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扶持創業
安心扎根發展

法律領域
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

澳大灣區）的人員，可受聘於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的內地律師
事務所或者大灣區內地九市的香
港、澳門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
務所，可成為大灣區內地九市的
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可在九
市內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

商事法律事務（含訴訟業
務和非訴訟業

務）

科創領域
對新註冊入駐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孵化載體的港澳青年創辦
企業或機構，按照前兩年100%最
高20萬元（人民幣，下同）／年、
第3年50%最高10萬元／年的標準
給予辦公場地租金補貼，補貼單價
不超過80元／平方米／月，單個企
業或機構最高補貼總額50萬元。

對已入駐但成立時間未滿3
年的，補貼至滿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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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重申了加快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
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
所副所長、經濟學院教授謝寶劍認為，在中國式
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香港堅持 「一國兩制」 這種
最佳制度安排，非常有利於發揮其 「超級聯繫
人」 的作用。他指出，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
人」 的角色進一步得到強化，香港青年兩地工
作的機會也必然會增加，為此港青要志存高
遠，具備世界眼光和國際視野，掌握前沿知識
和提升綜合質素，同時做到精通中文和國際語言

也非常重要。
港區廣東省政協委員、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職

業發展促進會主席廖伊曼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職
業教育資源豐富，可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實行職業教育的跨境合作，發揮各自所長，培養
香港青年成為國家所需的現代化人才。廖伊曼認
為，香港要把握住國家創科發展機遇，培育香港
青年創科人才是關鍵。她指出，社會各界需要為
香港青年營造良好的創科環境，不斷鼓勵專業教
育與創新創業教育有機融合，以國家創科戰略需
求為導向，協助香港青年將對創新的興趣發展成
為專業。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做好超級聯繫人
助力國家雙循環

中國式現代化
香港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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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堅持尊重勞動、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完善人才戰

略布局，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

地，着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把各

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

─中共二十大報告

用足用好關愛政策
抓緊機遇不負韶華

「入住前海人才公寓，距離我申請時還不到三個
月，希望未來前海可以進一步推動與港澳在各個領域的完美
對接。」 今年8月剛剛通過 「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計劃」 入職前海企
業的95後港青Alex告訴記者，北上工作的住宿難題解決了，更能
安心扎根內地發展。

近年來，深圳市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出台了多項措施：實施
高度便利化的境外專業人才執業制度、定向招錄港澳籍公務員、
打造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人來到深圳，
將深圳作為自己夢想啟航之地。不久前，深圳團市委圍繞拓展深
港青年交流交往交融、搭建深港人才供需平台、解決港青居住
需求的三大方面推出服務港青十大措施，搭建多元的深
港青年研學交流平台，對港澳青年實施實習、就業、創
業全流程扶持。

「內地市場很大，創業環境也較為多樣化，香港
和內地在環境和模式上不盡相同。」 天空社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創始人、香港青年姚震邦告訴記者，
「香港的生活成本較高，青年沒有太多的啟動資金。

而深圳前海，恰恰彌補了這些缺憾，為我們營造了非
常優越的創業環境。」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

中國大學生群體
創業規模

「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國家需要經濟、政治、
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的優秀人才，香
港青年將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開闢和贏得更大發展空
間。」 謝寶劍表示，國家已經出台了全面的服務港澳青年在內
地創新創業、實習就業的政策，並開放了企事業更多的工作崗
位，香港青年不妨多到內地嘗試和爭取機會。

政策資金扶持 港青優勢盡顯
「國家為香港青年在內地發展、參與到中國式現代化建

設中投入大量的扶持資金、支持力量和關愛措施，都將讓廣大
香港青年受益。」 謝寶劍指出，國家為港青參與中國式現代化
建設鋪就了寬廣的舞台。 「特別是近期，國家首次在香港進行
『載荷專家』 的選拔，這意味着港人終於也有機會實現自己的

航天夢，也為有志航天事業的香港青年開闢了無限的發展空
間。」 謝寶劍補充道。

從近年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青年不難看出，他們
既有在香港優勢的行業如金融、經貿、法律等領域施展才華，
也有在內地新興領域如互聯網、數字經濟、科技創新、醫療教
育、鄉村振興等領域大展身手。此外，他們在弘揚優秀傳統文
化、參與社會建設方面，如志願服務、慈善公益、文化創意等
方面也非常活躍。謝寶劍直言， 「香港青年要清晰認識到，自
己本身就是國家和香港的建設者和主人翁，樹立主人翁意識，
投身到中國式現代化和香港美好家園建設的行動中來。」

融入灣區發展 就業實習機會多
隨着制度融合、規則對接的不斷完善，粵港澳大灣區人

才正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加速 「流動」 。港青陳仁龍正是通過新
政策，成為第一批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公立醫院執業的香港中
醫師。作為飲 「頭啖湯」 的港青，陳仁龍表示： 「在內地公立
醫院工作過的半年經歷，為我在中西醫結合的臨床治療方面積
累了經驗，也成為自己行醫道路上的寶貴財富。」 在他看來，
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將能給予香港青
年更多的發展機遇，輔助解決香港青年向上流動問
題。

對於國家對港澳青年發展的支持，在暨大就
讀力學與建築工程學院的香港學生謝彬華體會頗

深。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謝彬華在
內地求學過程中，得到不少實習和鍛

煉的機會。除了參與過多個建
築工程項目的實習外，他

也曾去能源研究所
擔任港澳組組

長。謝彬華
表示，他也想
向更多港澳台青年
人發出倡議，期待更多
同齡人積極融入大灣區建
設，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
獻自己的力量。

港青大展身手
政策支持幫手

金融領域
在服務金融人才方面，境

外人才僅需要通過法律法規考
試，即可在廣州深圳等辦理從業
登記，進一步提高了大灣區人才
流動的便利性。為了吸引更多金
融人才，以廣州為例，實施 「廣
州市人才綠卡制度」 ，為來穗工
作的高端外籍人才解決生活後

顧之憂。

▼內地科創快速
發展，為有志北
上的港青提供廣
闊舞台。

大學生創業人數（萬人）

資料來源：中創孵化器

◀來自香港的
黃曉蕾抓住機遇，

被深圳市福田區南園小
學錄用，成為了首批 「事業

編」 的港人教師之一。 新華社

現代化建設舞台現代化建設舞台
港青逐夢展才華港青逐夢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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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院教授謝寶
劍告訴大公報，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粵港澳大灣區擁
有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金融科技、生命科學、航空航
天、質量品牌等眾多高精尖領域，將為香港青年發展開
闢廣闊發展空間。

就讀於暨南大學的港生蕭耘表示，過去十年，中
央和各地政府都針對港澳青年推出了系列幫扶政策，
體現了國家對港澳青年的愛護與培養。 「我希望未來
能夠繼續留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搭建起香港和內地
溝通交流的橋樑，為大灣區發展作貢獻。」 港青張家
鴻是廣東海洋大學管理學院2021級工商管理專業的學
生。如今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他留意到大灣區有
眾多不同領域的發展機會，這為香港青年發展提供了更
多元的選擇。

內地港澳青年學生之家項目經理、港青袁倩鵬表示，自
己來廣州生活已經11年了，全家都已在這裏定居，國家對
於港澳人士有很多的利民惠民政策。 「我們可以在這裏
創業，購買社保、醫保，小孩子上學也很方便，已經

很好地融入了內地的生活，相信隨着政策的不斷完
善，未來灣區的生活會更加便捷、舒適」 。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尖端科技蓬勃
選擇空間廣闊

◀在廣東江門
開平市國家現
代農業示範
區，幾位香港
青年創立了自
己的魚菜共生
生產基地。

新華社

▶香港律師
（左）在深圳執
業，受到外國客歡迎。

▼大灣區金融機
構不斷引進專業
金融人才。

◀在暨大就讀力學與建築
工程學院的香港學生謝彬
華希望以後留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發展。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已經成為深港國際

青年創業者的
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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