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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創業機遇無

限，由「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

助計劃」資助的中文大學MAKE a DASH創

業計劃，實施一年來已培育了13支初創團

隊。該計劃協助中大年輕創業家進駐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創新創業基地，及在內地城

市發展初期業務，有5間初創企業已獲得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營業執照。有團隊自家設

計及開發酮體呼吸分析儀，以監察用家的

代謝健康和脂肪燃燒率，負責人分享項目

早於開發硬件階段，已有賴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搜羅製造材料，待產品來年正式上市

後，期望可打入內地龐大的健身室市場，

尋求更大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立法會內
會轄下的3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包括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
會、研究制訂長遠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小組
委員會及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昨
日分別舉行首次會議，選出副主席，並討論
有關委員會未來的職權範圍、討論事項等。
立法會內會轄下成立多個政策事宜小組委
員會，協助內會研究不同範疇的政策事宜。
由新民黨議員容海恩建議成立並擔任主席的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
舉行首次會議，選出工聯會理事長、議員黃
國擔任副主席。
大灣區議題涵蓋面廣，立法會議員黃英豪
在會上表示，不宜將該會的職權範圍訂
得過闊，以免難以聚焦處理重點問題，
建議應選擇一兩個重點題目，以便更聚
焦討論。
由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任主席的

研究制訂長遠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小組
委員會昨日在首次會議選出梁毓偉擔任
副主席。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備受關
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在會上表
示，特區政府必須培養香港青年對國家
的認識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同時必須

研究如何培養香港青年的國際視野，讓他們
在背靠祖國下，能代表香港面對世界。
由新民黨主席、議員葉劉淑儀擔任主席的

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昨日亦舉行
了首次會議，並選出工聯會議員鄧家彪擔任
副主席。民建聯議員何俊賢在會上表示，鑑
於該委員會有不少新晉立法會議員，建議委
員會應先邀請有關政策局局長向委員講解特
區政府的扶貧政策和策略。
他強調，特區政府須花時間向公眾講解全

套的扶貧政策和策略，以免有政策推出，但
市民因為不知道而未能受惠，又建議盡快再
次舉行會議，以趕及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進行
架構重組前給予建議。 特區政府昨日（五月十三日）在憲

報刊登《2022年專業會計師（修訂）
條例草案》，以修改香港會計師公會
的理事會選舉安排，並作出其他技術
修訂，以提升公會的機構管治及行政
效能。
《2022年專業會計師（修訂）條例
草案》將於下周三（5月18日）提交立
法會進行首讀，草案的建議包括：
一、提升公會理事會當選理事選舉的
提名門檻，把候選人須取得的會計師提
名數目由現時兩名（一名提議及一名附

議）增至 10名（一名提議及九名附
議）；另加入候選人須取得兩名會計及
財務匯報局諮詢委員會成員附議提名的
要求；
二、將公會理事會14名當選理事的
選舉周期從每年改選半數席位統一為每
兩年改選一次；以及
三、優化公會舉行選舉及大會的行政
程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

「我們在過去數月與主要的會計專業
組織代表溝通，聆聽他們對公會理事

會選舉方式與管治效能的關注。我們
在審慎考慮收集到的意見後制訂現時
的修訂建議。建議將可提升公會理事
會的代表性，讓公會專注投入其資源
及精力於專業議題，並有利公會履行
新會計專業規管制度下的專業職
能。」
特區政府已諮詢公會和主要會計團體

等持份者，他們普遍支持建議的方向。
政府亦已在4月4日就修訂建議諮詢立
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
持。

政府修改會計師公會選舉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在憲
報刊登《2022年鄉郊代表選舉（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引入當
選為鄉郊代表的人在擔任職位前簽署書
面誓言，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規定，並就
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或違反誓言的後果

作出規定。
《條例草案》將於下周三（18日）提

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特區政府發
言人表示，是次立法工作旨在完善於
2023年年初舉行的下屆鄉郊一般選舉的
安排。所建議的修訂，包括宣誓規定，
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監督的其他公共選舉

所採用的安排相似。政府會全力配合立
法會的審議工作，爭取盡快通過《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還包括與查閱取消登記
名單及選舉廣告之釋義有關的技術性修
訂，以便與其他公共選舉的安排保持一
致。

鄉郊代表選舉修訂條例草案刊憲

由中大學生及校友創立的 13 間初創企業獲
MAKE a DASH創業計劃支援，獲選者可獲最

高60萬港元資助及中大配對資金，並由中大研究及
知識轉移服務處和創業研究中心提供各種創業支援及
孵化服務，以啟動及發展初期業務。

吹氣測代謝燒脂率
該計劃於昨日舉行閉幕典禮。獲資助的初創企業、

學研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駱冠文介紹，他們自家設計
及開發酮體呼吸分析儀，可監察用家的代謝健康和脂
肪燃燒率，「做運動前後，只要對着機器吹一口氣，
大約1分鐘就會有結果，準確度可以達到95%。」
該構思源於新冠疫情，「健身室關門，靠自己做運
動不知有無效，所以都開始想，除體重以外，有無其
他量度方法。」他們在市場調查後發現，若包括成本
和人力等，每個最少要賣1,200元，「但調查顯示巿
民覺得600元已是極限」，故決定將業務對象轉至健
身室。
「內地大約有十萬間健身室，大灣區亦有約2萬多
間。」他說，即使疫情導致本港部分健身室結業，但
新開張的健身室數目仍較結業數多，故公司將對準健
身室市場，預計會以月租200元的模式運行業務。
駱冠文表示，MAKE a DASH創業計劃在多方面

協助公司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在研發階段，很
多材料、資源無辦法在香港買到，要透過中大深圳研
究院幫忙聯繫大灣區單位。」亦會協助團隊在內地成
立公司。
目前，團隊已完成傳感器開發、縮小及原型機測
試，其敏感度較同類產品高一千倍，預計10月會推
行試用計劃，邀請約50名運動員測試產品效果，再
與內地廠商及大型運動品牌合作，為量產作準備。

「小君子」助育正向品格
光子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之一余可欣介紹說，團隊
開發的「小君子」手機應用程式，旨在推動品德教育
風氣，協助幼稚園及小學生培養正向品格。他們透過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小朋友每日在程式內進行任務
的表現，「例如有任務會鼓勵孩子表達意見，又例如
會教導小朋友在家中如何跟工人姐姐相處等……他們
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任務後，可透過畫畫、講故事錄
音、影相等方式提交。」家長可於程式中檢視成果，
亦可揀選不同任務發給子女。
余可欣說，目前正調整應用程式以配合內地所需，

包括轉換簡體字和配音等，「香港版會有不同教養工
作紙，配合教育局課程，設學術知識點，有齊中、
英、數、常等；內地現在有雙減政策，都要視乎情況
調整。」

打造一站式網聘外傭平台
另一初創公司Helper Family主打一站式網上外傭
招聘平台，創辦人周置聰介紹，該平台類似於現今常
見的外賣平台，「我們是第三方平台，跟不同僱傭公
司合作，由對方放上外傭資料，僱主在平台揀選，再
跟公司洽談。正如外賣平台的商家來自餐廳，客人來
這平台選擇食店，任君選擇。」他相信第五波疫情過
後，外傭招聘將迎來更大需求，更是看好大灣區未來
發展。

立會3小組委會選出副主席

九成六跨境生家長盼回港上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於內地與香港至今仍未能正常通關，跨境

生要來港上學困難重重。一項以跨境家長為對象的大型調查顯示，八成半受
訪者表示，子女只能以網課形式接受香港教育；8%家長與子女搬往香港居
住，方便上課；5%人在內地學校借讀，但保留香港學位；1%人索性退學並
回流到內地學校就讀。值得留意的是，九成六跨境生家長期望教育局分階段
安排及協助跨境生回校上課，更有半數人指若新學年仍未能通關，或考慮放
棄香港學位。

為了解跨境生及家長面對的困難及所需支援，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上
月底進行問卷調查，並收回3,600多名跨境家長回應。調查發現，跨境生家
長遭遇不少困難，例如八成家長指子女學習進度較平日緩慢，逾七成半人指
子女社交能力受影響。
跨境學童身心健康狀況亦令人憂慮，約六成受訪者的子女情緒出現問題，

或子女長期網課以致健康出現不同問題。九成六跨境生家長期望教育局分階
段協助跨境生回校上課，並有半數人表示若新學年仍未能通關，或考慮向香
港學校申請退學。

朱國強倡設特別津貼
為支援跨境學生的需要，教育局委託承辦機構在深圳開辦「學習支援」及

「心理社交支援」兩項課程。調查發現，三成跨境生家長的子女曾參加相關
課程。當中四成半人認同課程有幫助。超過六成半人希望特區政府資助補貼
參加內地學習中心課程的費用；過半數受訪者分別期望得到津貼以支付購買
及郵寄教科書的費用，以及提供便利措施支援需應考升中呈分試的學生。
朱國強建議在兩地疫情穩定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教育局應盡快與內地有

關部門商討，讓部分班級的跨境生於本學年內回港上課，並向跨境生提供特
別津貼，以應付在內地的相關學習費用，包括「異地同考」考試費、到教學
中心集體上網課的場地及交通費用等，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同時考慮增加
「學習支援」及「心理社交支援」課程的名額，支援在內地以網課學習的跨
境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緊急
應變小組昨日向全校師生發信公布來年教學安排，
若未來數月感染數字持續下降，特區政府進一步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2022/23年度第一學期所有本科
及研究式研究院課程將於校內以面授方式進行。修
課式研究院課程則維持彈性教學，可以面授或混合
模式進行。
中大昨日表示，本港經歷了嚴峻的第五波新冠疫

情，近日確診數字回落，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
校方有信心於新學年讓校園活動恢復正常。鑑於目
前本港對入境旅客實施強制檢疫要求，大學建議各
成員於2022/23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前盡早回港，作
好準備。
大學早前為受旅遊禁令影響而無法來港之學生所

提供的特別安排，亦將因應國際旅遊及抵港航班逐
漸恢復正常而停止。海外學生必須遵照政府的「臨

時疫苗通行證」安排及「就指明用途認可2019冠
狀病毒病疫苗列表」所示的疫苗接種規定。
就本月31日起將實施「疫苗通行證」第三階

段，校方表示，所有持「中大通」入校的師生必須
把包括第三劑在內的最新疫苗接種紀錄上載至申報
系統，又呼籲各成員把疫苗紀錄上載至最新版本的
「安心出行」，方便進出校園餐飲處所及全港其他
設施。

中大下學期擬恢復面授

◆八成家長指子女學習進度較平日緩慢。圖為跨境生前往香港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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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會轄下的3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
會選出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MAKE a DASH創業導師與初創團隊合照。 中大圖片

◆余可欣（中）介紹，「小君子」旨在
推動品德教育風氣。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駱冠文介紹，做運動前後，只要對着機器吹一口
氣，大約1分鐘就會有結果。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