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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為前海引30創客團

在香港，有一群年輕人，他們原本從深圳來
香港求學、工作，被這裏多元的文化、包容的氛
圍和國際化的視野所吸引，便選擇長期留在香港，
兩地文化共同塑造了他們的性格與生活。今年36
歲的曹原從事設計工作，三年前和妻子一起拿
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家四口正式在港定居
。來港奮鬥十年的他如今不再有異鄉的隔閡
，更能深刻理解兩地溝通的困難與變遷，
也愈加希望內地與香港能消除摩擦，走得
更近。

一個因緣際會的機會，香港城市大學畢業
的慕容志輝走上了在深圳服務創科工作的道
路。借助他的宣講傳播，已有接近30個港青
創業團隊加入了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慕容
志輝看到一些跟風項目倒下，而那些真正
有技術、模式新穎的項目則仍在扎扎實實
推進；也看到深圳因為力谷創新創業而
變得智能化的城市生活，他希望有一天
香港也能積極推廣移動支付等革新技
術，讓科技進步帶來的便利惠及每一
個港人。

深設計師在港扎根十年

2007年來香港之前，他在深圳從事設計
工作。在設計界，深港兩地的交流早已非常
頻密，曹原得以有機會經常與香港設計界人
士交流。隨後，他申請到一次在香港工作的
機會，正式開始了在香港的打拚。

遇各國同事 學一流設計
「小時候，看到大量的港產電影、電視

劇。對香港文化充滿興趣是我最初接受來這
裏工作的原因。」曹原告訴記者，隨後在香
港的工作讓他真正開闊了視野，鍛煉了專業
能力。不同於深圳，曹原工作的香港設計公
司中，同事們來自全世界各地，美國、菲律
賓、葡萄牙等。與他們一起工作，接洽來自
全球各地的客戶，曹原的工作真正擁有了國
際視野，學習到了什麼是一流的設計。

雖然來港前已經有着扎實的業務功底，
但是工作中依然困難重重。 「開始最難適應
的是語言。因為我2007年來港的時候會說普
通話的人很少，只能用英語和粵語跟周圍的
人溝通，所以經過了半年的時間才達到了粵
語的 『生存』級別。」曹原回憶說。

經過了最初兩年的艱難，曹原對工作越
來越得心應手，妻子也同他一起來到香港打
拚。現在兩人在香港已經有了穩定的收入，
兒女都在香港讀書，四口之家生活幸福。

因工作和生活，常年在深圳和香港兩地
奔波，曹原發現十年來香港和深圳都發生了
不少的變化。 「最初來香港的時候，沒有多

少人說普通話。現在在香港幾乎到處都可以
用普通話進行溝通了，甚至是在街市，也可
以聽到說普通話。」曹原還告訴記者，內地
的各地風味美食在香港越來越多。 「來自全
國各地的港漂，湖南、四川、北京、新疆的
，很多人不習慣香港的飲食，都想吃到家鄉
菜。現在都可以在香港輕鬆找到，不一定非
要跑去深圳吃了。」

摩擦無對錯 冀交流理解
十年來，香港和內地交往越來越頻密，

尤其是深圳。開放自由行後，越來越多的深
圳市民到香港消費、短途旅行。但是交往頻
密的同時，亦有了諸多摩擦。香港數次 「趕
水客」的舉動讓許多內地消費者心有餘悸，
對香港有了隔閡。對此，曹原告訴記者，港
漂群體在香港人中最了解內地，在內地人中
最了解香港，最不願看到類似事件發生。

「我覺得有些事情沒有誰對誰錯，兩地
人各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立場。不過，兩
邊的文化交流目前還是存在信息不對等的問
題，所以深圳和香港兩地市民對於對方的某
些行為還是有偏頗的看法。」曹原相信，隨
着兩地文化的深入交流，慢慢的就不會有那
麼多的隔閡了。

大公報記者 何 花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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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志輝：
「那裏的年輕人非常有

活力，有想法，前海呈現出
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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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從香港城市大學公
共行政管理專業畢業兩年多的慕

容志輝，在深圳從事外貿工作。當時，他的
一位同學的創業項目剛好入駐前海深港青年
夢工場的厚德孵化器，認識了厚德孵化器的
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詢問，是否能介紹一位
港青幫助厚德開拓香港業務。這位同學順勢
推薦了慕容志輝，志輝因此有機會加入前海
深港青年夢工場，參與創業推介活動。

助兩地人才資源優勢對接
「那裏的年輕人非常有活力，有想法，

前海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2015年4
月底，慕容志輝加入前海的厚德孵化器。香
港土生土長的他亦能很快適應深圳生活，這
樣的優勢令到他在開展兩地工作時如魚得水。

慕容志輝坦言，自己常年在香港生活，
熟知身邊不少港青既有專業知識，又有創業
熱情，但苦於香港的創業成本太高、缺乏平
台發揮，很多人最後只能選擇進入金融業大
公司或者政府部門工作。 「自己既然能為港
青介紹內地創業平台資源，為什麼不去多多
與他們交流、吸引他們來前海創業呢？慕容
志輝因此利用往返兩地的便利，經常帶公司
團隊到香港宣講前海的創業環境、優惠政策

，例如，前海對首年入駐的港青團隊免租金
，從第二年開始，收取的租金也只是市面價
格的一半，這就為想創業的港青團隊大大節
約了早期成本。

如今，已經有接近30個團隊通過慕容志
輝被引進到前海青年夢工場創業，他們中有
做物聯網的、有做互聯網金融的，有做手機
遊戲的，也有做智能硬件的。有不少團隊還
申請了前海近年推出的公租房項目，一套四
五十平米的小兩房，每月租金只要1000多元
人民幣，住房成本遠低於市場上的商品房。

內地是極佳的創業試驗場
長期在深港兩地往返，慕容志輝還有一

個體會是：很多香港年輕人對在內地工作的
認識還存在不少誤區，不了解內地的環境、
開發程度，也害怕來內地創業會有很多限制
，遇到這種情況時，慕容志輝往往不厭其煩
地跟他們講解他所了解的內地，邀請他們來
深圳看看內地人的創意與熱情。

慕容志輝告訴他的港人朋友，你們有國
際視野、英語好、自身素質國際化程度高，
國內有市場、有人才，你們把技術帶到內地
來，其實是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試驗市場。
他希望更多的香港青年對接內地機會，找到
人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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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慕容志輝已經完全適應了在深圳
的生活，他認為除了在環境的整潔乾淨、交
通的合法守規矩上深圳要差於香港外，其他
生活設施上，兩地基本無差別。

反倒在智能支付等某些領域，他越來越
感受到香港與深圳的差距在拉大。 「剛來深
圳工作時是2014年，那時智能支付還不普遍
，現在買什麼都可以用微信支付。三年裏，
微信支付從私底下給朋友發個紅包變成了一
切小額商業交易的支付首選。」慕容志輝說。

相比之下，香港在這塊落後了，1997年
香港回歸祖國時發行的八達通卡用的是當時

全世界最先進的NFC技術，20年了，香港還
在用同一個技術，雖然也有Apple Pay、微信
等電子支付手段，但僅是部分商家在用。 「
大多數香港人給別人轉帳還是要開張支票，
然後跑到銀行去提款，遠不如微信轉帳來得
方便。」

慕容志輝希望在促進創新科技發展上，
港府的角色可以更加開放、包容，哪怕遇到
問題，也可以先開放、再微調。他認為，只
有政府帶頭去做，其他公司看到商業機會，
才會跟進、配合、推動。

（記者 毛麗娟）

冀港智能支付迎頭趕上新港人再返內地拓市場
內地港漂為了開拓國際視野而選擇到香

港工作，其中有部分拿到香港身份的新港人
又選擇了重新創業，來到內地開拓更大的市
場。從事設計工作的新港人曹原和朋友們共
同成立了一家設計公司，奔走香港和內地兩
地，重新開拓設計事業版圖。

從事設計工作13年，曹原的工作重心經
歷了數次轉移。初入職場時，曹原在深圳的
設計公司；工作3年後，為了更廣闊的視野，
曹原決定到香港工作；在香港工作穩定之後
，曹原又選擇了回到內地開拓更大的市場。
現在，曹原的設計公司主要承接一些內地房

地產項目的園林設計工作。他告訴記
者，工作最初，他學習到的設計理念
和啟蒙來自香港設計師。 「在設計界
，深港兩地早就已經深度融合。現在
我希望用我所學，將香港的設計理念傳
播到內地更廣闊的省份；同時，也到內地挖
掘更多的機會。」

（記者 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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