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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員宜居城市 港排名跳升15位
專家指港仍具吸引力 料航班回復疫前水平可再升

特刊 ◆責任編輯：陳 濤 ◆版面設計：劉坻坻

東莞濱海灣新區位於東莞南部，與深圳一河之隔，新區
周圍匯集高效多元的交通網絡，擁有一個港澳碼頭、

兩條城際軌道、三條高速鐵路及四條高速公路。40分鐘高
鐵到香港西九龍、60分鐘快船到達香港機場、20分鐘駕車
到深圳保安機場，30分鐘駕車到深圳前海。

濱海灣新區優勢新機遇
新區重點引進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能源等產業項
目。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莞港兩地的合作模式
越來越多樣化，向科技服務、金融服務、服務外包、商貿
會展等領域不斷延伸，「前店後廠」模式逐漸「裂變」為
「香港研發+東莞轉化」「香港服務+東莞製造」等全新模式。
2023年，隨着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越來越多港
澳青年選擇到內地探索發展，基地負責人表示過去一年
共接待港澳台青年超 2,500人次，特別是香港的團體，比
去年多了一倍。同時，濱海灣新區亦大力推進與香港的
交流對接，2023年兩次開展莞港科創製造交流會；多次
拜訪香港科學園、香港工業人工智慧及機械人研發中
心，探討濱海灣與香港科技園的經貿合作機遇。從政策
落地來看，2023年12月，東莞濱海灣新區針對港澳青年
在新區創新創業發展的政策正式啟動第一批政策申報，
許多港澳青年積極諮詢、申報，希望能得到實實在在的
補貼。有香港青年申請了企業經營獎勵10萬元人民幣資
助和港澳台人才綜合補貼這兩項獎補，如果能順利通過
審批，拿到獎補後他計劃將資金用在市場推廣和人員招
聘上，進一步拓展公司的業務。
從生活配套上來看，濱海灣新區首座「人才家園」風
華苑亦開始動工，未來將有1,000多套住宅供給助力青年

人才在濱海灣安居樂業。
此外，風華苑周邊還布局
了濱海灣外國語學校、
OPPO、濱海灣科興科學
園、濱海廣場、濱海灣中
心醫院等民生、產業項
目。從平台資源來看，
2023年東莞濱海灣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受邀加入
了「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
創業基地聯盟」。未來，
依託省、市及香港提供的青年創新創業支持政策、服務
體系，港澳基地將能更加高效地對接社會各界資源，賦
能於港澳創業者在東莞的發展。

創業者趨向年輕化高學歷
報告指出，在濱海灣創業的港澳人士呈年輕化及高學

歷趨勢，有超過40%的港澳創業者年齡介乎31-40歲，超
過 20%的港澳創業者年齡介乎22-30歲。其中，不乏留學
歸國的港澳人才，他們在創業過程中更有國際化視野，
更加注重服務品質。行業分布方面，港澳青年企業主要
分布在創新與專業服務、新媒體、新零售等現代服務業
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AI科技等行業。今年
來亦新增了AI 醫療、AI 科技等行業企業的進駐。報告
認為，濱海灣新區在企業專業服務及資源對接方面具備
較高水準，加上新區給予的創業就業扶持政策，形成良
好營商環境。但另一方面，作為相對年輕的發展型區
域，目前新區相關商業及生活配套仍需時間建設完善。

創業有資源 生活有滋味
濱海灣新區傾力打造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基地通過定期舉辦人才培訓交流、主題沙龍、台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等活動，連結社會各界資源。香港青年
Angus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留學回來後到濱海灣港澳青年
雙創基地，依託基地平台的牽線搭橋和人脈拓展資源，很
快在廣東建立起事業圈。香港青年Sam，聯合其他三位香
港青年，在基地成立雲熵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基地共
用招聘平台，雲熵成功在東莞本地招聘到四名員工，目前
正在開發商業級生成式人工智慧聊天機械人。
看展覽、親子出遊、馬拉松、溯溪徒步、咖啡沙龍、
企業交流行……隨着濱海灣文體公園的建成，港澳基地
還組織了多場羽毛球賽、籃球
賽。精彩的活動讓港澳台僑青年
更加深入熟悉東莞和濱海灣，在
無形中幫助青年們搭建起大灣區
「生活圈」及「交友圈」。目前
基地已與 70 多家商協會、高
校、組織機構等搭建了交流合作
渠道，累計舉辦超60場活動。

近日，《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生態報告

（2023）》發布。報告通過研究東莞濱海灣的創業營

商環境、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港澳青年

創業者特徵，分析如何更好推進新區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生態。調查發現，受訪者認為新區創業氛圍濃厚，

港澳青年能夠拓展事業圈、朋友圈和生活圈，但不少

港澳初創企業仍面對企

業拓展資金、學歷及專

業資格認證、市場快速

變化等問題和挑戰。

◆目前基地已與70多家商協會、
高校、組織機構等搭建了交流合作
渠道，累計舉辦超60場活動。

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生態報告2023發布

◆2023年12月15日，「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聯盟）舉行了啟動儀式，由政
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聯盟為在大灣區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台，
東莞濱海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始創會長陳曉津（後排右三）出席啟動儀式。

◆陳曉津（左）表示，基地為粵
港澳台僑青年打造一個在東莞
安居樂業的平台。右為大埔區
區議員陳博智。

◆◆東莞濱海灣新區位於東莞濱海灣新區位於
東莞南部東莞南部，，與深圳一河與深圳一河
之隔之隔，，新區周圍匯集高新區周圍匯集高
效多元的交通網絡效多元的交通網絡。。

對接創業人脈資源 助力港青安居樂業

香港正邁向全面復常，社會各界亦穩步復

甦，全球外派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

national昨日發布的年度宜居城市排名顯示，

香港由2022年的第九十二位，上升至2023

年的第七十七位，相信與香港撤銷所有防疫

措施有關。因為香港擁有優良的設施、基礎

建設、娛樂選項及低犯罪率，相對於亞洲區

內其他城市仍然具相當的吸引力，冀能透過

推動電動車改善污染問題，以及讓航班恢復

至疫情前的水平，改善宜居城市排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CA的宜居城市排名通過客觀分析一系列的生
活環境因素，評估全球超過500個地區的

整體生活質素。評估的生活環境因素包括醫療服
務、住房及公用事業、社交網絡、個人安全、社會
政治環境，以及空氣質素等，部分評估因素的評分
將視乎僱員的原屬地而各有不同。
昨日ECA發布的年度宜居城市排名中，香港回升
至全球第七十七位，較疫情期間的2022年第九十二
位有所回升。

新加坡續居榜首
至於新加坡在宜居城市排名繼續高踞榜首，日本東
京、新西蘭威靈頓及澳洲阿德萊德則並列第二位。
ECA亞洲區域總經理夏力信表示，香港及內地為

全球最後一批解除新冠防控措施的地區之一，而隨
着防控措施陸續撤銷，香港及中國內地城市的宜居
程度在過去12個月均有所改善。
香港曾在2013年排名第十七位，但其後一直被拋
離，夏力信認為，「這與社會政治緊張局勢，以及
（新冠疫情期間）出行所面臨的挑戰有關。」但他認

為，「香港擁有優良的設施、基礎建設、娛樂選項
及低犯罪率，相對於亞洲區內其他城市仍然具相當
的吸引力。」

住屋供不應求 拖低港宜居程度
不過，與其他城市例如新加坡比較，香港面對颱

風威脅、較高的污染水平，以及房屋供不應求等問
題，均拖低香港的宜居程度。

夏力信認為，在未來的12個月內香港還有改進的
餘地，「香港的一些污染是本地產生帶來的，污染
問題也許在香港政府的控制範圍內，香港有非常好
的公共交通，個人汽車使用率亦相當低，不過可以
在使用電動汽車方面作出改進推廣，幫助減少本地
產生帶來的污染。」
他亦表示，香港還有時間令航班恢復到新冠疫情

前的水平，這或有助提高一些香港的分數。

香港近年經歷黑暴及
新冠疫情後，城市宜居
程度止跌回升。資深人
力資源顧問周綺萍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刻下
香港充滿機會，加上坐享背靠祖國的
優勢，而最新公布的內地去年第四季
本地生產總值達5.2%，相信香港的宜
居程度只會愈來愈提升。
周綺萍認為，特區政府近年透過開
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設施，致力
提升文化水平，而這正是不少外派僱
員比較關注的地方；加上隨着機場第
三跑道工程於今年完工及鐵路網絡不
斷完善，以及不斷開闢海濱走廊等，
都是香港宜居的因素。
她認同香港的住屋問題一直是香港
難解決的問題，不過，今屆特區政府
大力推展「明日大嶼」及「北部都會
區」等項目，積極增加土地供應，中
長期逐步解決房屋供應問題，加上過
去一年樓價下跌，租金下降，都有助
香港成為更宜居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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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今年9月升讀官
立及津貼小一的統一派位，將於本月22日至28日
期間選校。教育局昨日發布《2024年度統一派位各
小一學校網選校名冊》，本年度的暫定統一派位學
額約2.49萬個，較上年度減少約1.88%，其中灣仔
區學額減少達21%，而大埔區學額增加較多，約
18%。香港文匯報統計發現，個別學校於自行分配
階段收生較少，有學校只收到個位數學生，結果於

統一派位階段剩超過120個學額。另有部分學校繼
續出現「超收」情況，當中以荃灣官立小學超收31
人屬全港最多，令該校只餘下32個學額供統一派位
之用。
最新發布的《名冊》列出各小學可供派位的學額

數，灣仔、油尖旺、荃灣、屯門等地區的統一派位
學額數目下跌，而大埔、深水埗、西貢及將軍澳等
地區則有增加。

至於跨境學童專用校網維持5個，為跨境生提供
322個學額，較去年多兩個。

大埔官小只收到5學生
按現時小一派位機制，自行分配及統一派位學額

各佔一半。香港文匯報據此估算發現，部分學校於
自行收生階段取錄不多於十名學生，有機會成為收
生不足「高危校」，如沙頭角中心小學只收到4名

學生；大埔官立小學只收到5名學生，統一派位階
段剩餘121個學額；聖嘉祿學校只錄取8人。
另一方面，多區都有學校出現自行分配階段因父
母在職或兄姊在讀而必收的「世襲制」而「超收」
學生情況，「蠶食」原供統一派位的學額。其中荃
灣官立小學原定有63個統一派位學額，最終「超
收」31人只餘下32個學額供派位。
此外，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及聖公會德
田李兆強小學各自「超收」20人，暫定統一派位學
額均只有43個；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及浸信會沙田
圍呂明才小學，分別「超收」19人，兩校暫定統一
派位學額均餘下56個。

小一統一派位2.49萬學額 灣仔區年減21%

▲ECA亞洲區域總經理夏力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CA International發布全球宜居城
市排名顯示，香港2023年的排名回
升至第七十七位。圖為市民在西九
海濱公園休閒玩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