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
20242024年年77月月151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

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

A11 ◆責任編輯：甄智曄

中
山
大
學
：
港
青
最
盼
有
收
入
補
貼

公共政策研究計劃
聚焦成果可轉化成政策研究

大文智庫：納企業等維度分析
助青年參與科創與優勢產業

1.增加中學生遊學團
的 STEM 學習元
素，幫助學生了解
大灣區創科行業的
最新發展

2.加強中小學STEM
課程開發和STEM
活動設計的大灣區
合作，為未來大灣
區創科人才早期建
立聯繫創造條件

3.提升粵港澳高校聯
盟的功能，以加強
大灣區STEM專業
大學生之間的交流
和互動

4.提供更有針對性的
培訓和職業指導，
以減輕他們對在大
灣區工作的憂慮

5.檢視特區政府現有
內地實習計劃安排
的成效，以識別有
效安排的主要特徵

6.豐富有關在大灣區
工作的官方網上資
源，以幫助STEM
專業大學生更便捷
地獲取有關大灣區
的生活和工作資訊

7.建立與大灣區相關的
就業和創業計劃間的
聯繫，讓STEM專
業大學生將「青年
就業起點」(YES)及
其他類似計劃視為
政府促進他們的整
個職業生涯發展長期
策略的一部分

8.發揮學生組織和社
交媒體的作用，更
有效地設計宣傳
「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和其他類似
計劃的策略，以吸
引本地STEM專業
大學生的參與

資料來源：萬志宏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鍾健文

促進港青投身灣區創科促進港青投身灣區創科88項建議項建議

◆◆圖為去年圖為去年33月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招聘博覽會盛況月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招聘博覽會盛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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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去年起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恒常
化，鼓勵企業聘請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計劃更特別為創科人才預留名額，可見創科機遇對香
港青年投身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性。

STEM學生看重實習交流經驗
萬志宏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透過公共政
策研究資助計劃的資助，團隊成功就1,100多名來自本
港8所資助大學的本地及非本地本科生進行調查，完成
同類研究中最大型的去粵港澳大灣區的職業發展：香
港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專業大學生的意願及影響
因素項目。研究聚焦香港修讀STEM的大學生，回應
了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STEM人才培訓
及出路的關注焦點，而且本港創科離不開灣區協作互
補，當中包括兩地雙向人才的流動，技術和經驗的交
流。
他介紹，參與研究的大學生中，890人主修STEM學

科，亦有235人主修非STEM學科，他們進行了基於
計劃行為理論（TPB）設計的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
結果發現，內地實習和交流的經驗，是引致STEM學
生意願差異的最重要因素，擁有相關經驗的大學生前
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的意願較高。

術語標準差異 不諳法例添擔憂
研究指出，在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對發展前景及生活
質素的好處，以及朋輩對此的態度和父母的支持，也是
影響港青意願的重要因素；此外，兩地不同的專業技術
標準、術語、法例等外部條件則會讓學生產生擔憂，從
而窒礙他們的意願。所以萬志宏強調，準確找出影響香
港STEM學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的因素，等於找
到為他們打開到當地就業發展大門的「鑰匙」。
萬志宏說，這些實證研究的結果，印證了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的重要性，也成為進一步優化政策的重要
參考，他並歸納出8項建議，包括加強中小學STEM
課程開發和活動設計的大灣區合作，檢視內地實習計
劃安排的成效，及發揮學生組織和社交媒體作用等
（見表）。

從中小課程開始加強合作對接
他認為，當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STEM相關課
程可以做到一致，「雙方師生的溝通自然水到渠成，
在各類創科活動、比賽很容易就可以融合，長遠促進
兩地創科人才交流，因此這是一個基礎。」至於港生
到灣區內地城市實習計劃，亦應多安排良好經驗分
享，並加強支援助學生更快適應實習工作，並建立好
人際關係，為日後在當地工作發展鋪路。
此外，本港大學亦可就兩地技術標準及術語問題，
為學生提供專業培訓，協助他們提前熟悉差異，提升
自信心，將來可更容易融入當地工作環境，從而提升
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工作意願。
萬志宏認為，研究中的建議為着重教育方面的改革
與優化，「因為教育影響深遠，足以影響一個社會的
人才結構。」他表示，研究中的建議獲得特區政府重
視，包括體現在去年公布把小學科學科獨立成科，及
中學科學課程改革，以及開始強化與內地機構合作，
對學生內地實習活動作評估和改善。同時他亦樂見在
大學校園愈來愈多學生組織參與宣傳灣區內地城市就
業，各大學的學生事務處也增加了內地技術標準和術
語的相關培訓，及內地職業生涯規劃分享活動。

港青灣區發展同樣受到內地社會關注，中山
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早前便委託專業機構，
面向2021年至2023年畢業的香港青年，針對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普及率和推廣成效開展
網絡問卷調查。從政策認知、政策評價和政策
需求三方面，考查及分析港青對計劃的心態，
並從宣傳、推廣的層面提出進一步的改進措施
及建議，以提升該計劃對香港青年的吸引力。
研究院指，調查對象涵蓋三類港青：一是在

香港就讀/就業的港籍青年；二是目前正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就讀/就業的港籍青年；三是目
前在大灣區以外其他內地城市就讀/就業的港
籍青年，共獲取有效問卷303份。
調查結果顯示，約八成港青知悉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但對詳細內容了解程度不高，他們
主要透過香港本地新聞媒體、社交媒體和特區
政府網站獲取計劃資訊。
近五成港青認為，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個人到灣區內地城市就業的意願，但當被問及
結合個人情況，未來1年至3年內的就業地區/
城市時，逾七成人仍以香港為首選。
此外，不同大灣區內地城市對港青吸引力亦
有顯著差異，分別有82.2%和 74.6%受訪者
指，有意願前往深圳或廣州工作，55.4%受訪
者對前往珠海工作的積極性也較高，然而港青

到其他灣區城市的就業意願偏低。
在政策需求方面，港青最看重收入方面的影響，並期
待可以獲取更多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崗位方面的資
訊。在各類政策支持中，受訪港青對「收入」層面的支持
需求最大，66.3%受訪者希望可從政策層面得到薪酬或
收入補貼；52.1%人希望得到住房補貼或支助；而希望
得到稅收減免或交通津貼方面政策支持的，也分別有
47.9%及42.6%。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持續是兩地眾多大
學、研究機構的關注重點，除了香港教大
及中山大學外，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民間
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香港工聯會大灣
區社會服務社等都曾跟進剖析計劃實施情
況。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智庫追蹤發
現，目前各項同類研究的重點，較多停留
在港青灣區內地城市就業的意願、觀念和
認知層面，以及就業及薪金狀況，惟仍缺
少對計劃作深層的探究。智庫建議，相關
政策研究應要作更多維度分析，包括跟進
參與計劃的僱主企業，以及研究提升港青
對內地優勢行業的認知，才能有效幫助政
策優化。
大文智庫向香港文匯記者表示，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至今實施四年，已有一定成效，
但有一些趨勢性現象正在呈現新的特點，需
要深入研究，以利政策的可持續優化。
大文智庫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重點關

注：一是對參與計劃僱主企業進行研究。
了解願意主動參與企業的特徵、意向；僱
傭人員的實際狀況、崗位、續簽因素、薪
酬結構；離職人員
的原因、去向；意
向參與但尚未有僱

傭人員的企業的顧慮和規劃等。
二是對如何提升港青對內地優勢行業的認
知進行研究。大文智庫指，因目前受惠於計
劃的港青在內地崗位以文員、市場、銷售為
多，薪酬相對確定，惟計劃18個月的資助
期後，大多數人收入都會減少，這也是導致
他們返港就業的重要原因。不過事實上，內
地仍有許多崗位，比如專業服務、電商運
營、跨境貿易等，不僅收入不輸香港，亦更
有培養熟悉粵港兩地市場人才的契機。如何
讓更多港青了解內地職業機遇，引入更多需
要兩地交流的企業參與，是幫助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深化的重要因素。
三是對灣區就業政策更多元化發展作研

究。大文智庫認為，目前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亮點是粵港兩地政府真金白銀的補
貼，在資金加持下，應結合兩地未來需
求，推出鼓勵科創類就業、培養跨境專項
人才、支持「八大中心」建設等一系列的
提質舉措，豐富政策的引導性和指向性。
大文智庫表示，會繼續追蹤計劃的進展

和成效，從更多維度作研究分析，並希望
能夠聯合更多研究
機構，共同推進政
策優化。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
計劃，是特區政府為支持高等院校及智庫推行實證為
本的本地公共政策研究而設的資助計劃，由特首政策
組負責管理。其中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聚焦於規模
較小和時間較短的研究。獲資助的研究項目必須對政
策有直接導向，有助制定香港的公共政策，而且研究
成果可有效和實際地轉化成政策，至於學術性質為主
的研究不會獲得資助。特首政策組自2022年12月成立
以來，接手管理上述兩項資助計劃，並提出了多項優
化措施，包括：

一、政策局在訂定研究主題和範疇有更大程度的
參與，以確保研究結果會有助政策制訂；

二、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資助年期由3
年至5年擴寬為1年至5年，增加彈性；

三、邀請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擔任外部審視
員，以協助評審及為有關研究提供更多元意
見作參考；

四、鼓勵大專院校與智庫合作，以2023/24年度策
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計劃其中一項目為例，研究
團隊正包括來自智庫與大專院校的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深圳涉及創科深圳涉及創科
領域的新經濟領域的新經濟
迅速成長迅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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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企業和青年創造龐大機遇，而在創

科領域上，促進並打通相關人才流動，更是大灣區建設

國際科創中心的基礎。在特首政策組公共政策研究資

助計劃資助下，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副教

授萬志宏近日透過對逾千名香港八大本科生的分

析，深入探索香港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

學）大學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意願及影響因素。

他在研究中發現，在學期間的內地交流和實習經驗，

是港生畢業後願意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的關鍵因

素，並據此提出8項建議，包括從中小學開始，加強兩

地STEM課程設計，及發揮學生組織和社交媒體作用等，

幫助港青更能找到打開灣區就業及創科發展大門的「鑰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