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瑋強小檔案
•90後土生土長港人

•隨身寶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

學歷

2016-2018 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

（科技領導及創新企業）

2014-2018 清華大學，研修課程

（國情及創業雙研修）

2014 北京大學，全球交流生計劃（材料工程）

2012-2015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學士（信息工程）

2010-2012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高級文憑

（電子與通訊工程）

獲獎

2018 中國互聯網＋創新創業大賽金獎

2018 第一屆京港盃創業大賽冠軍

2018 香港科技創價大賽冠軍

2016 全國挑戰盃創業大賽香港區冠軍（特等獎）

2015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杯創業比賽冠軍

2015 高錕教授學生創新獎冠軍

2015／2016 全國挑戰盃優勝者（中大代表）

2015 亞洲創業挑戰賽優勝者

2015 世界管理挑戰賽季軍

九十後的郭瑋強是土生土長香港人，但

有別於其他同齡人，他大學時已開始研究隨

身物品防遺失系統，最終鎖定以低耗電藍牙

技術為基礎，把晶片嵌入貴重物品內，再以

手機藍牙連接，實現智能管理。2014年的一

次北京大學的交流學習經歷，讓他充分感受

到內地濃厚的創科創業氛圍，萌生了把科研

成果商業化的想法。

郭瑋強的研發成果在各類創新比賽中初

露鋒芒，2015至2016年間先後奪得六個獎

項，更獲得進駐香港科學園的通行證。不過

，創業之路非想像那般容易。

「貧賤Startup百事哀」
「貧賤Startup（初創公司）百事哀，頭

一年我們幾乎零收入，連做個樣本的錢都沒

有。」 郭瑋強的創業路，很快遇到資金短缺

的大難題，原來不少投資人雖然對其項目感

興趣，但沒有一個肯掏腰包。眼看科學園提

供的一年免租期快到，辦公桌上一堆金燦燦

的獎盃成了最無情的嘲笑， 「我好幾次差點

把所有獎盃扔到垃圾桶」 。

就在郭瑋強一籌莫展之際，深圳前海給

了他們希望之光。2016年，郭瑋強參加前海

深港青年夢工場創業項目路演，吸引到深圳

一家公司的注意，經接觸與洽談，對方同意

投資300萬元，這是 「隨身寶」 獲得的第一

筆創投資本。

考略到產業鏈配套，郭瑋強決定把公司

研發基地由香港轉移到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 ，但仍保留香港科學園辦公點，其後亦

因業務發展需要在上環租用了辦公室， 「深
圳是世界一流的硬件生產地，而香港在國際

市場開拓方面得天獨厚，兩地優勢互補有利

初創企業發展。」

「隨身寶」 獲300萬創投資本
經過近三年發展，郭瑋強的公司從瀕臨

「糧盡彈絕」 的兩人微企，發展成為擁有16

名香港與內地僱員、估值逾億元的企業，而

且還在不斷成長中。郭瑋強坦言，公司尚未

達至理想目標，也不確定未來是成是敗，但

自己並不害怕失敗， 「創業者要有危機意識

，但絕對不能缺乏樂觀的心態。」
從攻克技術壁壘到解決商業營運難題，

郭瑋強頗能調適自如，因為在他看來，創業

的不同階段都會面對不同的問題，要學會調

整心態， 「一百個創業者有一百條不同路，

唯一相同的是，途中必定險阻重重。創業者

必須適應，甚至享受這個過程。」
「與其坐以待斃，我們好想盡力令件事

（創業）繼續下去，找到將產品落地的途徑

。」 郭瑋強坦言，最初落戶深圳是 「求生」
所需，原因是在香港很難把研發成果產品化

，因為投資方相對保守，對消費電子硬件不

是特別感興趣，而即使願意投資也要看數據

，更重要是香港的生產鏈無法配合；反之深

圳的產業配套比較完善，投資方亦願意嘗試

新的項目及產品。

鼓勵年輕人放眼內地
郭瑋強認為，創新科技仍然是現今世界

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香港雖然錯失了先機，

但香港的學術水平在亞洲首屈一指，仍然有

條件後來居上。他鼓勵有意搞創科的年輕人

不要輕言放棄，若有意把研究成果落地，建

議可以放眼周邊地區的網絡及市場， 「如果

內地或周邊地區有不錯的網絡，又或者你的

產品適合更大的市場，點解唔去試呢？」
他相信，隨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

區內各城市都會推出更多便利舉措和優惠政

策，會為年輕人及中小企帶來更多的發展機

遇。

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 協會倡增誘因
【大公報訊】記者子京報道：香港專

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早前委

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 「專業

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優勢與局限」 研究，

昨日公布調查結果顯示，專業人士普遍樂

於參與公共事務，但有兩成人認為政府對

專業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支持度不足。專

資會建議政府優化有關政策及措施，包括

增加相關職位的經濟誘因、改善青年委員

自薦計劃的制度安排等。

研究所於今年三月至五月進行網上非

概率抽樣問卷調查，收回746份有效問卷

。調查並進行多場焦點小組訪談，共有38

名金融、法律、醫學、工程及建築界人士

參與。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若以10分為滿分

，受訪者對成為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意

願均值為6.52分，顯示他們樂於參與公共

事務。但同時，受訪者就 「政府支持專業

人士參與公共事務」 的認同均值僅5.98分

；負面評分者亦有兩成。

亞太研究所研究總監鄭宏泰形容此分

數為 「不過不失」 ，而負面評分或由於有

部分人認為政府不重視諮詢組織，未必採

納其意見。

調查並發現，吸引受訪者參與公共事

務的原因以 「個人原因」 為主，如累積人

脈、提升地位等，達47.7%；另亦有近四

成人是因為 「工作原因」 和 「社會及政府

原因」 。阻礙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近

50%是 「工作原因」 ，24.1%是 「家庭原

因」 ，15.4%是 「社會及政府原因」 ，如

不認同政府、認為現狀難改等。

問卷列出五項可能鼓勵專業人士參與

公共事務的政府措施， 「鼓勵專業機構將

參與公職列入持續專業發展的認可範疇」
獲56%人認為有效，另認為 「提高公共事

務崗位的薪津」 及 「提高公共事務崗位的

權力」 有效的受訪者有兩成多。

研究機構建議，政府應改善遴選諮詢

及法定組織成員的機制、增加人才參與公

共事務相關職位的經濟誘因、改善青年委

員自薦計劃的制度安排、制訂青年委員定

期輪調制度等，冀能藉此鼓勵更多專業人

士參與公共事務。

內地近年興起 「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 的熱潮，年輕創業者如雨後春

筍，但香港似乎沒有太大起色，是香

港年輕人沒有冒險精神嗎？郭瑋強認

為，每個人有不同追求，是否創業只

是一個選擇，很多香港人即使不是創

業也有完整的事業計劃。

與同路人分享行業資訊
郭瑋強觀察認為，內地不同城市

年輕人的創業情況都不同，一線大城

市的外來人口比較多，很多人是離鄉

背井到這些城市拚搏，他們通常會希

望能為自己、為家人爭取更多，故他

們通常都很進取，也相對比較勇於創

新冒險；但一些小城市的年輕人則相

對保守，較安於現狀。

郭瑋強說，他在內地接觸的大部

分內地人，對香港人都很友善，而在

前海青年公寓，他認識了不少來自不

同地方的創業者，更和部分人成為很

好的朋友，會互相交流及分享創業路

上的心得、行業資訊等，例如實惠又

手工好的生產廠家等， 「別小看這些

資訊，有時我們要吃過很多虧，才能

避開這些陷阱，不是交心的朋友我們

都不會輕易分享。」 郭瑋強又認為，

香港與內地有互相學習的地方，大家

應該持開放態度保持溝通，互相了解

， 「每個地方的制度各有優劣，內地

城市間也有差異，但我們都要先了解

才能講得出差異及不足，這應該是一

個過程，而不是unknown but bad（

不清楚實況但就認為是壞的）。」

大城市外來人口勇於創新

創業初期零收入 家人是最強靠山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年初出台，

並陸續公布各項政策細節。郭瑋強認

為，大灣區發展的核心在於 「合作」
二字，讓不同的城市優勢互補，分工

能聚焦各自的優勢產業，合作則可以

做到更好的效果或項目。對於有意到

內地發展的年輕人，他建議，選擇落

戶地區時，先要明確自己的定位、了

解各個地區優勢，再考慮政策配套。

明確定位 再考慮政策配套
郭瑋強認為，大灣區內的11個城

市及特區本身各有優勢，規劃綱要亦

因應這些特點，提出各個城市的定位

，例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深圳是

創科創意之都，與其用 「融合」 形容

大灣區發展，用 「合作」 更貼切， 「
可能每個城市都想成為金融、創科中

心，但未必可行，而政策明確了各個

城市的角色及分工，就是讓你更聚焦

自己的優勢產業，香港的優勢亦得以

保留。」

「合作就是各展所長」 ，郭瑋強

以自己的團隊舉例，內地同事在生產

規劃、產品把控和落地環節上更接地

氣，而香港同事則在英語運用、國際

視野上更佔優勢。目前， 「隨身寶」
的對外市場運營、雲端業務開發仍然

保留在香港，硬件開發、生產管理和

早期融資業務在深圳。此外，產業鏈

中的電商和倉庫則分布在東莞、惠州

、中山等地。

對於有意到內地發展的年輕人，

郭瑋強建議，選擇落戶地區時，首先

要明確自己的定位、了解各個地區優

勢，再考慮政策配套， 「政府資助會

對發展有幫助，但長遠優勢比短期政

策支撐更重要，所以先了解地區優勢

，再以政策配套作考慮。」 他又提醒

，內地有自貿區和保稅區之分，進出

口貨物的關稅安排有差別，地區政府

對不同行業的政策支持亦會影響稅率

，建議有意回內地發展的港人，親自

到當地了解情況。

發展核心在合作讓優勢互補

「一百個創業者有一百條不同路
，唯一相同的是，途中必定險阻重重
。創業者必須適應，甚至享受這個過
程。」 「隨身寶科技」（R-Guardian）
創辦人郭瑋強可謂贏在創業起跑線，
大學時已經屢獲創新創業大獎，畢業
後數年更把本來只有兩個人的 「蚊型
」 初創公司，發展成估值逾億元、年
訂單過千萬的企業，成為香港人在內
地創業的成功範例，他先後獲國家領
導人及香港特首接見，最近更入圍
2019福布斯中國30歲以下精英榜。郭
瑋強坦言，最初落戶深圳是 「求生」
所需，但創科、創業均不限地域，他
鼓勵搞科研的年輕人不要輕言放棄，
要放眼世界， 「如果內地或周邊地區
有不錯的網絡，又或者你的產品適合
更大的市場，點解唔去試呢？」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責任編輯：秦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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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瑋強曾在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考察
前海時，向他介紹公司研發的智能行李箱

受訪者提供

「創業要please（取悅）好多人：客戶

、投資方、夥伴團隊……但我覺得，你首先

要please你的家人。」 郭瑋強的創業之路並

非一帆風順，創業初期曾經長時間零收入，

他每天就在辦公室埋頭苦幹，一日三餐都是

在茶水間食泡麵解決，他甚至不敢回家，怕

難以向父母交代，但幸好父母一直都默默支

持他的決定。他形容家人及搭檔是他最大的

「動力」 和最強的 「靠山」 。

郭瑋強最初的創業夢其實與家庭息息相

關。他說，兒時，父親曾因弄丟載有重要資

料的公司記憶棒而引咎辭職，不但令家境受

影響，亦讓他一直耿耿於懷，故大學時選擇

修讀工程，希望能發明一樣東西，能避免因

人生冒失而抱憾。

相信子女能撐過難關
「對子女來說，最大的壓力，可能就是

要跟父母交代這樣一個很差的狀況；而對父

母來說，最難而最大的支持，就是明明很擔

心卻忍住不問，相信子女能撐過這個難關。

不過問，看似沒有什麼，但中間其實有大家

很大的體諒。」
郭瑋強說，他大學時每次拿創作發明獎

，都會邀請父母出席頒獎禮，希望父母能了

解自己做什麼，相信亦是因為這樣，父母都

支持他創業。

郭瑋強現時常駐深圳辦公室，周末才會

回香港。他亦透露，自己也會創作電影腳本

，多年下來完成了五、六個作品， 「與其說

我喜歡寫作，不如說我喜歡諗嘢」 。

◀郭瑋強形容深圳前
海在他創業初期給了
他希望之光，圖為他
與前海其他創業者的
合照 受訪者提供

▲郭瑋強在深圳創業
園青年公寓結識大批
創業精英，獲益良多

受訪者提供

一百個創業者有一百條一百個創業者有一百條
不同路不同路，，唯一相同的是唯一相同的是
，，途中必定險阻重重途中必定險阻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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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無人中

二獎

無人中

三獎 58
注中

每注派103,250元

下期多寶／
金多寶獎金

第135期攪出號碼

20,688,196元

科研產品屢獲獎 難覓資金曾彈盡糧絕

港青創業受挫 落戶前海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