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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港青北上發現不一樣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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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路」架「橋」內容從「有趣」到「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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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微博、Bilibili誕生，2011年微信上
線，2012年今日頭條發布第一個版本，
2013年小紅書上線，2016年則是短視頻元
年，抖音、快手、西瓜視頻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勢改變了大眾的社交生活方式。
經過1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全球最
大的移動社交媒體市場。隨着市場規模的飛
速擴大，移動社交媒體所承載的社會交往和
信息傳播功能也在不斷革新，持續重構着人
際互動、娛樂和工作方式、交易和服務模式
等各個社會生活層面的底層邏輯，深刻改變
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如今人們發現，安裝在手機中的移動社交

應用軟件，已經成為人際互動、獲取資訊和索
取服務的主要信息端口。尤其是短視頻平台的
火爆，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可創作性和娛樂觀
賞性，其普及度火熱度一直居高不下，成為了

人們獲取知識、信息等的重要載體。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報告

顯示，截至2021年12月，短視頻用
戶規模9.34億人，使用率90.5%。預
計截至2022年12月，短視頻用戶規
模將達 9.85 億人，使用率將達
92.4%。
陳美瑩表示，自己在社交平台上

所獲得的展示舞台和發展空間，有
賴於過去十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的空前繁榮。作為一個見證者和參
與者，她願意繼續嘗試和摸索，爭
取輸出的內容從「有趣」進階到
「有用」，更加適應網民的期待和
滿足他們的需求；也更希望能進一
步鋪「路」架「橋」，推動內地文
化與香港文化的相互交流。

自香港科技大學畢業
後，張俊賢就進入普

華永道香港工作。這家港企
亦是較早進入內地開展業務
的。當年，恰逢公司要選派
一批員工到內地分支機構工
作，張俊賢毫不猶豫地報了
名。
之所以與香港的小舒適圈

告別，是因為張俊賢看重的
是祖國的「大未來」。隨着
網絡普及，信息技術革命推
動着中國計算機安全事業的
發展，很多企事業單位開始
重視信息安全系統建設。他
專攻的網絡安全課題當時在
內地相對空白，也就意味着
有更多發展空間，可以展己
所長貢獻國家。同時，他覺
得，比起可以隨時回家的便
利，體驗不同的文化、結交

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更重要，因此還特地「捨近求遠」選了上海。

組內地首支網絡安全團隊
張俊賢初到上海，就和團隊一起着手將普華永道的安全諮詢業務引入內地，

並率先在普華永道上海辦公室建立起中國內地第一支網絡安全團隊。如今，他們
的業務範圍已經遍及全國。
立足普華永道的國際化平台，張俊賢在上海的工作還不僅限於在企業內部，也

不斷服務國家所需。近年來，他的團隊經常協助監管機構和企業跟國際網絡安全
標準接軌和交流。在國內就網絡安全立法後，還積極推動在華外企遵守國家相關
規定，幫助企業管理層與相關監管進行溝通。他在網絡安全領域的實踐經驗，也受
到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上海有不少有關個人信息保護和網絡安全地方法規的制
定，會專門邀請他去提建議。

培養逾200位網絡安全專才
近年來，張俊賢還花了很多精力，為內地培訓人才。至今，團隊已經培養超
過200位具有國際視野和國家安全意識的網絡安全專才，並協助各方防範網絡

安全攻擊和遵從國家法律法規。
工作也是一扇窗，幫他見證了中國內地在科技領域的突飛猛進。

「我們的很多理念帶來上海，是最快被接受的。這裏還有不少本土人
才，充滿朝氣，工作努力，這也為我們事業的開拓，提供了有力的人
力支撐。」他不無自豪地說，與他合作的這支團隊，有很多成員都是
從他剛來上海就相伴到現在，包括一些本地的同事，從他們身上也能
學到很多，這也是吸引他一直留在上海發展的原因之一。
張俊賢還注意到，剛剛來上海時，還是單向地帶着香港和國際
的經驗讓內地學習。但最近這五六年開始，哪怕是科技前沿領
域，內地的水平已經處於世界領先位置，需要香港來學習。此
前，他們多年服務的外企在制定網絡安全方案時，一定要採用歐
美技術，現在會主動提出要看一看中國技術。張俊賢認為，這樣
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外企在中國發展，需要與本地接軌，另一方
面則是對中國技術和中國標準的認可。

香港專業服務「再出發」
在上海工作的日子，張俊賢也時刻牽掛着香港。2021年以來，

隨着「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和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專業界迎
來了新氣象。以他所在的會計師界為例，換屆後新當選的理事和正
副會長，都是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他說，專業服務始終是香港的
優勢領域，經過撥亂反正，整個行業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才能推
動專業界更好地服務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雖然疫情關係無法回港雖然疫情關係無法回港，，但張俊賢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團結在滬港但張俊賢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團結在滬港

人人、、支持香港再出發支持香港再出發、、推動滬港交流等工作推動滬港交流等工作。。20212021年年1212月月，，香港迎來香港迎來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張俊賢在第一時間完成了選民登張俊賢在第一時間完成了選民登
記記，「，「大家都有使命感和責任感大家都有使命感和責任感。」。」而那一次投票之旅也沒有令大家失而那一次投票之旅也沒有令大家失
望望。。整個過程安排有序整個過程安排有序，，最終的選舉結果也受到了廣泛肯定最終的選舉結果也受到了廣泛肯定，，這讓內地港這讓內地港
人們對於香港開啟良政善治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人們對於香港開啟良政善治的未來更加充滿信心。。

將十多年的青春奉獻給祖國，張俊賢認為非常值
得。作為過來人，他特別鼓勵更多香港青年人能夠走
出香港，走出大灣區，像他這樣走得遠一些，到上海
和長三角看看。
張俊賢說，曾經，香港青年找工作大多瞄準地產、

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現在可以把眼光拓展到更寬廣的
領域，如高端製造、汽車、生物醫藥、人工智能，哪
怕是傳統的金融領域，區塊鏈、金融科技等也有廣闊
天地。「可以先過來工作一段時間，邊做邊學。未
來，若是想去別處發展，或是還想回香港工作，在
此累積的經驗和資源也將大有用處。」

當然，站在新發展階段，香港年輕人也需要轉變觀念。
張俊賢說，「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能工資不會很
高，生活需要自理，文化也不一樣，但只要你願意工作、
願意學習，都會有機會。」令很多港人振奮的是，大灣區
已有不少惠及港青的優惠政策。很多在滬港人團體亦在進
行調研，希望將來成熟的時候，這些政策也能在上海和長
三角落地。「所以，香港年輕人不要害怕走出來，香港青
年也不必妄自菲薄，儘管內地在不斷進步，港人還是有聯
通國際的優勢。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到內地工作生活，
才能夠看到祖國的真實發展，相信很多後來者會像我一
樣，發現不一樣的精彩。」張俊賢說。

從愛好到職業，從單打獨鬥到團隊協作，粉絲量從寥寥數人到初具規模，港青陳美

瑩以短視頻博主的身份完成了自身奮鬥歷程的華麗蛻變。幾年前，她在擇業十字路口

選擇了一條新路徑：擁抱內地社交平台，面向內地網友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介紹香

港的日新月異，最終成為Bilibili上粉絲數量最多的香港生活博主之一。在這個過程

中，她見證了內地突飛猛進的互聯網技術給短視頻行業帶來的巨大機遇，也在不斷摸

索嘗試中，完成了個人理想的追尋和自我價值的提升。她希望，未來自己能繼續扮演

好移動社交平台上的「橋樑」和「紐帶」的角色，推動香港網民與內地網民對兩地文

化的相互了解，以便增進兩地民眾的情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在上海「以港為師」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進程中，香港專業人才發

揮了重要作用。普華永道網絡安全服務華中地區主管合夥人張俊賢

就是他們中的代表。十多年來，作為網絡安全專才，他扎根上海，

帶領團隊不斷攻堅克難，填補了多項業內空白，還為本地培養了大

批人才。在大數據時代，他為上海和國家的網絡安全建設積極建言

獻策，始終都在「進行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上海報道

陳美瑩的父親是香港人，母
親是東莞人，小時候做過

一段時間的「跨境學童」，海外
留學後回到香港工作。對兩地生
活均有一定了解的她敏銳地意識
到，兩地民眾對彼此的文化都懷
有濃厚的興趣，但卻缺少一些直
觀的渠道可以增進了解。
由於不想做循規蹈矩的上班

族，又對自由職業非常嚮往，加
之好奇心旺盛且愛分享，2017年
底，陳美瑩決定開始嘗試做自媒
體博主，並將眼光投向祖國內地
廣闊的腹地。她明白，選擇內地
的社交平台，就可以接觸到內地
數以億計的年輕用戶，舞台和空
間都十分寬廣。

打破瓶頸期朝多元發展
當然，事情初期總沒有想像中

那麼容易，積攢一萬粉絲就用了
近4個月。一開始她只盯着自己的生活拍攝，經歷了很長的瓶頸期
後，開始重新調整方向，拍攝香港城市生活的點點滴滴。從港女生
活、粵語教學、女性話題、心靈雞湯到香港的冷知識，陳美瑩嘗試着
朝不同方向多元發展。
差不多有十萬粉絲的時候，不少MCN機構（Multi-channel net-
work，多頻道網絡）找上門來。她最終選擇了一家簽約，公司為她
配置了小團隊，因此她自己有更多精力集中到腳本創作。
簽約後最大的一個變化，是社交平台的全覆蓋。從最初在Bilibili

的UP 主，到現在抖音、小紅書、微博同步發展，拍攝內容的數量
多了，呈現的方式也更加多元。

另類視角看香港拉近兩地距離
目前，陳美瑩已成為Bilibili上粉絲數量最多的香港生活博主之一，

擁有超50萬的訂閱量。與其他生活方式博主不同的是，她給網民們展
示了一種完全不同以前的視角看香港，似老友一般，把港女的日常喜
樂苦辣分享給粉絲。曾經被標籤化的「港女」，在她這裏得到真實且全
景的展示——夠獨立，敢奮鬥，直面自己的喜好和慾望，不掩飾對美好
生活的追求，這些都是她傳遞出的港女姿態。而大家也在她的歡聲笑語、
喜怒哀樂中，看到了人情味的香港。

繼續扮演兩地文化溝通「橋樑」
短視頻行業幾年間在內地從無到有、從有到盛，得到飛速發展。陳美瑩認
為，這種發展與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心態息息相關。伴隨網絡信息技術成長起
來的年輕人逐漸成為社會生力軍，相比父輩，他們的思想更加活躍，更容易接
受新生事物，也更願意展現自我、影響他人。他們不但從短視頻平台上獲取信
息，也希望能夠成為內容創作者，以此來傳達個人思想，實現自我價值。
陳美瑩說，在與粉絲的互動中，她能感受到內地網民對香港文化和港人生活

抱有濃厚的興趣。她希望，未來自己能繼續扮演好移動社交平台上的「橋樑」
和「紐帶」的角色，讓香港與內地的網民們增加對兩地文化的了解，同時增進
兩地民眾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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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慶假期回港，張俊賢在尖沙
咀渡船碼頭和國旗合照。 受訪者供圖

◆張俊賢和他的團隊在工
作。 受訪者供圖

◆ 陳美瑩
在 香 港 街
頭。
受訪者供圖

◆◆陳美瑩陳美瑩（（中中））和朋友和朋友。。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Bilibili上粉絲量最多的香港生活
方式UP主陳美瑩。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