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青赴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意願增
團體倡放寬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申請資格 延長津貼資助期

昨 日 發 表 的 《 香 港 青 年 大 灣 區 發 展 指 數

2021-2022就業篇》報告顯示，90%受訪香港青

年聽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認同」和「願

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比例見新高，分別達

35%和41%。調查亦發現近八成青年聽過「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團體對此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放寬有關計劃

的申請資格、延長現時為期18個月的津貼至「18+12」

個月、為計劃設立專責辦公室，以及為參與計劃的青年成

立組織或協會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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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逸明

過來人盼兩地助辦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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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是香港廣東青年總會第四度聯合香港大學及明匯智庫發表相關
發展指數的調查報告，今年更邀請到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加入團隊。團隊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成功訪問1,000名15歲至39歲
的香港青年，並訪問441名居住在廣東省的香港青年，配合焦點小組，
了解青年對大灣區發展的看法。

九成人曾聽聞灣區發展規劃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青年對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認知及認同度達到新
高，90%受訪者表示曾聽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相較2020年的
86%上升了4%。綜觀研究團隊在2017年、2018年、2020年及2021年
收集的數據，受訪者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聽聞比例持續上升，
由2017年的不足五成，到2021年的九成。
同時，35%受訪者「認同」或「非常認同」大灣區發展規劃，相較於
2020年的21%和2018年的26%有顯著提升。「不認同」、「非常不認
同」，以及持中立態度的受訪者比例持續下降，反映不少以往持中立或
者不認同態度的青年，態度有所轉變。
願意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青年比例亦明顯上升，41%受訪者表示
「願意」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相較於2020年的22%及2018年的
38%明顯上升；「不願意」和「不確定」者的比例則持續下降。
調查發現，在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中，香港青年認為深圳和廣州吸引
力最大。對於赴內地就業的考慮因素，受訪者認為「薪酬水平」最重
要，高達八成受訪者期望可獲至少2萬港元的月薪，49%受訪者更期望
薪酬超過3萬港元，其次是看重「公司發展前景」及「晉升機會」。在
行業選擇方面，排名前三位依次是進出口（30%）、互聯網（29%）、
生物科技及創新科技研發（27%）。
是次報告還加入「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調研部分，發現高達79%
青年聽過有關計劃；至於是否有興趣參與計劃，43%受訪者表示「有興
趣」，有46%表示「不感興趣」。在自稱符合參加計劃資格的群組中，
有興趣的比率升至56%。另外，受訪者年齡愈大，對計劃的興趣亦成正
比增加，在35歲至39歲組別中，有興趣比例升至最高48%。

三成指參與公司類型不足
在改善建議方面，有約四成受訪青年認為計劃中的月薪最低18,000港
元吸引力不足，以及申請資格過窄。另有約三成青年分別認為18個月
的資助期太短、計劃內提供的職位不適合、參與公司類型不足，反映特
區政府可考慮提升最低月薪、工作種類、津貼期，以及放寬申請資格令
計劃更有吸引力。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主席霍啟山表示，很高興青年對大灣區發展的認同
愈來愈高，該會將積極舉辦更多兩地交流的活動，團結各界青年，推動
民心相通，為香港和祖國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該會常務副主席郭基煇指，總會分別就完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便
利香港青年前往大灣內地城市發展，以及吸引人才來港發展、鞏固及提
升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三方面，提出28項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並已
向特區政府遞交報告，並就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青年相關的政策建議，
希望政府採納，以助青年發展。

最初打算畢業後留港工作
的商科學生莊麗華，在看到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宣
傳後決定外出闖蕩，並選擇
應聘新地業務發展部策劃助

理，去年7月前往廣州辦事處工
作。她說，感受到大灣區機遇處處，將來工作
時也願意香港與內地兩邊跑。她希望特區政府
能協助參與計劃的青年建立群組，讓大家互相
扶持、分享經驗，「感覺上會無咁孤單」。
青年僱員莊麗華昨日線上分享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的體會。她說，年半時間剛剛好，讓
她有足夠時間體驗內地的職場環境。現時她已

親身感受到內地發展的速度，特別是科技發展
快過香港，例如廣州已經可以用人臉識別搭地
鐵。不過，她也提到以「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在內地工作，辦理居住證時會遇到困難。
「例如需要住址證明，但我們住在公司宿舍未
能提供，辦理居住證的程序繁複，希望兩地政
府能改善相關安排。」
在深圳任職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青年

僱員孫偉成，在法律碩士畢業後，一心想到大
灣區內地城市尋找機遇，皆因相信大灣區是未
來發展重點，希望可擴展視野。他說，其中很
大體會是感受到同事的拚勁，他們很多離鄉別
井過來，上進心很強。他認為目前計劃提供的

崗位對象多為畢業生，薪金吸引力不足，建議
政府擴大計劃的職位種類，吸納碩士畢業生參
與，並放寬畢業年期的申請限制。
作為僱主，新鴻基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南

中國區總經理黎祥掀表示，有關計劃除推動香
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外，可拓寬青年
眼界，同時協助企業發掘人才。他建議特區政
府在聘用期，以及資助金額上提供更大彈性，
進一步優化計劃。「例如容許申請機構按業務
需要，將聘用期定為12至24個月不等。同時考
慮大灣區不同城市的生活指數不同，如職位開
設於生活指數低的城市，資助金額可更具彈
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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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問卷樣本量：1,000

就「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建議

◆為計劃設立專責辦公室，負責協調及統籌計劃相關工作。

◆為參與計劃的青年成立組織或協會，以互相扶持、分享經驗。

◆以大灣區就業為本舉辦大型職業博覽，讓青年可即場應徵。

一、青年招募

二、政府津貼

三、統籌及宣傳

◆放寬申請資格，由現時3年內獲頒學位或以上的畢業生，放寬至5
年內畢業的香港青年。

◆延長現時為期18個月的津貼至「18+12」個月。

資料來源：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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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昨日發表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報告。
左起：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香港廣東
青年總會常務副主席郭基煇、主席霍啟山、常務副主席兼
立法會議員梁毓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黎祥掀（右）與青年僱員進行視像對話，分享對計劃的
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製圖：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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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持續令兩地恢復正常通關遙遙無
期，有限度通關給兩地民眾帶來重重困
難，有意見提出「逆隔離」便利通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明兩天到訪
廣州、深圳，消息指他會與內地有關部
門商討通關及抗疫工作。事實上，現時
社會各界有不少建議，既可增加通關名
額、又可兼顧防疫需要，有關建議值得
特區政府認真考慮，積極尋求內地有關
部門支持，進行務實合作，為有急切需
要往來兩地的民眾提供便利，緩解「通
關難」問題。

現時從香港通過深圳灣口岸進入內地
的名額，每天只有 2,000 個，但打算赴
內地的人數眾多，深圳市「健康驛站」
採取「搖號」方式分配通關名額，單日
「搖號」成功率在百分之十以下，通關
名額相比龐大的需求明顯杯水車薪。有
建議當局使用鄰近深圳的河套區隔離設
施，落實「逆隔離」安排，讓打算入境
內地的在港人士先在該處檢疫7天，之
後採用閉環方式接載過關入境內地，進
行餘下3天的居家檢疫。據推算，「逆
隔離」設施可提供約 4,500 個房間、萬
多張床位，對增加過關名額可以發揮不
小的作用。

當然，「逆隔離」設施要真正落實，需
要解決不少難題。例如本港疫情有再度爆
發的風險，而兩地現時的檢測標準不一

致，部分在香港檢測結果為陰性，在內地
關口檢測卻顯示為陽性，內地難免擔心，
進一步增加香港進入內地的名額，會造成
防疫缺口；即使本港有「逆隔離」場地，
兩地的檢測標準可以統一，但如何確保整
個隔離、通關流程閉環進行，如何確保其
間沒有傳播風險？這些問題需要兩地政府
共同協商配合解決。

兩地政府施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
急民所急，解民所困。只要有決心、想
辦法，困難並非不可解決。較早前，不
少回內地升學、開學的港生因無法取得
通關名額，心急如焚，在特區政府、廣
東省及內地相關部門協商後，推出特別
安排，讓學生及時北上。今年年初，內
地支援本港抗擊第五波疫情，在興建落
馬洲河套區隔離設施時，特區政府以創
新思維，在深圳邊境以臨時橋樑方式連
接，讓內地工程人員和物資可以點對點
方式進出落馬洲河套的工地和深圳，令
相關設施得以盡快建設完成。

兩地合作解決抗疫、通關難題有成功經
驗和模式可供參考，希望特區政府一方面
全力以赴，按照內地的防疫標準，把通關
前的隔離檢疫工作做到滴水不漏，不增加
內地防疫的壓力；另一方面爭取內地支持
配合，共同為兩地民眾往來提供更大便
利，為兩地逐步放寬通關、加速經濟民生
復常先行先試、積累經驗。

用好「逆隔離」等各種便利通關措施
香港文匯報調查發現，與反中亂港政棍有千絲萬

縷關係的所謂環保組織，過去3年掠取數以百萬甚
至千萬元的環保基金撥款，並用政府撥款「養」黑
暴分子。這些所謂環保組織掛羊頭賣狗肉，拿政府
資助進行涉嫌反中亂港之事，騙取納稅人血汗錢搞
政治，損害港人利益。特區政府應檢討相關制度機
制，堵塞審核資助申請的漏洞，保障公帑用得其
所；進一步清理反中亂港組織，徹底清除煽暴煽
「獨」的社會土壤，鞏固本港由亂到治的良好形
勢。

大家應該記得，修例風波曾催生組織工會的風
潮，2020年有媒體翻查憲報發現，當時有兩個月內
註冊成立了40多間工會，絕大多數由攬炒派拉雜
成軍而成，當中包括「新公務員工會」、「杏林覺
醒」、「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工會」等在修例風波
中非常出位的組織。這些組織打着提升行業專業認
可、保障行業僱員權益的旗號，實際上為了搶攻特
首選委、立法會席位，將工會、組織當作反中亂
港、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政治工具。當時有所謂工會
的頭目毫不掩飾放言：「工會不應只成為『福利
會』，應該努力壯大聲勢，向政府說不。」

落實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本港撥亂
反正，迎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一眾
所謂公民社會組織、專業團體、工會相繼宣布解
散，但仍有部分轉入地下，以環保、慈善等冠冕堂
皇的偽裝自我美化、潛藏民間，更騙取政府資助
維持組織運作，以圖伺機而動繼續煽「獨」煽
仇。香港文匯報發現，多個涉嫌騙取、濫用政府
資助的所謂環保組織，與攬炒派政棍朱凱廸有直

接關係，其核心成員全是朱凱廸舊有「馬仔」，有
組織的原有辦事處正是朱凱廸的議員辦事處。更讓
市民難以理解的是，這些所謂環保組織每年獲得不
菲的政府資助，但大部分資助不是投放於推動環
保，而是用來支付員工薪水，有組織的員工年薪，
竟然超過100萬元，根本就是利用公帑養黑暴「港
獨」骨幹。

修例風波反中亂港組織氾濫，黑暴氾濫，本港為
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如今重建法治穩定，市民得以
安居樂業，成果來之不易，不能讓反中亂港組織潛
藏民間、伺機捲土重來，更不允許存在讓反中亂港
組織獲得政府資助的荒誕情況，以免養虎遺患。有
立法會議員指出：「以環保名義從事政治活動本就
欠妥，還有團體在獲得政府資助的情況下從事反政
府活動則更應徹查，此類現象在修例風波後湧現出
來，反映現有制度對免稅慈善機構監管有漏洞，是
時候進行檢視，希望新一屆政府能令公帑用得其
所。」

因此，政府在審批資助申請時，必須火眼金睛檢
視組織的背景以及過往的所作所為，不容反中亂港
組織有機可乘；批出資助後，應設定簽署具法律效
力的承諾書機制，違反承諾者應受法律處罰，藉以
拒納反中亂港分子；批出資助的部門更要定期監察
資助是否用於規定的用途，保證專款專用，不容受
資助組織巧立名目挪用款項。一旦在審批、覆檢過
程中，發現有人蓄意提交虛假資料、濫用資助，應
立即轉介警方跟進；更要增加受資助組織透明化管
理，向公眾透露組織架構、所獲的政府資助，加強
公眾監督，保障善用公共資源。

不容假借環保慈善之名騙取公帑煽暴煽「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