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於廣州創業的機遇與挑戰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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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背景及目的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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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業帶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青年「四業」

創業

學業

就業

置業

✓ 支持港澳青年和中小微企業在內地發
展

✓ 將符合條件的港澳創業者納入當地創
業補貼扶持範圍

✓ 積極推進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

「積極穩妥推進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國務院發布《「十四五」就業促進規
劃》:

✓ 強化創業帶動作用，放大就業倍增效
應

✓ 不斷優化創業環境，鼓勵引導各類群
體投身創業，全面升級創業服務

資料來源: 國務院《「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粵港澳大灣區

圖片來源: Now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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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著眼於大灣區龐大的發展機遇

越來越多青年願意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就業機會、未來發展前景和創業機會是青年在大灣區發展的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學業篇》

36%

22%

41%

66%

2018 2020 2021 2023

香港青年願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比例

35%

32%

23%

6% 4%

受訪青年願意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誘因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1-2022│就業篇》

就業機會

未來發展前景

創業機會

進修機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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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目的及方法

調研目的 調研方法

• 適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周年，為全面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的深度合作，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就各市的政策、經濟和人文交
流等方面進入深入研究

• 本調研聚焦廣州市，旨在了解在穗香港青年創業情況

• 針對港青面對的挑戰提出政策建議，供廣州及香港政府參考

• 希望有助發揮廣州的市場規模和區域優勢，為港青在穗發展創造更好
條件和機遇

實地考察

在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人社局）的協調和陪同下進行

個案訪談

廣州市天河區港澳
青年之家總部

南沙創享灣1

注:

1. 南沙創享灣調研地點包括廣州市南沙區港澳青年五樂服務中心、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
員會服務中心和香港高鋒集團旗下「南沙G-Rocket高諾國際加速器」港澳青創基地

2. 是次實地訪談於2023年9月進行，訪談對象為位於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和南沙創享
灣的選定創業者，或未能全盤反映位於廣州市乃至大灣區其他地區創業基地的港青之意見
及有關政策發展的最新狀況

廣州市、廣州市天河區人
社局負責人

香港創業者代表 孵化載體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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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聚焦於廣州市？

資料來源: 當代中國

• 廣東省省會，綜合實力雄厚，產業體系完備，長期以來支持港澳青年
創業

• 共11個區，各區的經濟發展水準、產業優勢各有不同，各區的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的行業特色上存在一定差異

廣州市特色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相關數據（截至2023年7月）

資料來源：廣州市人民政府（2023）、廣州市委統戰部（2021）

圖片來源: 文匯報、澳門日報

2,000多名港澳青年在穗創新創
業

52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 累計孵化港澳項目數量2,099個

• 累計帶動就業人數7.77萬人
（其中港澳居民人數2,704人）

超過20個產業方向，涵蓋高新
技術、電子商務、生物醫藥、藝
術動漫及物聯網等

6



港青面對的挑戰及對應建議

第二部分：

7



©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8

港府現時大力支援港青在大灣區内地城市創業

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

• 資助非政府機構為香港青年舉辦到內地各省市
創新創業基地考察的短期體驗項目

• 加強香港青年對於內地的雙創基地及相關政策
和配套措施的認識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資料來源: 青創同行， ⟪青年發展藍圖⟫ ⌈青年儀表板⌋

• 資助機構舉辦青年創業項目，為青年提供創業
支援及孵化服務

• 每個青年團隊最多可獲港幣60萬元資助

• 截至2023年12月，資助了：

217隊創業團隊

為約15,000名青年提供
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

• 於2023年12月正式啓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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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牽頭單位:

• 接近60個來自香港以至大灣區不同界別、具
代表性的機構響應參與，包括：

✓ 政府和公營機構
✓ 創新創業基地
✓ 非政府機構
✓ 專上學院及科研單位
✓ 創投基金等

• 現時有18個粵港兩地政府共同授牌的雙創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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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穗創業的香港青年面對的挑戰

創業遇到的挑戰 向香港、内地政府及相關機構提供建議

創業青年在獲取創業政策資訊方面存在一定困難。

創業青年自身的能力和認知與實際需要的差距。

創業基地發展同質化。

9

香港政府

内地政府

廣州市委統戰部

其他機構



2.1 向香港政府提出的建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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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1. 部分香港青年對廣州創業環境的認識不足

建議1. 提供短期就業技能培訓以提升創業能力

11

建立創業網絡

例子：

香港機電工程署與廣州市人社局於2020年簽訂《深化機電人才發展合
作備忘錄》，合作培訓機電人才，已入職的機電維修人員可到廣州進行
1-3個月的短期培訓。

• 機電署訓練組聯同廣州四間學院，在2023年7-8月期間舉辦製冷與空
調、電氣、電動汽車和樓宇設備四大範疇的實操培訓班。

「先就業，後創業」模式

香港青年先到廣州相關行業工作或培訓

獲取行業的技術和經驗 了解内地社會
和行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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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2. 港青對創業補貼政策的認識有待提升

青年對創業政策認識程度不高，兩地政策形式存在差異 建議2. 建立大灣區港青創業政策資訊平台

12

有創業者表示為曾為業務申請牌照，但不清
楚有關事項由哪個部門或窗口負責。

一些政策細則及落地程序（如創業補貼申領）較為
複雜，需要提供的資料較多。

B

建立溝通渠道加強政策宣傳和
分類

可透過HKYouth+青年手機應用程式作爲發放最新青年創業政策資訊的
一站式平台，連接内地政策資訊平台

以政策解讀「懶人
包」形式，整理並
簡化廣東省、各市
提供的不同創業補

貼政策

提升創業成功
案例宣傳

邀請在穗創業成
功的青年在平台
分享創業經驗

青年可透過平台
遞交創業政策有
關問題，局方可
於平台回應



©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挑戰3. 駐粵辦對港青創業方面提供的服務需進一步完善

13

有創業者表示曾面對子女入學問題。公
立學校學額有限，因而需要自行向内地
有關部門爭取，但等待回應的時間較
長。

駐粵辦轄下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推廣中心」(「推廣中心」）現時為
港企在內地開設企業提供以下咨詢服務：

稅務法制

人力資源

勞資關係

駐粵辦可收集並跟進創業港青在申請政策優惠方面
遇到的實際問題，及向内地有關部門反饋。

建議「推廣中心」增加創業港青的生活配套諮詢服務，包括：

教育 醫療

建議3. 拓展創業港青的營商配套諮詢服務除了營商以外，青年同時面對生活配套方面的挑戰



2.2 向廣州市政府提出的建議

14



©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挑戰4. 創業政策的落實情況需進一步加強

需提升創業補貼發放速度和改善政策實施情況 建議4. 鼓勵孵化器更積極協助初創企業申請內地的政府資助

補貼發放速度有待加快

• 內地一般在項目完成後才收取申請文件進行審批
及發放撥款。

應加強實際措施的落實

• 政府宣布的政策並未全部落實。政府派員到創享
灣宣講最新政策優惠，但實際措施尚未落實。

• 孵化器可對成功申請補貼的企業分期預支
部分補貼額，以協助在孵港資企業順利渡
過前期資金短缺嚴重的時期。

• 將孵化器對幫助在孵企業申請政府補貼的
情況納入科技企業孵化器績效評價指標體
系（服務能力）。

例子：

• 港府的「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
市場的專項基金」（BUD 專項基金）

• 首期撥款（核准撥款總數的75%）

• 擔保：至少任命1名擔保人

15

廣州市委統戰部

多位創業者表示，尚未收到政府答應
發放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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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5. 孵化基地發展同質化

部分創業基地的服務以「物業+基礎服務」為主，需著重提供增值服務 建議5. 提升民營孵化載體服務能力

孵化服務同質化

• 創業基地發展趨同，使得一方面創業青年不易選
擇合適的孵化基地，另一方面創業基地的服務能
力也較難突出。

以「二房東」模式運營爲主

• 盈利模式較單一，投資功能有待提升

• 收取房租和服務費，提供較基礎的服務

增強不同創業基地的統籌及分工

• 定期評估各基地的運營情況，及時調整定位和
服務，確保能更好地滿足不同初創企業的需求

16

提供激勵措施以引導民營孵化載體提升服務品質

• 在孵化器績效評價中，對民營孵化載體的專業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注重提供人脈資源、生
活配套等增值服務），如增加評分權重

鼓勵孵化器和加速器在港建立離岸孵化載體

• 為尚未前往廣州創業的港青提供前期諮詢服務

• 創業港青可通過離岸孵化載體與國際企業和投
資者建立聯繫，開展內地和國際的跨境合作，
拓展市場和資源

廣州市委統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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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6. 需提升兩地證件的聯通程度以提供更便利的融資支持

居住證、回鄉證、香港身份證信息的互通程度應進一步提高 建議6. 推動跨境徵信合作，便利港人跨境融資

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使用香港身份證找當地銀行貸款
時遇到難題，因為銀行查不到香港身份證下的征信記
錄，加大了批准貸款的難度。

在內地的港資銀行也存在此類較難確認征信的情況。

17

以南沙為試點，實現港澳居民的兩地各類身份
證件（居住證、回鄉證、香港身份證等）數據
信息共享和相關應用系統的互聯互通，以促進
個人跨境征信數據對接。

允許兩地銀行在取得客戶的同意後，跨境查閱
客戶在另一地的徵信數據。

• 例子：24年1月，人民銀行與香港金管局宣
布推動跨境徵信合作，便利企業跨境融
資，合作試點首先在深港之間進行。

廣州市委統戰部



2.3 向其他機構提出的建議

18



©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挑戰7. 拓展兩地市場方面的支援有待擴大

應加強對拓展内地和香港市場的支援 建議7. 加強廣州的孵化基地與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的合作

在廣州進行孵化的港資初創企業較缺少拓展香港及海
外市場的機會。

兩地制度體系的差異使得在港的初創企業難以拓展内
地市場。

19

發揮廣州與香港各自的比較優勢，鼓勵初創企
業於廣州孵化基地進行初步孵化，待發展較成
熟後，回港在科學園或數碼港進一步培育，再
由香港向外拓展市場。

協助希望拓展內地市場的數碼港和科學園培育
公司和畢業生租戶，透過入駐廣州的孵化基地
以建立內地網絡。

• 例子：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於23年9月開
幕，助初創企業進入內地市場（首批有16
家企業進駐，目標吸引約 150 家企業落
戶）



下一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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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方向

21

為更好及更全面地反映港青在大灣區内地城市創新創業的最新
和實際情況，未來會考慮進一步調研大灣區其他創新創業基
地，如上述18個粵港兩地政府共同授牌的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圖片來源: 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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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爲何聚焦於廣州市？

天河區的特點 南沙區的特點

• 在全市内對港澳青年創業的政策的支持起步早，並成立了天河區港澳
青年支援中心及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

• 致力於成爲港澳青年融入內地發展的「首選地」

13 927

港澳青年創業項目多元化青創基地

估值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初創企業，為全市最多

10

• 回應《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
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
(《南沙方案》)，2022年推出
《廣州南沙新區（自貿區）鼓
勵支持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實施
辦法》（「新十條」)

• 「新十條」獎補力度全國領
先，打造多元化青創基地矩陣

總建築面積13萬平方米，是集青
創交流、規則銜接、專業服務功
能於一體的綜合服務平台

13

不同維度、各具特色
的港澳台僑青創基地

南沙創享灣

例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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