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方便台灣同胞在大陸應聘工作，推動各

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做好系統

升級，支持使用台胞證註冊登錄。

鼓勵台灣教師來大陸高校任教，其在台灣

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在台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台灣同胞在大陸

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時，只需

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試，無需參加專業知

識考試。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台灣同胞，可按

照相關規定在大陸申請執業註冊。

符合條件的台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

得大陸醫師資格。符合條件的台灣醫師，

可按照相關規定在大陸申請註冊短期行

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

在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

台灣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學習一年後，可

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的相關規定申

請參加考試。

對台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

進口審批流程。同時段進口的台灣圖書可

優先辦理相關手續。

大陸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台、視聽網

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台灣生產的電影、電

視劇不做數量限制。

台灣人士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

電視劇製作可不受數量限制。

台灣同胞可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

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

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項目。具體辦法

由相關主管部門制定。

台灣同胞可報名參加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

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

試。

台灣青年郭偉瓊到北京的時間比較早，
1997年以前她就作為IBM大中華區的市場
總監，常常需要從台灣到大陸出差，也就在
這個過程中，她感受到了整個大陸市場的活
力。 「這是一片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對我產
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本想通過內部轉崗，
從台北辦公室調至北京，但沒被批准，於是
在1997年，她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辭
職來北京創業。

搭上大陸互聯網經濟熱潮
當時很多的國際IT品牌都設在朝陽區，

所以她的首站也落到了這裏。 「很幸運的
是，我遇到了很多 『貴人』 幫忙，圈子裏的
高管也有一些是我從前熟悉的台灣或者香港
朋友，所以開啟業務比較順利。」

她認為，自己來北京時恰好趕上了創業
最好的時候，也搭上了大陸第一波互聯網經
濟熱潮。1997年創立第一家公司，2年後便
賣給了一家外企，緊接着又成立了第二家公司，在2002年再次賣給了一家
外企。剛開始創業的節奏基本上是兩三年做一家公司，主營營銷諮詢
類，主做全球百強的品牌，後來，她帶着所有的同事一起併購進了一
家外企，成為了單獨的中國事業部，而她也成為了這家外企的中國總
經理。時間再過去5年，她再次辭職，將重心轉移到家庭，調整休
息過後再度出發，成為了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秘書。

對於 「大陸的就業環境對台灣青年而言會否是比較好的選
擇」 這個問題，郭偉瓊的回答是， 「毋庸置疑」 。她指出，如
何判斷一個地方是否適合就業，首先要看地方是不是夠大、
工作種類是否廣泛、就業崗位的數量是否夠多、各行各業
的發展方向是否長遠、給予年輕人的選擇是否足夠，大陸
毫無疑問在上述幾個方面都做得很好。

她認為，反觀台灣的就業渠道，相對而言比較單
一狹窄，但如果台灣青年來大陸就業的話，可選方向
就會多很多，現在全世界哪有像中國大陸這樣市場
廣大、發展迅速的地方呢？

大陸航空科技電商優勢領先
據郭偉瓊了解，目前像百度、小米、京東

等這樣的 「大廠」 裏，台灣青年並不少，每
個 「大廠」 都至少能有個一兩百人。另外，
因為台灣的金融服務業比較發達，所以選
擇在金融行業就業的台灣人也比較集中。

此外，郭偉瓊認為，兩岸應該加強
溝通，讓台青清楚地認識到大陸的發展
空間在哪裏、大陸所擅長的領域是什
麼，唯有這樣，才能讓台灣青年想要
做出選擇的時候，將大陸放入規劃。
比如，她小時候看到美國宇航員杭
思朗登陸月球，第一想法就是，如
果未來要做個科學家，一定要去美
國，似乎也只能去美國。但是現
在不一樣了，對於中國人而言，
想要成為航空航天科學家的
話，在中國大陸豈不是更方
便，而且沒有語言障礙。 「不
過這一切的前提，是得讓台
青知道，大陸在這方面到底
有多強大，因此加強交流溝
通是最重要的。」

郭偉瓊指出，除了航
空航天，大陸在量子科
技、人工智能、電子商務
等諸多領域，都對年輕人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有
可能只是信息釋放不足、
進入渠道不夠明顯，使得
台灣年輕人錯失機遇。
「大陸發展強勢的領域應
該多向台灣青年傳播，從
而讓台青擁有更多的選
擇。」

近年雖然因民進黨當局破壞兩岸關係而導致台海局勢緊張，但大陸

方面仍不斷推出惠及台胞的便利政策，從頒布「31條措施」、 「26條措
施」 、 「11條措施」 、 「農林22條措施」 ，到推出台灣居民居住證、為
台胞繳納 「五險一金」 、提供公租房、放寬台灣居民申辦個體工商戶
等，不斷推進落實同等待遇，吸引更多台青到大陸安居樂業。大公報專

訪了幾位正在北京工作、創業和生活的台灣青年。他們分享了自己在大

陸的發展過程和經驗，認為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建議兩岸年輕
人要時常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否則將錯失良機。

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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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分享發展經驗：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陳皓月
作為兩岸婚
姻 誕 生 的

「結晶」 ，自2013年
讀初二時就從台灣移居

大陸，在母親的家
鄉湖北讀書，所以
她也經歷了與大陸

同學們一起備戰中考和高考的
過程，後來考入了北京外國語
大學，現在正處於求職期。

分享求職經驗時她表示，
讀大學時她就時常走出校門做實習或
者做兼職，這對她後期適應社會和工
作面試，有很大的幫助。 「大陸有很
多機會，但同時競爭也比較激烈。」

她目前找到的這份工作，是在電商食品行
業做產品經理。 「很多人可能會擔心就業
的崗位和所學專業相關性不強的問題，但
其實更重要的是個人規劃。」 她以自身經
歷為例解釋稱，沒有一個崗位是獨立存在
的，比如做產品經理時，她可以熟悉電商
平台的整個運行模式和產品鏈條，日後她

可以利用擅長外語的優勢，去拓展海外電
商的領域，這樣就又多了一個就業選擇。

發揮優勢放平心態
陳皓月還建議台灣青年首先要不斷完

善自身的 「硬件」 。 「若要找到一份理想
的工作，必須具備專業知識或者技能。」
她認為，機會更多的地方，競爭也相應更
多， 「但是人不可能一輩子呆在一個地
方，年輕人還是要打破舒適圈，走出去打
拚一番。」 其次，要在找準自己優勢的同
時，放平心態。 「有一些剛來大陸的台灣
青年會覺得不太習慣，對自己也不夠自
信，其實只要多學、多看、多交朋友，別
怕失敗，在不斷提高能力和放平心態的加
持下，就會有好的發展。」

她認為，現在大陸的政策對台灣青年
而言，越來越開放，越來越便利。她周圍
有不少台灣朋友選擇了創業或者成為個體
戶，趕上了大陸政策的東風。大陸方面對
台胞實施同等待遇，台胞也可以像大陸居
民那樣參加社會保險等，使生活和工作更
有保障。

台灣青年蕭家曜與大陸的緣分開始於2012年，
在台灣讀大一的他參加了賢德惜福文教基金會舉辦
的兩岸志願者交流活動，那也是他第一次來到大
陸。自2015年之後，他會定期在每年暑期和寒假到
大陸進行為期兩周的參訪交流，曾經到過西安、上
海、成都、珠海、北京等多個城市。2017年，他在
北京實習了兩個月，第二年就決定來北京就業。剛
開始做教育行業，兩、三年後換到了醫療健康產
業。

遊歷大陸百聞不如一見
對他而言，大陸的發展動力和政策的延續性，

最吸引自己。 「讀大學時，其實對大陸更多的是一
種想像，後來通過到大陸交流，認識到大陸是真的
處於高速起飛的階段，經濟非常有活力，各行各業
都在尋找突破，並且整體的發展都很有規劃性，可
以說，那一刻感受到大陸的潛力無限。」 此外，大
陸在高新科技園區的發展和孵化器等科技方面取得

的進步，也讓他耳目一新。他坦言，親自來到大陸
後感受到的，和之前在台灣媒體上看到的很不一
樣。

除了活力和潛力，他覺得，生活上也非常便
利，公共交通網絡十分發達，從城區覆蓋到郊區，
而移動支付的發展更是讓衣食住行都便捷了起來。

回憶起剛來北京工作的那段日子，他稱，當時
還需要就業證，而他所在的公司人力部門因為第一
次招聘台灣人，並不懂相關辦理流程，也因此有些
麻煩。不過，後來有了台灣居民居住證，一切就變
得方便多了。他認為，大陸給予台胞最好的政策就
是 「同等待遇」 ， 「可以享受跟當地市民一樣的權
利，在就業過程中能被平等對待，這就是最好
的。」

此外，北京市海淀區還有一些公共租賃住房給
到符合條件的在京創業、就業的台灣青年。 「有些
朋友已經住進了青年公寓，一個月幾百塊錢而已，
可以大大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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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在北京
參 加 騎 行 活
動，了解北京
的傳統文化和
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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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為台胞

提供同等待遇

同等待遇更便利 青年公寓受歡迎

走出舒適圈
提升自身硬件

▼大陸互聯網商機豐富，
吸引不少青年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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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郭偉瓊（右）在大陸收
穫了事業和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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