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歷地標建築從無到有 心情如嫁女般欣慰

與監管機構 面對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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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契機下，我
認為只要把握好自己
的心態，全力去做，
認真工作，善待身邊
的人，我們和我們所

在社會一定會越
來越好的。

在香港，也許我們
會和比較熟的幾個同事
去旅行，但不會全行同
事一起集體出遊。我在
深圳時有幸第一次體驗
集體團建，感覺真的好
難得。

商會資源共享
港商少走彎路

在內地打拚近40年，見證粵
港兩地從 「前店後廠」 到服務業
合作，內地投資建設從 「引進
來」 到 「走出去」 的發展變化，

日新月異是杜源申對內地快速發展最深的感
受。在這個過程中他也目睹內地專業人才素質
的飛躍。這讓杜源申內心有一種迫切感，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杜源申語重心長地表示， 「香
港市場很小，粵港澳大灣區大大拓展香港的市
場版圖，我希望香港年輕人看到並能把握住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帶來的機遇。」

跨境交通完善 大灣區大市場
杜源申是最早一批到內地發展的專業人

士，作為前羅兵咸永道廣州分所合夥人，他
1985年來到廣州發展。那時，廣東甚至還沒
開始修建公路。 「剛剛來廣州時，要從香港帶
牙膏、廁紙等生活物資，騎自行車拜訪客戶的
日子，彷彿還在眼前，轉眼間廣州已經成為應
有盡有的繁華都市，互聯網發展更是為生活帶
來極大便利。」

讓杜源申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並沒有專
門為港商服務的平台，也沒有一站式服務，加
入商會交流信息、共享資源，可以讓前來發展
的港商少走彎路。2003年至2010年期間，杜
源申曾任香港商會會長，就常代表香港企業與
廣州的企業交流溝通。

作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在金融、貿易等
領域都有着獨特的優勢，但杜源申認為香港不
能因此故步自封，在他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是香
港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 「香港市場小，要再
發展會受到地域限制，粵港澳大灣區是將香港
的版圖大大拓展，尤其是隨着跨境交通的完
善，灣區成為一個整體市場，每個城市都有自
己的角色。」

「因為疫情關係，香港與灣區內地城市的
融合步伐慢下來，但是人員交流減少了，項目
並沒有少。」 杜源申告訴記者，很多活動從線
下轉到線上，政策宣講、企業交流和分享經驗
等都沒有停頓，相信恢復正常通關之後兩地的
交流和融合會加速發展。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資料來源：海關總署廣東
分署

香港市場小，要再發展會受到地
域限制，粵港澳大灣區是將香港的市
場版圖大大拓展，尤其是隨着跨
境交通的完善，灣區成為一
個整體市場，每個城市
都有自己的角色。

港專才25載見證 穗深高樓平地起

今年的7月1日，
對於土生土長的港人羅進
良而言是 「雙喜臨門」 的一天：
既是香港回歸紀念日，亦是他參加工作
25年的紀念日。25年前的這一天，他從
香港大學畢業後正式加入戴德梁行。當
時剛成為職場 「新鮮人」 的他，一直留
意着當日的回歸儀式。 「伴隨着國歌，
五星紅旗在香港緩緩升起，這個畫面一
直烙印在我腦海裏。」 羅進良感言，很
幸運能在人生進入新階段時與香港特區
共同成長。

地產界精英 學講普通話
廣州天河太古匯27層高的落地玻璃

窗外，可以看到廣州中軸線上的高層建
築。作為地產界的專業人士，羅進良經
常在辦公室遠眺這些高樓大廈。25年從
業生涯中，他先後在香港、深圳和廣州
工作、生活過，見證着香港回歸祖國25
年來，大灣區核心城市一棟棟高樓平地
建起，也親歷了多宗地標建築從無到有
的建設全過程。

羅進良還保留着一張珍貴的舊照
片，那是他初參加工作那年，和公司前
輩們的合照。身材高大的他西裝革履，
站得筆直，臉上笑容燦爛，對前途充滿
信心。工作最初五年，羅進良在香港公
司負責大宗交易工作。 「香港回歸之
後，很明顯看到香港和內地經貿往來增
多，我身邊很多同事都開始學習普通
話。而我手頭的工作亦越來越頻繁地接
觸到來自內地的資金、客戶。我也開始
特別關注內地的經濟和市場發展前
景。」

跨過深圳河 北上展身手
在香港工作期間，羅進良留意到內

地市場發展越來越迅速，想到內地市場
闖一闖。 「當時我還年輕，想到就去
做，不會有太多包袱。我直覺內地房地
產市場會起飛，很想抓住這次機會。」
2002年，抱着興奮和期待的心情，羅進
良背着背包跨過深圳河，來到戴德梁行
深圳公司，準備到這片更廣闊的市場施
展身手。

「大家都說香港生活節奏快，其實
當時深圳生活節奏一樣很快，那時候會
感受到大家都有一股衝勁，你追我
趕。」 羅進良還記得，當時辦公室所在
的大樓有69層高。他有一次加班到晚上
十二點多，客梯已經關閉，只能乘坐貨
梯下樓。 「我進了電梯，又轉了一個觀
光梯下樓。那時已經是十二點多了，我
看到很多樓層仍然亮着光，每一層都陸
續有很多剛下班的人進電梯，最後擠得
滿滿的。那種感覺是挺震撼的。」

羅進良在深圳工作期間，參與深圳
大大小小地標建築的建設，親歷內地房
地產市場的起飛。 「做這一行比較有趣
的是，你走在街上，常常會和參與建設
過的地標建築不期而遇。那是一種難以
形容的自豪感。」 羅進良印象最深的是
參與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建設，前前後
後花了8到10年時間，看着大樓成功租
賃，那種心情宛如嫁女兒一般欣慰。

「從地塊選址開始，我們就做前期研
究，給開發商提供顧問建議。看着大樓
往下挖地基，轉眼又看着寫字樓一層層
往上建，起到600多米那麼高，再參與
到寫字樓的租賃，整個過程很漫長，投
入很多感情，但很值得。我會感受到自
己對這座城市是有貢獻的。」

大灣區契機 工作第二春
2020年，羅進良再次轉換城市，

來到同樣屬於大灣區核心城市的廣州工
作，擔任戴德梁行廣州公司總經理。而
粵港澳大灣區也成為羅進良北上工作後
的第二個機遇。 「內地城市工作機會很
多，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一個更加便利、
高效率的生活和工作的圈子。交通設
施、大灣區的基建合作越來越多。」

20年前，從香港搬到深圳，羅進良
「一支公」 闖天涯。這次從深圳到廣

州，他拖家帶口，與妻兒一起定居廣
州，孩子也轉入廣州的學校。 「現在從
我的玻璃窗外就可以望到孩子學校的操
場。」 羅進良爽朗地笑道： 「我兩個孩
子現在都在廣州的學校讀書。我從辦公
室步行回家也不過十來分鐘，工作和生
活狀態很平衡。」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節點，羅
進良已經是一名在大灣區有25年工作經
驗的資深地產人士，他對於人生和事業
也多了一番新的思考。對於 「香港同胞
創業建功的舞台越來越寬廣」 的說法，
羅進良深感認同。他認為： 「在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契
機下，我認為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態，
全力去做，善待身邊的人，我們和我們
所在社會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恒生銀行企業
銀行客戶關係
部執行副總裁
兼部門主管

戴德梁行
廣州公司總經理

羅進良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粵港
金融往來越來越密切。銀行業界
不少專業人士都擁有在粵港兩地
的工作經驗。現任恒生銀行企業

銀行客戶關係部執行副總裁兼部門主管的港青
吳崇溱就是其中之一。吳崇溱是一位土生土長
的香港人，如今的他之所以能說一口流利的普
通話，靠的是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工作經歷。
2007年，吳崇溱成為香港恒生銀行的管培
生，之後輪換過不同的崗位，不知不覺已在恒
生扎根工作15年。2017年，吳崇溱有機會來
到恒生中國工作，擔任當時珠三角地區的業務
區長，後又兼任深圳分行行長至2020年。

吳崇溱感言，在內地工作的三年經歷，讓
他能更好地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跨文化的融合。
「在香港的時候，我的團隊和我都在同一個辦
公區，就坐在我旁邊；而在內地時，我需要管
理恒生在廣東8個城市的十幾家分支行，這就
需要做好不同地區團隊的溝通、激勵和有效率
的管理，會有和在香港時不一樣的考量。」

內地科技 走得靠前
對於在內地的工作和生活，吳崇溱也有很

多印象深刻的事。比如，在任職深圳分行行長
前，按內地的規定需要參加監管機構的考試，
除了筆試，還要參加監管機構負責人主持的面

試，這讓吳崇溱體會很深。 「作為銀行的非合
規崗位，在香港是很難有機會與監管機構的官
員像這樣面對面直接交流的，對我而言這是一
個很寶貴的溝通和學習的經驗。」 而內地生活
的便捷也讓吳崇溱記憶猶新。 「內地的電子及
移動支付比較發達，我在內地生活時也會常常
用美團、滴滴、攜程等，感覺內地在推動科技
發展方面走得比較靠前。」

另外，內地同事們的集體團建活動也讓吳
崇溱有了不一樣的體驗。 「在香港，也許我們
會和比較熟的幾個同事去旅行，但不會全行同
事一起集體出遊。我在深圳時有幸第一次體驗
集體團建，感覺真的好難得。」 吳崇溱說。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難忘
體驗

日新
月異

灣區建設 把握契機

吳崇溱

集體團建 難忘體驗

杜源申

灣區一體 市場擴大

▲香港專業人士杜源申認為，粵港
澳大灣區大大拓展香港的市場版
圖。圖為杜源申在廣州參加
活動。 受訪者供圖

▲戴德梁行廣州公司總經理羅進良在內地
工作後，發現兩地同事都一樣對工作專

注盡責。圖為他和同事在溝通業務。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粵港總體貿易規
模，從1997年的2798.5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大幅攀升至2021
年的1.17萬億元，年均
增長6.1%。

粵港深化
經貿往來

掃一掃 有片睇
▲港青吳崇溱（前左一）與香港同事一起慶祝
生日。 受訪者供圖

▲羅進良（前排中）喜歡
灣區內地城市舒適的生活
環境。圖為他在深圳和同
事外出遊玩。受訪者供圖

•廣東對香港以保稅物
流 方 式 進 出 口 ， 從
1997年的48.3億元增
長至去年的2816.4億
元，佔粵港貿易比重
由1997年的1.7%提升
至去年的24.2%。

保稅物流發展迅速

•民營企業在粵港貿易
中的佔比，由1997年
的3.2%提升至去年的
42%。外商投資企業
進出口規模從1997年
的1326.1億元增長至
去年的6385.2億元，
佔比從47.4%提高至
54.8%。

民企外貿佔比飆升

•粵港貿易以公路運輸
方 式 進 出 口 為 主 ，
1997年至去年，佔比
由1997年的66.1%提
高至92.6%。

跨境物流更加暢通

•廣東對香港出口高新
技術產品，年均增長
17.2%，佔比由1997
年 的 6.6% 提 升 至
63%。

出口商品結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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