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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更多港人變「新北京人」
時至今日，說起來北京打拚的原動力，馮國佑依
然忘不了兩位祖國的運動健將。「當年，祖國奧運
健兒有一個赴港交流活動，我有幸也參與了那次活
動，並且見到了我的偶像熊倪和莊泳。」馮國佑
說。
「雖然那一年奧運會，熊倪得到的是一枚銀牌，
但我卻真切體會到了那種為國而驕、為族而傲的
感覺。」後來許多年，在內地打拚經歷困難與挑
戰，馮國佑都會常想起熊倪比賽時的場景，以
及和莊泳的那次對話——「我當時問她『個子
不高，憑什麼與身材高大的外國人競爭？』

她說就靠每日每月每年不間斷的刻苦訓練，這樣才
能練就一顆超過常人的大心臟，才能與世界頂級泳
手一較高下。」
最近十年來，雖然已經鬢髮斑白，但馮國佑依然
在聯繫京港的道路上不斷努力。「如今，我還是光
榮的北京市政協委員，這些年我開始積極為北京的
城市建設，特別是與港人學習、工作、生活有關的
方面建言獻策。」馮國佑說，在今後的日子裏，自
己將一直「奔波」下去，為了京港兩地不斷加強聯
繫，也為了更多的港人從「北漂一族」變成「新北
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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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可在深圳生根發芽」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聚聚 焦焦

跟隨城市的發展路徑，不斷調整事業方向，在深港人劉向農近10年的創業生

涯，就是這樣從純硬件銷售升級到物聯網全產業鏈，找到了未來可持續、充滿前景

的發展方向。目前，劉向農身兼深圳多間物聯網企業創始人身份，在深圳最快速發

展的階段，他抓住時代機遇，見證深圳從代工之城成長為科創之城，並帶領自己的

企業與城市一同華麗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具有高端人才、高端設
備、高端技術以及高度融合的『四高』區域。」劉
向農表示，正是具備了這些優勢，再加上內地政府
優渥的政策，現在是香港青年北上深圳創業、就業
最好的時機。
像劉向農這樣最早一批來到內地就業創業的港

人，經歷過惡劣的生活環境，艱難的代工時期，非
常羨慕現在的年輕人。「目前整個大灣區產業配套
非常成熟，例如你想做一個電子產品，在深圳周邊
城市內就能基本找到所有配件，如果這裏也配不
齊，那麼全世界也很難找到了。」

劉向農了解到，今時今日國家不僅鼓勵港青來
內地發展，深圳政府更對港人自主創業給予了定
向補貼。
根據深圳市出台的《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
圳發展的若干措施》，60周歲以下的港澳居民只
要在深圳創業，都被納入補貼範圍，享受現有的
各項創業補貼和創業扶持政策。「人才是一個城市
發展的基礎，而政府的扶持就是陽光雨露的給予。
目前政策越來越優厚，結合我這麼多年的創業經
歷，我相信對智能硬件、物聯網行業感興趣的港青
可以在這裏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如果說內地人眼中的「中國十年」更多聚焦於生活品質的改善與提升，那

麼在許多香港人眼裏，最近十年祖國的發展變化更多的體現在一種氣質上的

自信與包容。對於在內地工作生活已經二十餘年的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

會會長馮國佑而言，這十年，內地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對港人的包容接納，讓

很多原來的「北漂一族」變成真正的「新北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北京報道

「這10多年，應該是我從香港來到
內地後，事業擴展最快的時

候。」1996年，劉向農在大學畢業後
進入了摩托羅拉香港公司，同年底被派
往深圳任職華南服務中心負責人。「那
時的香港就是『世界之窗』，金融業發
達，具有語言優勢和國際視野，各方面
較內地都發達許多。」劉向農回憶，彼
時內地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更多的是勞
動密集型產業的崛起。
毗鄰香港，使深圳在那個年代迅速
崛起成為「世界工廠」，不少國際企
業在此設立生產工廠，深圳及周邊地
區的硬件製造產業，也快速地發展起
來。2002年，劉向農抓住機遇開始在
深圳創業，利用產業優勢為手機品牌
提供硬件買賣及服務。2013年前後，
低端的電子加工業逐漸向東南亞其他
國家轉移，劉向農開始由硬件轉型物
聯網企業發展至今剛好10年。
「從就業到創業，再到創業以及產
業轉型，其實都是跟隨時代的機遇、
深圳的發展。」劉向農表示，目前所
處的這10年及未來正逢創業的第三次
好機會，無論任何產業，都需要高度
融合來找到新的出路與機遇，「物聯
網的核心與基礎仍然是互聯網，而雲
計算、大數據等熱門技術也與物聯網
緊密相關，在深圳這座充滿活力的年
輕城市發展非常合適。」

擁數項專利 產品在全球流通
劉向農創辦的深圳市恒諾物聯（以
下簡稱「恒諾物聯」），是一家專注

於物聯網硬件領域的研發、設計、生
產的企業，其目前擁有物聯網領域數
項專利，產品包括智能門鎖、智能看
護設備、智能穿戴設備、新零售電子
設備等領域。
恒諾物聯最早的前身，便是一家

純硬件買賣的企業。「深圳此前有硬
件製造產業的基礎，現在高新技術及
軟件開發均發展極快，走在全國乃至
世界前沿，所以我們便利用這座城市
的優勢開始打造物聯網全產業鏈。」
劉向農表示，「目前，我們不少產品
已經在全球的各行各業中投入使用，
並收穫了眾多好評，與深圳這座城市
共同升級轉型成功。」

創培訓企業 培養物聯網人才
從通訊設備零部件買賣，到電子產
品智能硬件的設計生產，再到物聯網
相關設備與技術，劉向農根據深圳產
業鏈及科技發展情況，為企業設計了
這幾條關鍵的產品線，更創辦了一家
物聯網人才的啟蒙培訓企業「深圳暨
安科教」。
暨安科教不僅有上課學習智能硬

件、物聯網等基礎知識的區域，更有
自動駕駛、VR、AR、智能家居、智
慧工廠等各類體驗區，培養具備實戰
經驗的工程師以及建立早期智慧智能
立體思維的青少年。「深圳飛速發展
20多年，作為港人，我很榮幸參與到
了其中，我們企業的發展戰略也隨着
深圳的節奏，同頻同步、共同轉
型。」

1996年，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馮國佑毅
然決定將事業重心轉至北京，
從此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北
漂」生涯。馮國佑的微信名叫
「北漂1號」，這個稱號既有奔
忙的草根氣息，也透着幾許不凡

的責任感，背後更蘊含着一個港人對
祖國的深切情愫。
後來，因為有感於來京的港生、港商

越來越多，他們遇到的問題需要得到及
時的排解。於是，馮國佑開始將事業重點
從自己經營轉向聯絡港人、團結同胞。他
先後創建了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
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創新工商委員會等
十分活躍的社團組織，如今這些社團已成
為香港人在北京互相聯絡、了解國情的重
要紐帶。

惠港政策增港人北上信心
在馮國佑眼裏，以十年為界，他在

北京的打拚恰好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大
約十年前，那時候香港剛剛
回歸祖國，很多香港人來
內地的心態也是不確定、
試試看。但是在經歷了那
個階段的成功闖蕩後，
最近十年來到內地的港
人心態發生了明顯變
化。」馮國佑說，大
家都看得到，祖國內

地日益崛起的綜合實力，大把大把的發展
機遇，以及不斷釋出的惠港政策，所有這
些都讓港人抱有一種明確的自信心，大家
已經非常篤定，只要來到內地，就一定能
開闢出一片成功的天地。

建言獻策為港人謀實惠
從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組織的活
動上，也明顯可以看出十年前後，香港人
融入祖國的深刻變化。
「十年前，我們協會主要是幫助港生們
解決生活困難，聯繫下實習就業的渠道，
組織一些港人聯誼活動，幫大家找到歸屬
感。」馮國佑說，最近十年來，隨着港人
心態和大環境的變化，我們的工作重心也
發生了變化。
「就以香港學子為例，現在他們不僅來
京讀書的人數大為增加，而且心態也更加
大方和適應。完全就是從自己家到姥姥家
的感覺，越來越沒有隔膜和陌生的感
覺。」馮國佑說，最近十年，協會的工作
重心也轉向更多地參與到提供政策建議方
面，也就是從過去的就事論事，發展到現
在能為政府部門提供許多好的建議，從而
幫助一批港人得到政策實惠。
如今，當年那個躊躇滿志的青蔥港少也
已經變成了聲線厚重、鬢染白髮的老大
哥。長期奔走於京港之間，馮國佑對祖國
的認知與感情與日俱增。「中國人重傳統
重血脈，強調團結一心、休戚與共，我現
在越來越沉浸在這種胞族情結的快感之
中。」

◆劉向農 受訪者供圖 ◆馮國佑 受訪者供圖

◆馮國佑積極組織在京港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 受訪者供圖◆暨安科教中參與學習智能硬件、物聯網等知識的青少年。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