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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有話說】
劉同學正就讀中五文科。他雖然知

道內地有很多不錯的大學，但擔心
相關學歷不受國際認可，讀完也
「徒勞無功」，加上要孤身一人
到大灣區升學，在衣食住行方面都
難以適應，「我不清楚內地城市的
租屋流程、情況，飲食習慣方面亦有
出入，到時自己一個人面對真的會束手
無策。」
【專家解惑】
不少大灣區內地大學已獲國際認可，不少
香港僱主也承認相關學歷。在生活起居方面，
周綺萍認為，港青初到內地時可能對衣食住行
等範疇要重新適應，但相信很快會解決到，
「這是你去任何一個陌生城市都需要經歷的，
需要一個熟習的過程。不少人在香港都會用淘
寶等，熟悉電子平台操作，到內地後可能覺得
更方便，那裏有美團、打車軟件，方方面面都
可以照顧到。」
梁偉佳直言，這些「困擾」或許來源於對
內地社會的既有錯誤印象，「事實上廣東文化
與香港同宗同源，飲食、語言方面都相似。但
因為不少港人對內地缺乏了解，認知仍停留在
很久之前，覺得內地人不禮貌、內地治安不好
等，因此難以認同。但事實上現在內地，不論

是市民素質還是社會治安都與香港
相差無幾，居住生活一樣方
便愜意。」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
該加強對大灣區的
宣傳，增加港人對
內地生活的了
解，減少這些誤
會的產生。

【港青有話說】
鄭先生：不排斥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但當地人工低於香

港的薪酬水平是阻礙我北上發展的最大顧慮。我本身讀會計
科，已經有兩三年工作經驗，最近考慮轉工，都曾經了解過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工作計劃，但始終未找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
打工都是為份糧，擔心人工低是否能夠維持生活。

【專家解惑】
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梁偉佳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無可否認香港的工資水平現仍高過大部分大灣區內地城市，但他
提醒青年不可只看眼前的數字，同時要考慮到內地飛速的發展勢
頭與機遇，以及漲勢迅猛的薪酬趨勢。
他指出，灣區內地城市的加薪機制與香港不同，香港企業加
薪多數跟隨物價通脹調整，但內地企業的加薪更看重GDP，
隨着近年內地的飛速發展，薪酬升幅明顯，根據「2020年粵
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調查」結果預測，香港企業今年的薪
酬加幅介乎1.7%至1.8%，但包括深圳在內的廣東八個城
市平均加薪幅度則介乎5.2%至5.6%，部分城市更達雙位
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發現，以深圳為例過去十年當地
市民的薪酬加幅達1.68倍，期內香港加薪幅度僅
55%，有研究推算再多十年，深圳人工將超越香港。
同時，當地物價低，人工「好使」也是考慮因
素。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則指出，大灣
區內地城市薪酬水平低的同時，生活開支亦低，
「過往情況來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每月租金
普遍在三四千元人民幣，這個價格在香港甚
至租不到一間劏房，而出行、飲食、日常
消費均低過香港。現在不少內地企業為吸
引人才，不惜以香港市價聘請港青北
上，出香港人工在內地花費好好
用，可以儲到更多錢，生活條件
上還能較香港更舒適。」

【港青有話說】
鄧小姐：不排斥北上發

展，但擔憂現在內地不少行
業仍處於發展初期，沒有成
熟的配套，許多工作需要從
頭做起，增加工作難度，未
來晉升前景也比較迷茫。工
作都需要看前景，我是否能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持續發

展，以及未來的晉升機
會如何？一切都是未
知數。如果要像「開
荒牛」一樣從頭摸
索，真的會很辛苦。
【專家解惑】

周綺萍表示，正正因
為內地城市未成熟，市場

未飽和才有無限商機，「視乎每
個行業的不同情況，有些行業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發展比香港好，如創科業、電子商貿

等，跳過漫長發展過程，一下子衝刺到拋離香港。」
對一些發展尚不如香港的行業，她形容是「危」

「機」並存，「做『開荒牛』確實辛苦，但帶來的回報
也將高於平時，一間有發展前途的企業，你愈早投身就
愈有機會躋身高級管理層。」
她舉例說，過往經驗來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平均

五六年職位就能升一級，在一些規模小的公司，短短幾
年由基層員工晉升至高級管理層不足為奇，「因為當地
發展速度快，相對晉升機會大、速度也更快。」
梁偉佳強調，大灣區發展仍有許多「待完善」的地

方，因此就催生更大的人才需求，並鼓勵港青融入大灣
區，利用自身優勢成為區域性管理人才，「港青對港澳
制度的了解是大灣區其他人才不具備的，在結合兩地制
度，進行區域性管理上有明顯優勢，若青年肯花時間去
了解，大灣區能帶來的機遇絕對超乎想像。」

【港青有話說】
江先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

展未嘗不好，但是大灣區很大，
並非像深圳般鄰近香港，也未必
可以即日來回，如果在偏遠的地
區工作，等同離鄉別井，但即使
在深圳工作，可以即日來回，相
信每天回家已經很晚，難以享受
私人娛樂時間。「每日回家已經
很夜，只會直接睡覺，不要說陪
家人的時間，根本連私人時間都
沒有。」
【專家解惑】
梁偉佳指出，隨着大灣區各項

交通基建項目完工，距離造成的
困擾正在慢慢減低，高鐵、港珠
澳大橋的開通、各地公路網絡的
完善，逐漸實現大灣區一小時生
活圈的概念，「如果在深圳工
作，完全可以做到即日來回，就
好似往來新界及市區咁；即使是
廣州，通過高鐵也能在一小時內
抵達香港。」
周綺萍亦表示，現時不少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的港青選擇在
周末回香港與家人團聚，「周五
晚回香港，周一早上前往工作地
點，整個周末都可以在香港度
過。」
她直言，香港年輕人的工作
壓力很大，即使身在香港，
也未必日日有時間與家
人相處。一些居住在新
界偏遠地區的青年更會
搬離原生家庭，到市區
租屋，放假才回家探父
母，往返所需時間與往返

灣區內地城市相若。

【港青有話說】
譚先生就讀社會科學，他自評普

通話水平相當「普通」，如果到大
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擔心會與同事
出現言語不通的情況，尤其是遇上當地
人使用方言時，容易造成溝通障礙及影響
工作表現，「我的普通話真是一般，如果到
內地工作與同事溝通上出現誤會，相信有可
能造成好大件事，會好尷尬。」
【專家解惑】
周綺萍坦言，不少大灣區內地城市以粵語

作為方言，同時也有為數不少的外省員工及
管理層以講普通話為主，因此港人有學習普
通話的必要。

她認為，普通話對港人而言並非陌
生語言，港人有中文的語言基礎，
適應起來並不難，「也有人真的不
自信，會選擇報讀課程特訓幾個
月，但大部分人選擇與當地朋友多
對話，以此練習，只要不怕醜，提
升普通話並不困難，秘訣就是多聽、

多講，幾個月就克服到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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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入息及開支比較
14,511港元

9,685港元

37.4%

28.7%

7.1%

3.3%

23.4%

註：*此乃深圳市民收入，深圳港人一般多數千元，「大灣
區青年就業計劃」參加者月薪最少1.8萬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統計月刊》2018年4月刊、
深圳統計局《深圳統計年鑒2018》、深圳市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每月收入平均數

人均每月總支出

住房佔比

食品佔比

交通佔比

衣履佔比

其他佔比

6,737.3港元*

4,476.3港元

31%

30%

9%

3%

27%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港青北上升

學、就業以至生活提供廣闊的發展空

間。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日前在講話中表示，期盼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自身獨特優勢得到淋漓盡

致的發揮，「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樂章更加悅耳動人。不過，有不

少香港年輕人對大灣區內地城市存在認知誤區，即使有北上發展想法也不敢付諸實踐。

香港文匯報17日在街頭訪問了多名香港青年，發現他們猶豫不決的五大疑慮，包括薪金

差異、對晉升階梯疑惑、與親友兩地分隔、語言難關、生活經驗等。香港文匯報再就此訪問了人力

資源專家逐一拆解疑慮。他們表示，港青的不少疑惑來自對內地的不了解及誤解，建議特區政府

加強宣傳，促進兩地交流互信，呼籲港青應有長遠眼光，北上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搭上國家

經濟迅速發展的「順風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芙釵

各行業薪酬中位數差距（港元）

香港

28,600

23,700

13,700

13,600

註：*此乃深圳市民收入，深圳港人一般多數千元，「大灣
區青年就業計劃」參加者月薪更最少1.8萬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2020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
計調查報告》、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邵昕

行業

金融及保險

資訊及通訊

零售業

餐飲業

深圳*

11,494

11,869

7,395

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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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講話迴響

香港平均工資率（港元）
深圳市人力資源市場工資
指導價位平均值（港元） 8,839

7,700

6,120

6,737
5,657

5,235
4,928

4,673
3,9943,302

3,840

資料來源：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注：最新統計截至2019年
注：以選定行業計算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過去十年平均增幅：55%

過去十年平均增幅：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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