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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更多像 C-POLAR一樣的本
港創科團隊融入大灣區，香港工程師
學會（HKIE）近期與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12所創科孵化中心簽訂合作意
向書，以「備忘錄」形式建立長期合
作關係，分享創科前沿信息，互通有
無。學會表示，是次簽約將加強大灣

區創科經驗分享，增進本港工程界創
科人士了解灣區機遇。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源栢樑指，

香港緊張的生活節奏導致全職工作者
難以進入創業軌道，不但會消耗大量
私人精力，投入與收穫亦很可能不成
正比，故本港投身創業的青年，遠不

及鄰近灣區內地城市的比例高。學會
希望搭建一個平台，讓有創業點子的
青年工程師向灣區其他城市汲取經
驗，同時獲取創業資源。
「大灣區內不少創科孵化中心運作

已經非常成熟，對於一項創意，從產
生到投資再到獲得回報，有一套可行

的孵化方法，雖然未必個個創意都能
成功，但值得我們借鑒學習。而且香
港本地基本沒有工業生產，但整個灣
區可謂產業鏈齊備，工程師的創業如
要落實到產品，融入灣區是必然選
擇。」他說。
該會現任會長鍾國輝表示，許多有

想法的香港年輕人彷彿處於受困狀
態，「有好多idea（點子）但唔知道
點樣去砌」，但他認為內地創科人員
在這方面已有很多成功案例，希望透
過經驗分享，能有效提高工程人才對
創科的意欲及信心，進而提升香港創
科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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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先行者」分享經驗 冀港青把握時代脈搏

析灣區各城特點
尋創業樂土落戶

粵港澳大灣區不單是打工仔

努力耕耘的田地，更是創業者

掘金的熱土。灣區創業項目多如

繁星，上至前沿科技，下至市井生

活，無數潛在的風口獨角獸等待探索

家們發掘。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專訪

三名在大灣區不同領域創業的港人分

享成功經驗，從他們的創業故事，

不難發現大灣區內地城市各有優

勢，他們細心分析灣區各城市的強

項及短板，最終選定一個適合自己

創業的樂土落戶。天時地利，也需

要一顆敢於走出舒適圈的決心，他

們給予後來者誠懇忠告，希望更多

港人敢於把握時代脈搏，在灣區開

創一番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熊家文是一名有15年金融相關工作經驗的港漂，
育有兩名子女，丈夫也是港漂同行。兩人在港工作
順遂，亦放眼大灣區機遇。今年初她決定返回家鄉
廣東省順德創業，並在短短三個多月就發展到一定
的業務規模。
熊家文創立的「頭頭是道」初企，是一間集獵
頭、企業培訓、品牌塑造和財經公關於一體的綜合
類諮詢公司，今年3月初正式取得執照，至暑期已
接到15個客戶，範圍從順德本地企業到老牌北方國
企，還有海外企業，公司僱有5名全職員工及5名兼
職員工，還有多名自僱合作者提供服務，公司立足
灣區，輻射全國，採用輕資產、重人才和用戶體驗
的經營模式。
談及創業歷程，熊家文思路清晰、言談自信，讓

人不敢相信這是她首次創業。她形容，這次創業是
「發現了一片藍海」，意指一塊未過度開發的市
場。「順德本地的製造業實力有目共睹，有很多知
名的產業和企業，並適逢產業升級的機遇，所以在
業務轉型和吸引人才上，都有很大需求。」她感恩
以往的合作夥伴、同學及朋友，他們陸續介紹海內
外其他有相關需求的客戶和業務。
對於創業初衷，熊家文指，有個人生活和職場規

劃兩方面原因，屬於水到渠成。生活上，香港早前
疫情持續嚴峻，她的兩名就讀幼稚園的子女均在家
上網課，為照顧上增添不少壓力，返回老家順德，
父母剛好可以提供幫助，丈夫對她的決定也非常支
持。

港青落戶可獲一站式支援
職場上，熊家文有過往履歷積累的人脈和資源，

正值開拓新領域的進取期。同時順德港澳城亦於去
年出台了扶助創業的試行辦法，港澳青年落戶創業
可以獲得企業註冊、創業諮詢、補貼申請等一站式
服務支援，辦公室場地最長可免租半年，其後一年
半還可繼續享受租金補貼。
幾次實地考察後，她下決心邁出創業步伐。過程

中，熊家文尤其滿意順德區政府的快捷效率，營業
執照從申請到成功辦理僅需約10天，而她遞交申請
約四周，便入駐了順德新能源汽車小鎮創業基地。
在順德努力經營的同時，熊家文亦沒有忘記給予

她成長和機會的香港，她在香港也開設分公司，協
助香港金融機構拓展其他市場等，待恢復全面通關
後，會平衡兩地的工作。「我認為大灣區是整體協
同發展，不是單純靠一個地方、一個市場，城市之
間是優勢互補的關係，風險也需要分散，香港在金
融業有不可取代性，融入灣區會有更多的機遇與發
展。」

工程師學會：分享創科經驗 助港才識灣區

現年42歲的陳卓謙，祖籍廣東省順德，在香港出世，除父
親在順德經商外，母親和其他兄弟均長期在港。廿多年前，他
憑一份家鄉情懷選擇回鄉生活，並成家立業，在順德闖出自己
的一片天。「融入灣區，並沒有消解我作為港人的身份，反而
給我多一個家。」
陳卓謙早年在順德從事過貿易、運輸、食品等行業，近年開

始創業，目前集中於電池外貿和太陽能光伏兩項業務。其中電
池外貿公司，已平穩經營數年，每年營業額上千萬元，而且未
因疫情受到太大影響；太陽能光伏業務則開展不到一年，該公
司為順德以至灣區一帶的工廠安裝太陽能系統，為工廠供應一
部分電力，推廣清潔能源，同時響應國家減碳號召。
對於想要進軍灣區的後輩創業者，陳卓謙建議，如果從事外
貿行業，可以先從產業鏈後端的設計、銷售做起，規避比較困
難的工廠管理環節，待累積一定經驗後再開廠作業。「工廠裏
有時候存在老鄉介紹情況，來自同一省份的人會互相抱團，港
人初期未必適應這種管理文化。」
工作之外，陳卓謙亦熱心於履行社會責任，任職順德區內地

港人聯誼會常務副主席，經常組織順德港人的聯誼活動。「我
們會員都是一些在順德居住一段時間的香港人，之前好像一盤
散沙，各自精彩，組織起來後，大家互相幫助，交流不同領域
的信息。我希望通關後，可以帶多啲年輕港人到順德睇睇，讓
佢哋更了解灣區（內地城市）、了解祖國。」
他特別提到順德區政府的組織協調工作，早前中央宣布在內

地港人可免費接種疫苗，他與家人都及時獲安排接種。此外，
他還曾向區政府反映，港人子女在內地難以就讀公立學校、購
房貸款困難等問題，政
府亦回應指正在收集有
關意見。
陳卓謙的兩名子女

目前都在廣州讀書，
未來考慮在內地繼續
升學，並希望以他們
的親身經歷，鼓勵更
多港青北上融入灣區
建設。

由本港團隊研
發 的 「C-PO-
LAR」生物駐極
體過濾技術，可用
於生產口罩和空氣
過濾網，能在5分
鐘內截殺99.9%的
細菌和病毒，包括
新冠變種病毒，而
且相關口罩使用數
天不清洗，效果依舊，該技術一經發明，就引起多方關
注，在創科競賽中屢獲獎項，C-POLAR團隊日前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公司已與國糧供應鏈（深圳）
有限公司和中新集團兩間中資企業展開合作，並準備在
廣州增城和深圳前海兩個大灣區創業園區落戶，進一步
開拓國內外市場。
去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伊始，全球熔噴布缺乏，
導致口罩供應短缺，當時C-POLAR團隊的兩位創始人
柯俊賢和龔劍亮開始投入濾材研發工作，希望開發一種
較傳統熔噴布更有效的過濾物料。經過反覆研究，二人
發現C-POLAR生物駐極體過濾技術，毋須外部能源，
僅依靠C-POLAR聚合物的極性電荷吸附作用，即可達
到殺滅病毒效果。
柯俊賢解釋，傳統過濾材料利用靜電荷吸附空氣污染

物，在首次受到病毒衝擊時效果較好，當病毒停留在物
料表面，隨時間延長，病毒仍會滲透介質。
「C-POLAR」則是一種帶正電荷的聚合物，應用於

水刺無紡布表面後，可形成一層高密度、平坦、均勻、
均質且帶強正電荷的塗層，使水刺無紡布纖維表面電荷
增強為強極性正電荷，使用3天至10天仍效果不減。遇
到新冠病毒時，病毒表面的E蛋白帶有負電荷，C-PO-
LAR產生的極性正電荷將吸附E蛋白，新冠病毒在吸附
過程中被撕裂殺滅。
在C-POLAR研發階段，柯俊賢仍有全職工作，他畢

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從事製造業超過十年；龔劍亮則是
理工大學紡織學院應用生物與化學科技學系的博士後，
在材料領域頗有學術成就。柯俊賢指，工程師經驗有助
將項目從科研快速轉向應用，走向市場化。

看好增城前海 擬應用汽車冷氣
手握技術，團隊冀能開拓全國市場。柯俊賢認為，本

港創科團隊如要進軍灣區內地城市甚至整個內地市場，
最重要的一點是找到內地的合作夥伴，因為港人未必熟
悉內地相關法律，文化上亦存在差異。他透露，今年下
半年團隊有意在廣州增城和深圳前海分別設立內地分公
司，其中落戶增城的計劃已在洽談中，最快本月入駐，
估計將有約6名員工，前海辦公室則預計年底成立。
至於選擇兩地落戶的原因，柯俊賢表示，內地合作團

隊曾考察大灣區內多個不同創
科園區，發現增城園區有汽車
工業基礎，附近還有富士康基
地，C-POLAR濾材在汽車冷
氣系統上可發揮重要功能，便
於產品推廣。前海則是創科融
資領域重鎮，匯集多個大灣區
創投機構，方便日後洽談有關
業務。此外，C-POLAR還打
算在海南省開展業務，他指，
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海南將
重點發展醫療健康行業，政府
態度亦較其他省份更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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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綜合實力雄厚，產業體系完備，科技創
新活躍，同時是歷史文化名城，享「千年商都」美譽

深圳：經濟特區，創客樂土，全球經濟最活躍城市之一，
中國南方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

佛山：嶺南文化的發祥地之一，精於粵劇、美食、中藥等領域，
全國先進製造業基地，廣東重要製造業中心，與廣州構成「廣佛都市
圈」

東莞：國際製造名城，擁有涉及30多個行業和6萬多種產品的完整
製造體系，尤其注重電子資訊產業，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計劃攜手
深港共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珠海：經濟特區，旅遊勝地，因港珠澳大橋開通，正大力發
展休閒旅遊、商務金融服務、文化科教和高新技術等產業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辦公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灣區城市
創業環境對比（部分）

●●熊家文（右三）在順德新能源汽車小鎮創業基地。
受訪者供圖 ●●陳卓謙今年開始在太陽能光伏領域

創業。 受訪者供圖

●● 陳卓謙陳卓謙（（右二右二））與與
家人家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C-Polar空氣過濾器產品亦銷往
美國。 C-Polar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