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建生物科技公司打破培養基國外壟斷
籲港青以開放心態看內地

1996年，潘洪輝在香港中學畢業後赴美國讀大學，一路讀到生物化學
專業博士。學校裏，他是醉心研究的學術達
人，長期跟實驗打交道使他形成了一切從一手
數據出發的理性思維模式。
博士畢業後，潘洪輝在美國知名生物技術公
司任高級研究員、亞太地區技術負責人，負責
新一代無血清培養基配方研發及支持亞太地區
生物製藥企業客戶。

內地生物醫藥前景廣闊
潘洪輝說，國外求學、從業的經歷開闊了自
己的眼界，「更重要的是，自己由此注意到了
內地生物醫藥行業的廣闊前景。」
另一邊，父親曾經的一句話讓他深受觸動。
「有一年父親來美國跟我住了半年，走的時候
對我說，沒辦法跟他的孫子溝通，因為小孩子
不會說中文。」這讓潘洪輝開始認真考慮回國
的問題。
2012年，潘洪輝下定決心回國發展，「內地
對生物科技人才需求很大，我明白回來將有更
多的機會。同時，我覺得在共同的文化體系
裏，我會有更好的發展。」
初期，潘洪輝加盟了一家內地知名生物醫藥
企業，擔任技術總監、首席科學家。這段腳踏

實地的工作經歷，讓他更加確信內地的生物醫
藥產業發展空間巨大，決定更進一步，開啟自
己的創業之路。
潘洪輝將培養基研發生產作為創業方向，這

是生物醫藥產業的關鍵原材料，「內地培養基
供應基本被國外大企業壟斷，交貨期限長，產
品質量不穩定，且易受外部因素影響，這對藥
企來說是很大的制約。」
幾經選址，潘洪輝決定將項目落戶粵港澳大

灣區，於2018年在廣東中山聯合創辦了中山康
天晟合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對這裏非常熟
悉，跟家人在這邊生活很安心。」他說，「過
去5年，大灣區在生物醫藥領域迅速發展。對
科創企業來說，及早進入大灣區『鎖定』市
場，對未來開發國內國際市場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

布，明確提出「支持中山推進生物醫療科技創
新」，潘洪輝扎根大灣區的信心更足了。如
今，他的團隊已從初創時的12人發展到100多
人，公司從900平方米的研發實驗室發展到現
在擁有近1萬平方米的創新服務平台，贏得國
內外近100家生物製藥和生物技術企業客戶的
認可和信賴，並獲得行業多家知名風險投資機
構的戰略投資。

抓住灣區機遇勿錯過
回顧自己的經歷，潘洪輝說，到內地親身體

驗這裏的發展變化，對香港青年開闊眼界十分
重要。面對記者採訪，他表現出大灣區青年的
語言特長，在普通話、粵語、英語之間自如切
換，暢談自己對大灣區的理解和展望。
長期從事科研的潘洪輝看重一手數據，講求實

事求是。他說，道聽途說只會變成「盲人摸
象」，香港青年應當抱着開放的心態看待事物，
尤其要親身經歷、感受後，再做出自己的判斷。
「大灣區大機遇。這趟『車』已經啟動了，快點
『上車』吧，不然就錯過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記者藍單、劉亮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超級聯繫人」是梁鑒坤和唐震宇對自己的
人生夢想與職業角色的定位。這對「85後」香港青年是
在暨南大學求學的同學，先後在暨南大學攻讀本科、碩
士、博士學位，因相似的求學經歷、工作經驗和興趣愛好
而成為親密無間的拍檔，長期活躍於深圳、廣州、佛山、
肇慶等灣區城市， 致力於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建立創
業者聯絡服務中心，將創業者、政府、市場、服務商多方
對接，幫助港澳人士來大灣區創業就業。
「我們大學期間就萌生了做對接人的想法。」唐震宇
說，他和梁鑒坤在讀書期間就很喜歡嘗試新鮮事物和到處
走走看看，工作之後先後通過會展、會議、路演、對接交
流會、眾創空間與孵化器等積累經驗，同時學習台港澳與
華人華僑創新創業服務體系搭建。

分享創業資源 助外資企落戶
梁鑒坤舉例說，很多人對大灣區的理解只是「有機遇」
三個字，但並不知道這個機遇是什麼，跟自己有什麼關
係。「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幫助創業者對接創業資源、信
息和服務，在人才、法律、稅務、市場推廣等方面做輔
助，幫助台港澳與華人華僑的外資企業迅速落戶內地。」
經過多年的學習、調研、實踐與籌備，2019年7月，梁
鑒坤和唐震宇在肇慶成為「合夥人」，在肇慶新區成立明
湖信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明湖」），為來肇慶投
資創業的台港澳與華人華僑青年提供對接服務，包括接洽
粵港澳政企、客商團體來肇慶新區實地考察，結合他們自
身的發展需求向他們推介肇慶本地的產業項目等。
目前，明湖已幫助 3 家香港企業和 2 家創業團隊落地
肇慶新區。

唐震宇說：「如果做比喻的話，我們就是
『開荒牛』角色。」他相信大灣區的建設發
展速度，也看好肇慶的發展空間，如果前
期做好創業就業規劃，將有更多人可以
共享城市發展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記者劉亮、藍單報道，「我應
該是這個創業基地中年齡最大的港澳『青年』了，」在肇慶市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50歲的鄭伯渠，在這裏， 以「青年
創業」過來人的身份，從事服務青年人創業相關工作，每天要
和一群青年人一起共事。
「我1999年於深圳開創自己的事業，這次粵港澳大灣區的
建設，給了我事業發展的第二次機遇。」鄭伯渠7歲時隨家人
從汕頭來到香港，一直在深港兩地從事房產投資管理、企業市
場推廣等工作。2020年12月，他首次來到肇慶，便被這座城
市吸引。在鄭伯渠看來，肇慶依山伴湖沿江，生態環境優越，
在這裏居住生活質量高；而作為大灣區投資窪地，肇慶發展潛
力巨大，未來投資回報可期。

搭建平台服務青年創業
今年是鄭伯渠第3次來到肇慶，他成立金恒資訊科技（肇
慶）有限公司，並創立「灣區青年創業共享平台——青灣
匯」，助力青年人創業成長。
他成立「青灣匯」，借助過去創業及20多年在內地工作積
累的經驗和人脈，為青年人創業「問診把脈」，搭建平台，提
供項目配對，為新創公司提供後續支援。
鄭伯渠面對青年提供創業服務支援的同時，還將為成熟企業
提供服務，協助開拓新市場，助力組建營銷團隊和物色合作夥
伴，提供營銷渠道及可行方案。此外，他將作為超級聯繫人，
協助聯繫各路專家提供專業服務，傳遞和解讀政策，提供財
務、法律等方面的專業意見，將各類有市場價值的產品和服務
轉化為盈利項目。
在鄭伯渠看來，港澳青年和世界接觸機會更多，思維多元，這
種眼光和思維方式有利於創業。但在內地創業需要適應當地的文
化，不能將香港的標準作為衡量事物的唯一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長大、美國求

學、粵港澳大灣區創業，「80後」生物化學博士、中

山康天晟合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潘洪

輝有着別樣的成長軌跡。這位香港會考的尖子生、美

國大學裏的「學霸」博士、全球知名生物技術公司的

亞太地區技術負責人，如今選擇扎根大灣區，搭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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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的鄭伯渠（右二）在肇慶成立公司，服務港澳青年
創業。同學變身合夥人

為港人對接灣區 創業過來人：
灣區給我事業發展
第二次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記者劉亮報道，「工作只是謀生
的一種手段，而事業則充滿激情和挑戰，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找到全新的自己。」在肇慶新崗茶場當了7年茶農後，香港青
年余威向記者道出內心感悟。
從小在香港長大的余威畢業於暨南大學，2014年考上了香港
廉政公署。正準備入職時，父親找他談心，希望兒子繼承家
業，到肇慶懷集大稠頂茶場工作。
從香港到懷集大稠頂，余威既興奮又忐忑。興奮的是第一次
全局了解一片茶葉的生產全流程。余威穿上茶農工服，與工人
同吃同住，從零開始學習茶場生產、管護，學習茶葉採摘、製
作，學習茶葉發酵、製作。
忐忑的是，各地茶葉市場異軍突起，新品牌和新營銷模式令人
應接不暇，高端茶葉市場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市場的劇烈變
化一度使茶場銷量下降近七成。通過走訪市場後，余威果斷下調
茶葉單價，最終通過降價走量的方式成功度過危機。

探索跨界 打造文化品牌
經歷錘煉後，余威愈發明白品牌建設的重要性。在維繫原有
直營店基礎上，他聯繫上書店負責人，將茶葉和文房四寶共同
展示，倡導「一杯茶一本書一人生」，賦予茶葉更深層次的文
化內容，取得良好效果。與此同時，余威不斷探索跨界合作的
可能。近日，以新崗綠茶入選肇慶十佳旅遊手信為契機，余威
主動走訪位於肇慶市的裹蒸粽生產企業。「裹蒸粽和新崗綠茶
都是肇慶特產，我們有無可能生產一款含有茶葉元素的裹蒸
粽，實現資源共享、客戶共享？」
在內地發展7年後，余威不僅有了自己的事業，還組建了家
庭，2020年女兒的出生更讓他堅定當年的選擇。「我很滿意現
在的生活，這條路我沒走錯。」

放棄「鐵飯碗」
到肇慶當「茶農」

●梁鑒坤（右後排一）和唐震宇（左後排一）參加華人
華僑論壇活動。 網上圖片

●潘洪輝如今選擇扎根大灣區，搭上發展「快車」。 網上圖片

●余威（中）研判茶樹生長過程，科學制定採摘計劃。網上圖片

搭

之 大 灣區 大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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