也進

一步放寬。值得關注的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

公民，依照內地法律法規設立個體工商戶時，取消其

身份核證要求。

內地對港澳個體戶開放的經營領域也進一步拓

展，目前已經增至135個行業。廣東省工商局負責人

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這135個行業涵蓋了一

二三產業，還包括房地產中介服務、自有房地產經營

活動等香港傳統優勢的項目。

這位負責人表示，為落實CEPA協議，廣東工商

部門採取多項措施，鼓勵香港居民到內地投資創業。

“去年以來，我們對政務內外網上的登記文書、辦事

指南等相關信息進行了更新，並指導各級登記機關及

時更新相關申請表格和辦事指南，加大對港澳居民在

廣東申辦個體工商戶的指導力度，推進商事登記便利

化。”廣東省工商局還不定期前往香港和澳門，宣

講相關政策，派發指南，積極推動香港同胞來粵投

資。

醫療是內地重點對港引資的行業之

一。雖然在香港從醫有着豐厚的報酬，

不過，不少港醫或因個人情懷、或看好

內地市場潛力，而前往內地試水。祖籍

佛山順德的雷良夫婦，便是最早北上的

港醫。雷良夫婦從醫已有30多年，近年

進軍內地開診所，並不是一時衝動，用

雷良的話說，不僅因為內地市場大，更

是因為兩人都曾常年在內地生活工作，

對家鄉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半年通過審批 醫者大有可為
2008年5月12日，雷良正式來到

佛山市衛生局，遞交申請開設診所的材

料，當即受到熱情接待。審核階段涉及

到衛生、環保、消防、城管、工商等多

個部門。此前被認為最難通過的衛生局

這關比較順利，半年便通過審批。

雷良的耳鼻喉科診所位於順德北

滘，附近居住的都是當地最普通的村

民。一次，一個年輕人熬夜後，眼睛突

然失明。跑遍當地醫院，效果甚微。向

雷醫生求助後，一個簡單的抗病毒治療

便恢復視力，雷良漸漸在當地站穩了腳

跟。在這裡，雷良和村民打成一片，一

聲“雷醫生”的親切呼喚，是對他的最

好褒獎。

雷良說，很多人和他一樣，抱着回

報家鄉的個人情懷來到內地，實現創業

夢，更實現了醫者的價值。他說，他看

好內地醫療環境改善，同時，各類臨床

病例豐富，香港醫生北上大有可為。

內地與香港經貿關係日趨深化，包

括法律、醫療、教育等專業服務提供者的

個體戶登記註冊量穩步增長。

不過，從事零售、餐飲、美容美髮

等傳統行業的港籍個體戶仍佔主流。隨着

內地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的升級，港

籍個體戶也不斷創新經營方式。

港人凌萬義在廣東經營“正牌車

厘哥夫”紐結糖批發零售，利用自己

在港澳的優勢，在全國各地開設多間

門店，生意紅紅火火。

他表示，港澳居民到內地開設個

體戶或經營企業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需在保持港澳特色之外同時融入內

地。

管理因地制宜 開拓銷售渠道
“包括對店員的管理方式，門店

的經營模式等，都不能照搬香港經

驗。”他舉例說，在香港，店員只要

上班了就幾乎都在忙碌，即使午飯時

間，若客人來了也得放下筷子接待。

而內地店員一般都有嚴格的作息規

律，有專門的吃飯時間和午休時間，

下班就是下班。作為老闆，如果你不

因地制宜，久而久之店員就離職走人

了。

在經營上，凌萬義根據內地居民

的口味，對產品不斷進行改良，開發

出100多個品種。與此同時跟隨時代，

打開電商銷售渠道。

經營領域135個行業已開放 港醫北上開診惠鄉梓

既保港式又融入內地

■■港人李秋發展示內地工商部門頒發的港人李秋發展示內地工商部門頒發的
最新最新““三證合一三證合一””香港居民個體營業執香港居民個體營業執
照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港醫雷良在佛山開診所，廣受當地居
民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2005年1月13日，首個“香港居民個體工商戶”胡澄清落
戶北京東城。 資料圖片

■2004年，香港貿發局舉行“CEPA實施詳情
及方法研討會”，眾多港人踴躍出席，聽取在深
圳申辦個體戶詳情。 資料圖片

■香港醫生開的個體診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港人凌萬義和他位於珠海的“正牌
車厘哥夫”門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港人吳卉棠在番禺開茶餐廳港人吳卉棠在番禺開茶餐廳，，親自調試菜親自調試菜
品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從裝修從裝修、、菜式到經營理念菜式到經營理念，，吳卉棠成功將香港吳卉棠成功將香港
元素植入內地餐廳元素植入內地餐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在粵港籍個體戶變化在粵港籍個體戶變化（（累計累計））

年份 戶數 註冊資金（人民幣）

20042004年年 11,,238238 55,,000000萬元萬元

20072007年年 22,,000000 99,,074074萬元萬元

20122012年年 33,,600600 22..66億元億元

20172017年年 77,,200200 66億元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整理整理

港人申辦個體戶手續登記條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形式為個人經營
申辦程序

■領取《個體工商戶開業登記申請書》■提交文件，申請開業登記
■繳納相關費用，領取營業執照所需文件
■簽名的申請書
■經營場所證明
■商戶名稱核准書
■委託代理人進行申請的，須提供委託書和
身份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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