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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青年

現為廣州市南沙區
粵港澳青少年深度
合作發展促進中心
項目經理

麥梓楊
來自江西南昌，香港
媒體從業者

鄔 茜

內地
青年

怎麼看香港的居住環境？
計劃在香港置業嗎？

穿梭兩地，隨心寫意
梁：現在香港與內地城市的交通接駁非常方便，在這麼便
捷的社會環境中，其實不需要把自己固定在某一個地方。
但是，自己還是最喜歡回到香港生活，畢竟香港是自己的
家，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或者是在
深圳生活也可以，因為深圳和香港很相似，文化也一樣。
麥：香港與內地相比，我會更加喜歡內地，因為我喜歡有
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可以和朋友一起玩樂、享受生
活，內地的生活更加舒適，更加適合我。現在我每天下班
了可以約朋友同事一起聚餐，也可以回家找一個角落享受
閱讀的樂趣。
我目前已經定居在廣州，相較於其他區域，大灣區內地九
市確實讓港澳居民生活得更加便利，而且還有各種扶持政
策，可以減輕生活負擔。

灣區發展，尋覓機遇
鄔：目前打算趁年輕，先在香港工作幾年。不過隨着年齡
增長，作為家中獨生女，不排除最後會回去內地。因為如
果未來將爸媽接來香港，他們聽不懂粵語，也不適應這邊
的生活。大灣區的話，珠海、東莞房價都比較低，不過置
業還是要看未來工作、生活的地點。
劉：自己所學的專業因老家沒有太多導向性企業供選擇，
未來大概率不會回老家工作。讀完博士之後，我可能會考
慮去北部都會區或者大灣區發展。有可能會考慮在大灣區
買房，在香港上班，在宜業宜遊宜居的優質生活圈打拚。

對未來有什麼展望？
相信「未來由我創」
梁：人定勝天，現在是知識型社會，只要肯努力，積累
經驗，有一技之長，基本上前途都是一片光明。最想成
為像田家炳先生那樣的人，他靠實業起家，事業發展成
功之後，就做了很多對社會有用的事情，是我特別佩服
的教育家、實業家。我希望未來能達到他三分之一的高
度，可以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麥：我相信 「未來由我創」 ，但不管幻想怎樣的未來，
始終還是要現在的自己努力工作才得到回報，實現夢
想。目前自己有穩定工作，有舒適生活，25年後希望
能正式退休，做喜歡的事如釣魚、養貓。我沒有那麼遠
大的理想，做個平凡快樂的人就足夠幸福。

發掘獨一無二的自己
鄔：不管未來生活如何，路都是自己選的，做決定時會
糾結，但留在香港並不後悔。香港這座城市於我看來，
是一個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夠賺到錢的地方。可能過
程會有辛苦，但結果一定是值得。如果努力工作，實
現得了理想，也解決得了生存。
想在這個行業裏做更多的事情，相信努力就會有。
劉：近期非常希望順利拿到博士的offer，然後回趟
湖南老家。陪伴家人的日子越來越少，想利用這段時
間好好陪陪父母。
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事業有成、有個人性格及愛好，並
保持善良、勇敢、堅強等美好品質的人。想成為獨一無
二的自己。

發展事業絕佳平台
麥：大灣區作為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是年輕人尋求發
展機會的絕佳平台。我理想中的大灣區是一個居民交心交
融的區域，無論來自粵港澳台，在這裏都能找到各自舒適
的生活方式。未來希望能進一步完善港澳居民工作、生
活上的政務服務，徹底解決港澳人士在內地生活上的不
便。
梁：對於大灣區發展，一個期望是關於專業人士的資格可
以實現兩地互認，執業路路通，這樣更加促進兩地人才交
流、工作，才能在經濟上促進兩地更密切的合作交流。

科研環境越來越好
劉：內地的科研大環境之前並不是太好，但最近像深圳
大學等高校，在日漸趨好的大環境下有足夠的科研經
費，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吸引高科技創新型人才的計劃
和優惠政策，所以博士後和教授的薪資待遇一定會水
漲船高，同時也會有更多的科研項目，未來應該會越
來越好。
鄔：我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認識，只是 「9＋2」 個城市的
概念，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家中有一些大灣區的親
戚，我覺得關於大灣區的政策針對某些創業或者高科技等
方面的群體是有便利的，但基層並沒有特別的感受。

對大灣區有什麼認識？
理想中的大灣區是怎樣的？

談談愛情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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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青年 自媒體博主，現

居江蘇蘇州

梁劉軒 內地
青年 來自湖南株洲，香港

城市大學助教

劉凱鑫

考慮深圳杭州置業
麥：我小時候住在香港屯門，那是個很有人情味的地
方，街坊鄰居都很親切、商店小販也很熱情。香港的
居住環境，公共設施方面是很好的，但是房屋性價比
來說極低，付那麼多的錢只能擁有那麼擁擠的空間。
青年想靠自己奮鬥買上房子難度很大。
梁：小時候住過公屋，也住過私樓，公屋人情味更濃
一些，私樓管理更完善一點，而且會更接近市區，生
活更便利。我無法想像香港會出現納米樓，完全沒有
居住自由的空間，還不如員工宿舍，毫無生活樂趣。
麥：如果要選，我應該會在內地置業，前提是我自己
賺得到這麼多錢，因為不想依靠父母去買房子。
梁：未來也許會在內地深圳、杭州或者昆山置業，主
要還是看錢包。

考慮落戶北部都會區
鄔：像我這種港漂，如果不從事金融、醫生等高收入
職業，想在香港置業會有困難，大概率不會在香港買
房。
劉：我現在租的房子不到60平米，已經售價一千多
萬。香港的房價對我來說太高了，我無法承受。不
過，香港要建設北部都會區，據說可以提供65萬個工
作崗位和可供250萬人生活的居住區，我感覺這裏年輕
人的發展機會應該蠻多，還挺感興趣的。

內地生活較寫意 有充裕個人時間
麥：香港工資高一點，更容易積累個人財富，但是感覺私人時間
太擠壓，生活壓力大，我在香港工作時基本是兩點一線的生活。
內地生活成本偏低，也有更加寬鬆的個人時間，可以去做一些自
己喜歡的事情。
梁：生活成本上，一定是內地要低一些，當然也有例外，上海和
深圳基本已經和香港持平，其他地方的生活成本，如交通費用、
房租、衣食住行等至少比香港便宜兩到三成，同樣是6000元在內
地可以租住上千呎的單位，在內地生活，因為成本低，就可以省
下更多的錢來做其他事情。

香港不開車出行也便捷
鄔：香港親近大自然比較方便，但內地城市地廣，一般都需自駕
去郊外，還不一定能看到好景色，可能只能看到人山人海。香港
的城市公共交通十分便利，地鐵、公交都比內地班次多，而且速
度快，不開車也十分便捷。

在港和內地生活有什麼不同？

可以選擇的話，想在哪裏長期發展？

單身也很自在
麥：愛情還是隨緣吧，我覺得單身也很自在，也沒有規定找到愛
情才算成功嘛。對於未來對象的選擇，也不會局限是哪裏人，香
港有可能，內地也有可能，最後還是看緣分，從心吧。

重在兩情相悅
梁：對於任何形式的愛其實自己都能接受，沒有什麼特別的看
法。愛情是個人的隱私和個人的價值觀，自己的愛情故事不太方
便說，不排斥在內地尋找另一半的可能性，關鍵是兩情相悅。

拒絕「快餐愛情」
鄔：並不會對婚姻感到焦慮或恐慌，更願意花時間去了解一個
人，給予彼此時間磨合成長，而不是現在的快餐式愛情。

異地戀太艱難
劉：我目前是單身，因為目前還不確定在哪裏讀博士，有可能會
在香港，也有可能會在國外，所以感情的事情，想先確定了讀博
的地點再做選擇，畢竟大部分的異地戀還
是很艱難的，對雙方都是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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