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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6日在京出席
2023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時
表示，中國經濟有四大紅利待釋放，
只要持續釋放改革紅利、市場紅利、
人才創新和資本市場紅利，以及開放
紅利，有望使中國經濟增長在未來三
至五年保持在5%以上。

聚力數字貿易釋「開放紅利」
首先，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

大內需戰略有機結合起來，釋放改革
紅利。黃奇帆指出，在汽車消費、改
善性住房消費需求、個性化高品質的
醫療、健康、教育服務等各類消費需
求沒有發展起來主要是因為存在大量

供給抑制政策，應通過深化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來釋放這些有效需求。

第二大紅利是建設超大規模統一
大市場，釋放市場紅利。黃奇帆認
為，中國人口有14億多，佔全球總人
口比例接近18%；就市場結構而言，

中國是個單一的大市場；就工業基礎
而言，中國是全要素全門類全產業鏈
集成的經濟體。三者疊加在一起將產
生 「規模經濟」 效應。

第三個紅利是提升全要素生產
率，釋放人才創新紅利和資本市場紅
利。黃奇帆認為，全要素生產力的增
長速度若能提升，便可產生發展動
能、紅利。全要素生產力最重要兩個
環節，第一個是科技創新，第二個是
資本市場。

第四個紅利則是推動RCEP（《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落地實
施，釋放新的開放紅利。黃奇帆認
為，接下來，中國要成為貿易強國，
必須發展好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

黃奇帆：中國經濟釋放四大紅利可期

▲黃奇帆參加2023清華五道口首席經
濟學家論壇。 大公報記者海巖攝

灣區動力

深圳近日出台《深圳市進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就
業創業實施細則》（簡稱《細則》），對支持港澳
青年在深圳就業創業相關政策進行明確和細化。深
圳市人社局黨組書記、局長趙忠良介紹，《細則》

梳理了現行政策中覆蓋到港澳青年的就業促進政
策、創業扶持政策，新增國際人才職稱評價、高技能

人才培訓服務等內容，明確全市實施 「大灣區職場導師計劃」 ，引入港
澳就業創業服務。該計劃優先招募港澳創業者、政協委員及專家學者，
助在深打拚的港澳青年擴闊人脈視野，幫助他們逐夢大灣區。

•具有中國國籍，具有香港或
澳門的永久居民身份。

•在大灣區內地九市有3年以
上就業或生活經歷，目前在
深圳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
織等單位就業創業，或擔任
政協委員。優先招募：在大
型或知名企業、社會組織、
行業協會等擔任重要職務；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從事
相關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

•職場導師服務期一般不超過
3年，服務期滿後可視情況
延期。

•每名職場導師最多可同時與
5名學員建立師生關係。

•申請資料：
1.大灣區職場導師申請表；
2.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和港澳
身份證；

3.本人銀行賬號及
在大灣區九市工
作和生活經歷佐
證材料。

▲粵港澳青年積極參與大灣區實習計
劃。圖為港澳學生代表實習參觀中國
聯通（廣東）5G創新中心。

創業擔保新措 合夥經營最高貸款300萬元
針對深圳的實

際情況，《細則》
新增了國際人才職稱評價、高技能人
才培訓服務和社保跨境服務保障等內
容。要求建立國際人才職稱評價綠色
通道，對重大產學研合作平台引進的
專業技術人才，開展特殊評審。建立
境外職業技能證書 「白名單」 制度，
獲得 「白名單」 中證書並在前海就業
的港澳等境外專業人才，通過職業技
能比照認定後直接為前海合作區內企
業和居民提供專業服務。

同時，鼓勵港澳職業教育培訓機
構與內地院校、企業、機構合作建立
職業教育培訓學校和實訓基地。支持
港澳地區成熟的技能人才培訓評價機
構申請成為社會培訓評價組織，在前
海合作區內開展技能人才培訓評價服

務。完善社會保險服務跨境協作機
制，實施高頻社會保險業務線上線下
「跨境辦」 ，充分保障粵港澳居民享
受無差別社保服務。

《細則》歸納了港澳青年可享受
的就業創業扶持政策。在創業方面，
明確港澳青年可享受一次性創業資
助、社保補貼等。其中，一次性初創
企業補貼標準為每人1萬元。個人創
業擔保貸款額度方面，深圳額度高於
廣東省。個人最高不超過60萬元，合
夥經營的可按每人最高60萬元、貸款
總額最高300萬元實行 「捆綁性」 貸
款。廣東省規定，個人創業擔保貸款
額度最高不超過50萬元；合夥經營或
創辦企業的可按每人最高30萬元、貸
款總額最高300萬元實行 「捆綁性」
貸款。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

深圳聘職場導師 助港青逐夢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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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職場導師
申請條件

1.

2.

3.

4.

5.

導師既是頭銜，更是責任！

多管齊下

自願領取大灣區職場導師補貼

作為率先
試行 「大灣區
職場導師」 的
廣州，已經吸
引了36名港澳
人士成為廣州
首批大灣區職

場導師。獲聘導師
中多數具有政協委

員身份，他們熟悉港
澳和內地工作生活環境，

了解港澳青年所需所想，將
成為進一步宣傳推介全市乃至全省優
惠政策、引領港澳青年來穗發展的
「頭雁」 。

「我作為職場導師，任務就是讓
他們在大灣區發展中少走彎路。」 大
灣區職場導師代表唐一瀚在內地工作
已有近30年的時間，目前是一家餐飲
管理公司的中國區行政總裁。他表
示，會將自己在內地多年的連鎖品牌
經營經驗，分享給來穗發展的港澳青
年，亦相信隨着各項利好政策落地，
會有更多港澳青年來到大灣區內地城
市發展。

廣州市南沙區港澳五樂青年服務
中心副理事長陳智誠平時主要負責港

澳青年雙創工作。 「很多港澳青年來
到廣州就業創業存在 『三不知』 的問
題，不知道地方政策和獲取操作、產
業優勢和對接窗口、交流平台和朋友
圈。」 陳智誠表示，自己會為港澳青
年提供延伸性的創業培訓，手把手打
造示範性案例。他認為： 「導師，既
是頭銜，更是責任！」

「00後」 港青李嘉明認為， 「有
了導師庫，借助導師一對一的輔導模
式，能讓我們知道內地的職場環境和
創業氛圍，在工作生活上都能有所收
穫。」 他說，和前輩溝通交流，了解
到內地和港澳的企業文化、創業環境
之後，覺得安心不少。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對已就業學員的職業指導服務
•每指導一次補貼200元，每個導師對單名
學員的職業指導補貼累計不超過1000元

對未就業學員的實習指導服務
•補貼標準為100元／天，每個導師對單名學

員的實習指導補貼累計不
超過2000元

對未就業學員的求職推薦服務
•符合條件可按1000元／人的標準
給予補貼，或按4000元／人的標
準追加補貼

基層就業補貼
•每人3000元；畢業2
年內，到中小微企
業、個體工商戶、社
會組織等就業，或到
街道、社區社會管理
和公共服務崗位就
業，簽訂1年以上勞動
合同或服務協議，並
繳6個月以上社保

就
業
補
貼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整理

社會保險費補貼
•畢業2年內，在
深靈活就業，補
貼期限最長3年

•畢業2年內，與
小微企業、社會
組織等簽訂1年
以上勞動合同並
繳社保，補貼期
限最長2年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生活補助
•每人每月不超過1000元，補貼期限為最長18個月

求職創業補貼
•每人3000元；深圳市普通高等學校、中等職業
學校、技工院校畢業學年的港澳籍在校學生

就業見習補貼
•畢業2年內或16-24歲失業港澳青年，補貼期限最長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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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細則》，港澳青年，是指
45周歲（含）以下、具有中國國籍的
港澳居民。初創企業，是指在深圳登
記註冊3年內的小微企業、個體工商
戶、社會組織、律師事務所、會計師
事務所和農民合作社等。

優先招募成功創業人士
《細則》明確實施 「大灣區職場

導師計劃」 ，支持招募一批有內地職
場經驗和生活經歷的港澳籍人士作為
職場導師，為有意向在深圳就業創業
的港澳青年提供實習、崗位推薦、職
業發展指導等服務。對導師選聘要
求、服務對象、服務內容以及補貼標
準均作出詳細的規定，明確具備3年以
上大灣區工作、生活經驗且遵紀守
法，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
的港澳籍人士可擔任職場導師，幫助
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大灣區內地城市。

「大灣區職場導師計劃」 將優先
招募在大型或知名企業、社會組織、
行業協會等擔任重要職務；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中從事相關教學研究的
專家學者；有成功經歷，在業內有知
名度的創業者；擔任政協委員等。

同時，對按要求提供服務的職場
導師，市、區人力資源部門可發放職
場導師補貼，其中，對已就業學員的
職業指導服務，每指導一次補貼200
元，每個導師對單名學員的職業指導
補貼累計不超過1000元；對接受人力
資源部門邀請參加公益活動服務，補
貼標準為1000元／次。

「非常榮幸能成為大灣區職場導
師，將竭盡所能為港青扎根深圳提供

更加優質的職業指導服務，相信隨着
諸多扶持政策的落地實施，會有更多
港澳青年有意願來大灣區發展。」 港
區深圳市政協委員、羅湖區海歸協會
會長張彥南表示， 「大灣區職場導師
計劃」 有助於拓寬信息交流朋友圈，
為港澳青年逐夢大灣區 「搭橋」 。

今年3月， 「大灣區職場導師計
劃」 已在羅湖先行先試，7位在深的優
秀港澳青年企業家、協會代表，受聘
成為羅湖區首批 「大灣區職場導
師」 。他們都具有政協委員身份，了
解港澳青年所需所想，為港澳青年在
深圳就業創業提供指導，助港澳青年
融入大灣區，成為 「引路人」 。

牽線搭橋結識不同企業家
張彥南發現，香港青年孤身一人

來深圳打拚，還是想要認識一些有相
同背景和語言習慣的朋友，而社會活
動會讓港青們在交流中產生了歸屬
感。於是，他創辦了羅湖區海歸協
會，港青黃錦麟就是其中一位獲益青
年。張彥南常帶黃錦麟走訪不同的企
業，幫助他結識不同領域的企業家。

張彥南表示， 「大灣區職場導師
計劃」 通過針對已就業學員和未就業
學員，給予職業和實習兩類不同的專
項指導，譬如對已就業學員，會進行
面對面交流輔導，主要講述職場文化
和經歷，指點職業發展方向，指導解
決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對未就
業學員，就提供諸如 「工作助理」 等
實習崗位，讓學員協助導師處理工作
事宜，或通過推薦崗位、撰寫介紹信
等形式為學員求職牽線搭橋。

對接受人力資源部門
邀請參加公益活動服務
•補貼標準為1000元／次

▲深圳多措施鼓勵創業。圖為香港
青年福田創新創業社區。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指點迷津

向港澳創業者政協委員招手 以老帶新擴闊人脈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