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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歲翟女士與丈夫都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警
務人員，原本視香港為養老首選，惟一場突
如其來的黑暴，打破平靜生活，香港也變得

陌生，港人引以為榮的醫療服務更充斥着政治立
場至上、救人天職擱一邊的黑醫護。翟女士坦

言，退休生活與醫療服務息息相關，擔心以他們警
務人員的身份求醫，隨時變成「靠害」，加上內地

社會氛圍及社區配套完善，相信是退休樂土，故今年初她在廣東省江
門購置兩套房產，預計明年中，與丈夫、公婆以及愛犬移居大灣區。
翟女士早前向警隊申請退休後，在一間治療中心教授康復普拉提運

動。前年的修例風波，她上班地點附近的街道亦被非法集結者佔領，
身穿黑衣、戴黑口罩的遊行者，將街道圍到水洩不通，城市原來的秩
序被破壞，行人無法通行，需要康復訓練的病人自然也無法前往，
翟女士的住所與工作處的兩個地鐵站也接連被破壞，「彷彿日常生
活都被侵入，原本熟悉的香港嗰一刻變得好陌生。」

黑醫護出現 對公院就醫存陰影
眼見手持武器的黑衣暴徒肆意破壞香港，身為前警務人員的她
心痛卻無能為力，對在香港養老更感卻步，尤其退休後的醫療需
求殷切，惟她已對香港醫護失去信心，「黑醫護的出現讓我對前
往公立醫院就醫產生陰影，今時今日，政治甚至已經侵入到醫
療系統，醫護非以醫人治病為第一職責，而將政治理念擺在首
位，這實在令人害怕。」這樣膽戰心驚的生活讓她心力交瘁。
黑暴餘波猶在，疫情又起，接連的打擊讓香港難以快速恢復

往日活力，內地在疫情管控方面贏盡讚賞，也吸引翟女士的眼
球，而公婆的一番話讓她與丈夫下定決心，「老爺奶奶如今已
經90幾歲，在老家江門尚有幾位親戚，他們說想要在有生之
年，與親人團聚。加上內地不管是社會氛圍還是健康安全都出
色，家人很快達成一致共識。」
下定決心後，她通過網上視頻與航拍片段比較江門多個樓

盤，於今年初通過置業顧問購置兩套物業，「無論是環境還是
提供的服務都屬上乘，住宅的設計、南北通透的朝向都是我比
較滿意的，小區內樓盤密度低、綠化充足，你很難在空間缺乏
的香港找到相似的配套。」
解決了養老大事的翟女士已經按捺不住心情，編織美好的退

休生活，「有機會的話想繼續從事普拉提運動授課，好期待識到
新朋友、好鄰居，盡快融合當地，展開全新生活。」

讚社區配套完善
女警購兩套房產

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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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歲的梁女士從事市場推廣
文職工作，年輕時周遊列國，
在全球各地尋尋覓覓還是覺得
內地才是落葉歸根的地方，
「近年留在『自己地方』的念
頭愈來愈強，我是中國人，這
是不爭的事實！」今年初，她
到內地觀摩，乍見內地已高速
發展為智能城市，對銀髮族配
套贏香港幾條街，回港後馬上
置入廣東省中山市一套物業，
並與同屬單身的胞妹協定，60
歲之前回內地享受退休生活。
梁女士生於斯長於斯，在港

有物業、有親人，更曾周遊列
國，但始終毋忘內地才是她落
葉歸根的地方，「年輕時也有在外國讀書生活，但
隨着年紀漸長，『自己地方』的念頭愈來愈強。儘
管英語說得怎樣流利，我是中國人。」所以，她從
未曾考慮到外國養老。

內地物價水平較低吸引
談到香港，她嫌香港的生活節奏太快、城市設計

密度太高，未必是退休最佳選擇，相比之下空間充
裕、地大物博的內地，更能滿足其需求，「內地那
麼多秀美的山川河流等待我退休後去欣賞，如今高
鐵如此發達，說走就走的旅行不在話下。」
內地物價水平較低，對她來說也是吸引之處，

「在香港生活，交通、餐飲、
娛樂消費加起來，每月起碼要
6,000港元，參考朋友的情況，
在內地每月生活費大概在2,000
港元，有3倍的差距。」
今年1月，梁女士北上實地

了解，而內地城市科技化與智
能化使她歎為觀止，「去醫院
不需要苦苦排隊，掃碼登錄官
方平台，無論是排隊、付款還
是取報告，動動手指全部搞
定。各大超市聯網手機平台，
新鮮菜肉隨時送貨上門，小區
樓下的智能生鮮櫃還為外出者
提供暫存服務，太了不起
了。」

在周全考量後，她隨即豪擲約160萬港元，在
中山市購置一套物業。小區內包含多個運動場、
燒烤區、休憩公園等，附近大型超市、三甲醫
院、商場等一應俱全，距離最近的火車站僅需15
分鐘車程，1.5小時直達香港。
梁女士在中山舉目無親，但天涯一家親，

「嗰次實地考察，當地人給我的印象熱情
友善，中山與香港大致相同的氣候與飲
食也讓我感到親切。不少香港朋友
早早在內地置業，希望未來可
與三五知己，共享退休
生活。」

●●內地房產投資內地房產投資
顧問沈永年顧問沈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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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於56歲的黎先生而言是出生地，也是發
跡地。上世紀90年代，他把握香港經濟騰飛的難
得機會，從一名窮小子搖身變成高管一族，在港
已坐擁幾個物業，過着優哉悠哉半退休生活，惟
修例風波觸發的連場暴力事件，砸打燒毀掉他及
所有愛港者的家園：「這場風波讓我好似唔再認
識香港。」由此，他萌生了尋根的念頭，於去年
底在母親的家鄉廣東省中山市購買樓花，並已在
當地生活兩個多月，決心做「大灣區人」，融入
灣區新生活。
黎先生的經歷是不少港人的寫照：年幼時家境

欠佳，升讀至中五就輟學投身社會，其後半工讀
完成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多年職場生涯，輾轉涉
足建築、銀行、貿易等不同行業，漸漸晉身管理
層。
事業得意的代價是夫婦相處時間減少，婚姻亮

紅燈，他不惜放棄高薪厚職轉做兼職項目管理課
程導師，希望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但最終也無
法挽救婚姻。兩人沒有子女，於2011年和平分
手，「婚姻失敗讓我成個人轉變咗好多。」
黎先生開始籌劃人生精彩下半場，告別營營役

役的職業生涯，改為結交各階層的朋友，盡情發
掘興趣。愛好電影的他是戲院常客，曾試過一年
內累積觀看300部電影，甚至做過半年的製片
人。
這種逍遙的半退休生活，在2014年違法「佔

中」事件中幻滅，黎先生坦言那年始發覺「香港
社會病了！」事件平息後，他還心存僥倖希望香
港社會自行修復傷患，詎料2019年是病入膏肓，
發生修例風波及連場暴力事件，他更感痛心，尤
其面對價值觀大錯特錯的年輕人，他愛莫能助，
令他萌生起尋根的念頭。

黎先生父母的祖籍分別是番禺和中山。早年，他
遠赴該兩城市親身了解，被消費指數適中、親戚較
多的中山吸引，最終花費約170萬元人民幣在中山
石岐區一處購入樓花，擬作退休後的安樂窩。

心儀單位被搶先購入 不再猶豫
他憶述，內地樓盤相當搶手，當時他有意在比

較幾處樓盤後才拍板，但在內地接受14天隔離檢
疫期間，心儀的單位竟大多被人搶先購入，他再
無猶豫空間，花兩小時就完成付款預定手續。新
樓仍未入伙，他已急不及待在中山租屋暫住適應
新生活，他解釋既已決定做「大灣區人」，就要
盡快到灣區適應融入新生活。

根據香港統計處於2016年的估算數字，在廣東
省逗留6個月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人數逾53
萬，其中不少是退休安老者。除了入住當地的安老
院，自理能力較高的港人更傾向置業居家安老，但
港人必須清楚內地買樓程序及限制，以免招致不必
要損失。例如，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匯款每人每天最
多8萬元人民幣，故需要分期匯款繳交首期，部分
港人嫌麻煩，改為使用坊間的找換店匯款，但如遇
不法商販，可能房財兩失。

非100%保證成功 文件錯漏打回頭
內地房產投資顧問沈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直言，結匯買樓在實際操作中基本行不通。在內地
買新樓盤，付訂金後一般7天內繳交首付。由於結
匯所需手續繁瑣，至少需時兩星期，亦非100%保
證成功，如文件有個別錯漏，會被打回頭。部分港
人買家改用找換店匯錢，但如遇不法商販，可能招

致損失，所以市民要預早匯
款，確保不會錯過交易期。

去年6月底，香港金融發展局
曾發表研究報告，建議推動聯通
大灣區支付轉賬基礎設施，將本地支付工具「轉數
快」擴展至大灣區，透過類似「大灣區轉數快」提升
跨境支付結算效率，並逐步提升或取消跨境匯款的8
萬元上限。不過，有關建議目前未有進一步消息。

兩地按揭貸款有別亦令不少購房港人困惑。中山
地產經紀歐少聰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人
在大灣區買一手樓，一般可申請按揭，由發展商指
定貸款銀行，與香港由買家自選銀行申請按揭的做
法不同。

在貸款利率方面，歐少聰指，香港一般是2%以
上，內地則相對較高為6%左右。極小部分試點樓
盤會與香港銀行有合作，但用人民幣結算，利率約
3%左右。

大灣區急速發展，不但為港青北上打拚事業擴展了廣闊的空間，近年大批

中產銀髮族亦被灣區飛快的發展步伐、完善的安老和醫療配套吸引，在計劃退

休生活時，開始將眼光投向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香港文匯報近日訪問了三位已

在內地置業的中老年港人，揭示促使部分人北上落葉歸根的最大轉捩點，不僅是

因為對家鄉的情懷、大灣區軟硬件的吸引，更重要的是前年在香港

發生的修例風波，令他們感到香港社會已經變質，所以都希望

落戶灣區，擁抱和諧宜居的小天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邵昕
中山

黑暴令我唔識香港
高管尋根融入新生活

內房投資顧問：

結匯買樓實際操作行不通

見配套贏港幾條街
姊妹擬退休後享受

▶中山地產
經紀歐少聰
(左一)和黎
先生 (左二)
兩人因購樓
結緣，成為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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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院舍比較

院舍床位

照顧員

舍位月費

優點

缺點

灣區

廣東省
43萬張床位

一名護理員
照顧5名長者

2,000元
至

6,000元
人民幣起

空間大、
照顧質素優

深圳以外地區，
無法使用長者
醫療券

香港

7萬

低度照顧院舍：
一名護理員照顧60名
長者

中度照顧院舍：
兩名護理員照顧40名
至60名長者

高度照顧院舍：
五六名護理員照顧30
名至40名長者

資助院舍：2,000港元

私營院舍：
4,500港元至兩萬港元

資助院舍收費低、可以
使用長者醫療券

空間狹窄、照顧員人手
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