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今日的港青創業政策的思路，
主要是落在供應側的支援。檢視粵港兩
地一貫鼓勵港青創業的政策措施，無論
是香港的 「青年發展基金」到最近開設
的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
助計劃」，還是廣東省各個地級市目前
籌辦創業園和提供政策吸引港青，莫不
是搭建孵化器吸引港青入駐、財務上提
供啟動資本和各類津貼優惠、法務上提
供成立公司等行政協助、還有提供生活
便利、籌備創業大賽吸引風投等。如果
純以供應側來審視上述政策，無論是創
業者在組織生產的各個環節都有協助，
包括公司法務、財務和行政等方面的考
慮都相當周詳。

港青創業痛點：獲取首單生意
若從需求側來檢視對港青的創業政

策，大灣區內各市政府則有更大的着墨
空間。目前未有政策針對如何幫助創業
港青在大灣區獲得第一筆生意，這卻是
十分關鍵的問題。港青沒有立足當地市
場的經驗，再多的供應側支援也只能收
一時之效，不是長久之計。港青最大的
市場需求在於：既是大灣區所需的科創
或現有科創邁向國際化，又是自身所長
，還要是成熟企業的經營空隙，在合理
的時間內可以獲取第一單生意。

大灣區作為 「一帶一路」的核心地
區而生，需要的是透過科創和國際化，
持續驅動的力量在於市場。如今鼓勵港
青到大灣區創業，善用香港所長，也應
以這國家戰略為綱，焦點放在如何提升
創業港青的存活率，化為大灣區市場的
闖將。一旦港青創業者中的先行者能很
快獲得了第一筆生意，在擅長的領域站
穩了腳跟，他們的親朋好友自然有目共
睹，呼朋喚友前往大灣區創業，我們自
然不用擔心港青的參與率和投入程度。

故此，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業政策，
其實可以透過增加對應的政府採購政策
，填補需求側支援的空白。創業青年在
大灣區依然存在着困難：在其具備優勢
的領域尚有很多限制，如互聯網數據和
文化創意等；不少當地風險投資者不願
投資，規避港人初入內地市場不甚了解
的風險。此外，以互聯網企業為首的科
創企業也步入存量時代，不復昔日融資
燒錢開拓市場的境況。當地政府的優先
採購對創業港青來說，不但讓他們在當
地站穩腳跟，還能建立適應當下市場的

經營模式，更能透過不斷提供反饋，讓
他們改善技術、服務和產品，提升團隊
的經營能力，在面對下一個客戶時也更
具說服力。

港青創業難點：享有內企權力
然而，落實這個大灣區政府優先採

購政策，關鍵是破解法理障礙。香港政
府早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
府採購協定》，要採購內地科創企業的
產品服務，只須將此事項納入財政預算
案，由立法會通過就可以。內地和澳門
則尚未加入《政府採購協定》，粵九市
政府要採購港青企業的產品服務，依據
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
需要克服無權自主和國別限制的法理障
礙。粵九市政府採購專案的成立和限額
標準，都須有廣東省政府確定並公布。
此外，政府採購如非境內無法獲取或者
商業條件不合理、在國境外使用或者另
有規定，應當採購本國貨物、工程和服

務。目前在香港、澳門和台灣成立的有
限公司依然被內地政府視為外商投資公
司，創業港青成立的企業要參與粵九市
的政府採購依然面對法理限制。

有見及此，前海、南沙和橫琴應該
作為大灣區政府優先採購的試點。有鑒
於國家為此驟然全面開放政府採購，潛
在大量不可控風險，筆者做出以上建議
。前海、南沙和橫琴作為廣東自貿區，
同時承載了大灣區的制度創新，接軌國
際市場的使命，理應作為大灣區政府優
先採購的試點，控制風險，檢驗成效，
總結經驗，培養相關人才，以作日後成
功推廣之用。

具體做法有二：首先，由相關部門
授權三地當局做政府採購試點，化解無
權自主的法理障礙。三地當局在限定年
期內，在指定金額內、向進駐區內孵化
器的創業港青作採購行動，有全權負責
的權限。三地當局透過制定專項預算備
案，直接納入省政府的財政預算。其次

，三地當局應以變通手段將進駐孵化器
內的港企化為內資公司，獲取三地當局
政府採購資格。例如三地當局就此提出
試行細則，創業港青只要辦理指定的法
律手續轉變法律形式，三地當局和商務
部完成簡單備案，則被視為內資公司，
享有參與政府採購等對應的內資公司的
權利。如是者，三地當局定期提交專項
檢討報告，檢視政府採購對於大灣區創
業港青的支持成效，以及對政府公共服

務的提升成效，再行推廣。
總括而言，自大灣區規劃公布以來

，大灣區港青創業政策揭開了新的一頁
。過往政策在供應側上做得十分充足，
往後要再進一步，就必須從需求側着手
，做出制度創新。如若創業港青在大灣
區存活率提高、有生意，又何愁創業青
年對大灣區發展的參與率？有效的大灣
區港青創業政策只要行之有年，必有大
灣區新傳奇誕生！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2019年一季度，中國經
濟同比增速為6.4%，與去年四季度
持平，超出此前的市場預期中樞，
表明政策面的積極作為已經帶動基
本面的企穩反彈。筆者認為，立足
於這一 「開門紅」，中國經濟有望
從二季度開始展現三大新亮點，在
穩固增長底線的同時，繼續推動經
濟 「增質」步伐行穩致遠。

第一， 「財富效應」 發力。從
歷史數據來看，中國居民工資性收
入和經營淨收入的增速較為平穩，
而財產淨收入波動最為劇烈。而在
家庭財產中，較之於住房資產，流
動性更強的金融資產對消費的短期
衝擊更大。事實上，2018年A股市場
的深度探底，疊加網絡借貸（P2P）
大面積 「爆雷」，是拖累2018年居
民消費增長的關鍵原因。2019年開
年至今，A股市場累計漲幅逾30%，
不僅在收益上牛冠全球，在韌性上
也經受住了3月末全球風險偏好波動
的壓力測試。

相關學術研究顯示，中國股市
上漲不僅能夠帶動居民財富的上升
，還能改善居民對經濟未來走勢的
預期，在兩者共同影響下，股市每
上漲10%，城鎮居民消費將增加
1.05%。有鑒於此，在 「財富效應」
驅動下，從二季度開始，中國居民
消費能力或穩步回升。

第二，消費意願修復。在 「財
富效應」改善消費能力的同時，居
民消費意願也有望得到多重修復。

一方面，作為2019年中國經濟
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中美經貿磋商
已經平穩推進數輪，總體釋放出正
向的政策信號，有望在二季度取得
階段性的積極成果。在全球復甦踟
躕的大背景下，這一變化將進一步
鞏固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相對優勢，
大幅削弱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得益於此，2019年開年至今，中國
消費者信心雖有小幅波動，但總體
仍維持於歷史高位，未來有望進一
步轉化為消費行為。

另一方面，隨着大城市落戶限

制的放鬆，新型城鎮化有望加速推
進，不僅將拉動與住房、汽車相關
的商品消費需求，也將為文體娛樂
、旅遊、教育、餐飲、家政服務、
醫療美容等服務消費注入新動力。

值得強調的是，本次消費升級
並非2016至2017年的昔日重演，而
是具有鮮明的下沉屬性。農村地區
消費、高性價比國產品牌、中檔服
務消費將成為最具潛力的主題。相
反，高檔進口消費品，尤其是在通
訊設備、家用電器等領域，將面臨
國產替代品的激烈競爭，因此在這
一階段，二季度進口數據或將延續
低迷，但並不表示內部消費意願的
疲弱。

減稅紅利逐步兌現
第三，企業盈利回穩。2018年

11月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工業企業
盈利下滑並帶動製造業投資降速，
將是2019年 「穩增長」的核心挑戰
之一。2019年1至2月，生產者物價
指數（PPI）的低迷一度推動這一憂
慮加速兌現。面對這一挑戰，本次
增值稅減稅將成為關鍵的穩定器。
根據測算，本次增值稅減稅紅利中
，除流向消費者的51%外，剩下的
49%部分將直接惠及企業部門。其
中，約3145億元人民幣紅利將流向
工業企業，並轉化為企業盈利，預
計將對2019年規上工業企業利潤的
同比增速產生4.7個百分點的正向影
響，對主營業務利潤率產生0.3個百
分點的提振作用，從而減緩企業盈
利的下行趨勢。與此同時，前期 「
穩增長」政策亦正在激活企業的微
觀活力。以2019年1月為起點，經濟
動能指標（新訂單─產成品庫存）
連續反彈，表明企業走出 「去庫存
」階段的步伐正在加快，並引導了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在3月
超預期回升。

展望未來，二季度，國際油價
的高位維持，國內上游產業安全整
治所帶來的供給衝擊，以及國內製
造業企業 「去庫存」步伐的加快，
有望形成合力，推動PPI同比增速走
出低谷、小幅回升。考慮到消費回
暖、PPI企穩，疊加本輪增值稅減稅
和社保降費的紅利，二季度末至三
季度，以消費行業、上游產業為先
導，企業盈利有望企穩反彈，並逐
步向中游產業傳導。

中國經濟次季增質提效

在基本因素沒有大改變的情況
下，香港樓價的上落，尤其是跌市
時，很大程度是受恐慌情緒影響，
究其原因是部分業主底氣不足，故
要拋售手上物業導致樓價急跌。就
如2018年的下半年，樓價受中美貿
易戰等不明朗因素影響，樓市借勢
調整；筆者認為真正下跌的原因是
受羊群效應所影響。

當時樓價跌勢先由上車盤帶動
，上車盤買家實力薄弱，抵受不住
外圍不明朗因素的壓力，加上傳媒
洗腦式的負面報道，而專家們對後
市也幾乎全面看淡，認為樓價已進
入下跌周期，樓價跌幅或達逾三成
，有關言論加速業主劈價的決心，
樓價不跌才奇怪。

踏入今年初，外圍氣氛開始好
轉，股市回升，樓價亦跟隨止跌回
穩，市場信心漸漸回復，地產專家

亦開始大合奏，180度改變之前的預
測，齊聲唱好後市。這種羊群心理
，在地產市場屢見不鮮，筆者相信
，除了傳媒不斷報道樓市回暖外，
地產專家亦會加入大合奏地一面倒
唱好，而地產代理肯定是得益者。

15%升幅是容忍上限
倘若大家有留意數據，自2010

年11月政府推出首個辣招至今，每
年的樓價升幅甚少超過兩成，大部
分年度平均升幅都是低於15%，筆
者估計政府每年都會監察樓價在這
條臨界線之內，不會令樓價升幅超
過15%。

不論政府的取態如何，自從樓
市辣招推出以來，樓價在近十年間
未有一年是下跌的，就是因為基本
的供求情況並未取得平衡，樓市不
存在泡沫，不存在過度借貸入市，
在用家及有實力的長線投資者主導
下，樓價根本難以大跌。此外，目
前利率低企、大型基建不斷、外來
人口增加，以至高地價政策等，都
令筆者堅信未來十年仍將是本地樓
市的黃金歲月。

羊群效應左右樓價

近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持青年發展基金全新資助計劃啟動禮，公布 「
青年發展基金」 推出的全新資助計劃，鼓勵香港青年善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
創業基地。為鼓勵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深圳前海當局近日也推出了優惠
政策；廣東省各個地級市也正密鑼緊鼓地籌備着吸引香港青年在當地創業。
自大灣區規劃公布以來，大灣區港青創業政策的開展正如火如荼。步入新階
段，筆者認為大灣區各地政府應從需求側深化思考，提高港青在大灣區創業
存活率。

倡建優先採購試點
提升港青創業空間

▲深圳前海當局近日也推出了優惠政策，向香港青年招手，只要有效的大灣區港青創業政策行之有年，必有大灣
區新傳奇誕生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副主席 林至穎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程 實

利嘉閣地產總裁 廖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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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大科創建設

•香港科學園

•香港數碼港

香港五大研發中心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

•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資訊及通信技術研發中心

•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中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香港科學園（圖）與數碼港是本港科創基地，與大灣區各地存有相輔相成的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