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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黎曉華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從事環境教育和研究的慈善組織「灌橋」，推行「睇現」環保計劃。自2017年起，與
全港43家小學合作，促使學校的用電量平均減少10%，總共減少了100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儘管在香港已有成功的創業經驗，黎曉華認為，
自己8歲就到澳洲讀書，對祖國內地營商的環境並不熟悉。在朋友引薦
下參觀了這個孵化基地，這裏的一切令她感到「吃驚」。「國家真的很
強大，投放了那麼多資源建設孵化基地，這裏太漂亮了！」黎曉華指，
香港也有創業基地，但規模和硬件設備都無法和這個剛開園不久的「孵
化基地」比擬。

「有很多針對港人創業政策」
據了解，「孵化基地」位於廣州消費力較強的天河區，建築面積約
6.65萬平方米，總投資超7個億（人民幣，下同），可同時容納孵化企
業約200家。走進其中，基地不僅佔地面積大，環境也十分優美，三棟
大樓圍繞靜謐的「靈感之湖」而建，粼粼波光令人心曠神怡。「7年前
我剛創業時也看過香港青年協會，大概5,000元人民幣只能租一個很小
的辦公室，當時對我們創業者來說已經很便宜了。可一對比這邊，這裏
那麼大那麼美，都是免費的，還有電影院、會議室、食堂、圖書角、公
寓，配套也很完整，彷彿回到了大學時光。」黎曉華笑稱，在香港呆慣
了，突然來到一個那麼大的地方，大到走路都有點累，這種心情不知如
何解釋。「當然，這裏服務也很好，很多針對香港居民的創業政策，尤
其是博士身份可以領取一些創業補助，我都是透過基地才知道。另外辦
理營業執照、處理稅務、進行融資對接等也都是一站式服務，完全不用
擔心不懂或者沒資源。」
黎曉華介紹，香港有一個非牟利的生態環境，有益於自己做環保教
育，但內地的生態環境不同，自己一度很迷茫。「我想將自己在香港已
經成熟的環保教育理念、課程方式等帶到內地。和這裏的創業者交流
後，有人建議我從幼兒園着手，有人建議我商業化多一些，有人給我產
品包裝上的建議，還介紹內地幼兒園的老師給我認識，這對我幫助很
大，也給我更大信心在大灣區發展一番事業。」

擬聘「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港青
下一步，黎曉華打算循特區政府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招聘一
個香港應屆畢業生，據了解，在2021年出台的3.0版「促進就業九
條」中，廣東省政府亦會對參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人員提供
最高每月1,000元的生活津貼。也就是說，企業僅需支出7,000多元即
可招聘到一名熟悉兩地環境，又願意在內地開創新事業的港籍員工。
此外，在做好「環保教育」項目的基礎上，黎曉華亦計劃在未來，將
香港做得比較好的特殊兒童教育方式帶到內地。「依靠『孵化基地』
這個平台，我可以帶多點香港做得比較好的教育新思維到內地，多點
交流、多線發展對企業來說也很重要。」
最長長達3年的免租辦公室、優美的辦公環境、較低的人工支出成本，還
有一群志同道合、樂於分享創業經驗的小夥伴，這些優渥的條件讓黎曉華
感慨，有志創業的香港人士都應該來「孵化基地」這個平台試一下，「我
認為不了解內地生態不是借口，這裏的服務是一站式的，會是大家夢想的
開端，不用想太多，勇敢踏出一步，海闊天空！」

入駐條件：

申請入駐要求：

1. 港澳青年：

指年齡在18-45周歲的青年，包括港澳
籍居民、在港澳工作時間超過1年的非港
澳籍居民、在港澳高校學習的非港澳籍居
民等。

2.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項目，需符合以下
條件之一：

（1）港澳青年人數比例達30%以上的
團隊和企業。

（2）港澳青年或港澳資企業持股25%
以上的。

（3）港澳青年擔任企業法定代表人或
公司經理、副經理、首席財務管
理人員、首席技術人員、首席產
品管理人員及同等級別的高級管
理職務的。

3. 入駐考核機制：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運
營機構對入駐時間每滿一年的項目，
於期滿前一個月實施年度考核。考核
內容包括項目發展前景、經營狀況、
創業團隊建設、吸納就業情況和配合
創新創業孵化基地管理工作等方面。
年度考核不通過的項目應退出創新創
業孵化基地。

「孵化基地」
對港澳青年扶持措施：

1. 支持港澳青年參加實習見習。為入駐
實習的港澳青年提供食宿、交通、保
險等後勤保障，對實習期間表現優秀
的港澳青年給予一次性獎勵。

2. 促進港澳青年來粵就業。在「孵化基
地」內就業的港澳青年群體，同等享
受就業政策待遇。鼓勵基地入駐企業
吸納港澳高校畢業生就業，符合條件
的按規定落實基層就業補貼和小微企
業社保補貼等政策。

3. 降低港澳青年創業成本。對入駐的初
創項目（含個人、團隊及企業）予以
免租，免租期限最長不超過3年。符合
條件可申請最高額度500萬元人民幣
的貸款並享受貼息支持。

4. 加大港澳青年創辦企業培育力度。對港
澳青年創辦企業首次通過高新技術企業
認定的，可視情況給予一次性資助。

5. 構建專業服務體系。引入港澳專業孵
化機構和社會團體，為港澳青年提供
商事登記、法律顧問、融資對接、財
稅代理等配套服務；同時打造港式澳
式特色服務，為港澳青年和企業提供
「一對一」精準化專業輔導。

6. 加強政策對接服務。配備港澳青年政
策服務專員，精準梳理各項扶持政
策，並指導、協助港澳青年辦理政務
服務和申請政策扶持。

7. 加強融資對接服務。吸引各類創業投
資機構入駐基地，定期組織開展項目
路演、投融資對接等活動，幫助港澳
青年創業項目對接更多創投資源。

8. 提供「一鍵入孵」服務。為港澳青年
提供線上申請入駐各個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基地的快捷方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

大學環境工程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博士後黎曉

華因事滯留廣州數月。其間，她接觸到位於天

河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

地（後簡稱「孵化基地」）。與入駐團隊溝通

以後，她發現在內地發展的商機真是無限大。

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除了政策上帶來的福

利，這個廣東省級雙創基地平台每月固定舉辦

的「創業者交流會」，也給黎曉華帶來不少

「同頻」交流機會。「我對於在內地如何起步

創業不是很懂，但這個平台有很多來自香港的

創業小夥伴，他們很樂於分享自己的經驗給

我。」黎曉華果斷申請了入駐，她認為，如果

通過孵化基地提供政策對接，可以把香港已成

熟的環保教育理念帶到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帥誠 廣州報道

訪孵化基地取經 港青轉戰粵創業
城大海歸博士後因疫滯留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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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家鈺 ●版面設計：房雍

地理位置：廣州市天河區天慧路
10-14號

建築面積：6.65萬平方米

開園時間：2021年3月29日

配套設施：一站式綜合服務區、創新
創業成果展示區、創新創
業實訓學院、產品試驗試
製區、國際創客聯盟區、
路演廳、會議中心、公共
食堂、眾創咖啡等

創新環保教育課育下一代
黎曉華畢業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

學，在拿到環境工程博士後，曾先後在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公共行政學系擔任
博士後職位、在莫特麥克唐納（香港）
環境部擔任顧問。這些經驗驅使她反
思，該如何將所學回饋給社會，培養下
一代的環保意識。
黎曉華透露，在香港，自己推行的

「睇現」環保計劃會給參與的學校提供創
新環保教育課，並定製不同主題的活動。
學生以遊戲的方式進行環保挑戰，比如每
個教室的學生共同養育一隻電子兔，每個
月參與不同的「減排」挑戰，挑戰成功兔
子就會長大，同時會根據排名獲得相應積
分，積分可用於兌換一些文具獎品。「這

種方法，一方面帶來了可持續發展，一方
面老師可以用最少的時間管理環保教育，
學生也樂於參與其中。」
黎曉華認為，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溫室氣體排放國，如何控制碳排放，對
於減緩全球變暖至關重要。「中國承諾
要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完成
這個目標，除了要發展再生能源、改變
燃料組合以外，強化人民的環保意識、
在教育上做銜接配合也非常重要。」她
指出，目前中國的環保教育尚停留在知
識性層面，改變不了日常行為，「這個
空間是我想去彌補的。我的願景是培育
下一代，不僅有環保意識還要有實質行
動。」

▲黎曉華
（左一）在

內地與其他創
業者交流學習。

受訪者供圖

▶▶孵化基地大孵化基地大
堂 明 亮堂 明 亮 、、 寬寬
敞敞。。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 攝攝

●Sai在雙創基地的辦公
區，面積約50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基地配套
有健身室。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薇 攝

●●基地每一層樓都有會客廳供創業者免費使用基地每一層樓都有會客廳供創業者免費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80後港青朱世賢（英文名Sai）在內地生活已有十幾年，他曾以年薪百
萬的offer任職於內地知名互聯網公司。2019年，在獲取牛津大學MBA學位
以後，Sai離職並創辦了男裝品牌Gigasanse極格先生。
起初，為了方便找原材料，Sai在廣州中大布匹市場附近的小區租了一間不足50

平米的辦公室。而在三個多月前，他將辦公室從海珠區搬到天河區的粵港澳大灣區
（廣東）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這個成立時間並不長的省級雙創基地，為Sai這樣的港青
創業團隊提供了長達3年的免租期。「對我們這種創業小白來說，每一分錢都需要花在
刀刃上，免租的誘惑力很大。」Sai承認。此外，雙創基地也會定期舉辦政策速讀講座、投
資者對接會、以及創業賽事，以此豐富入駐港青對內地的了解並
增強創業實戰經驗。「我偶爾也會參加一些項目。如果未能出席，
像基地有一個公眾號叫做『大灣區雙創』，當中也有很多政策資訊和
活動回顧，方便港青快速了解大灣區和雙創基地的近況。」
Sai希望，通過在雙創基地的磨練，幾年後自己的創業團隊會更加壯大，
有能力租市區的辦公室，方便同事們辦公。同時，他也呼籲更多港澳青
年可以來大灣區內地城市走走看看，「如果對內地的情況還不了解，可
以通過參團交流、學習或工作等方式先了解內地的生活和文化。」在
他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對想創業的港青而
言是非常難得的機遇。「現階段內地創業環境成熟，各項行政手
續辦理十分便利，這裏是港澳青年創業的首選地。」

80後「創業小白」
冀得到磨練壯大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