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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港澳人才協會會長 – 温家明先生�



温家明 -大灣區港澳人才協會創會會長�
職業履歷�
CCG大中華商業顧問集團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集團旗下業務包括：�
世科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廣州泰琦(展覧)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青領教育研學有限公司�
GermTech / Germagic 新冠病毒防疫消毒專家 
 
擔任公職 
海創智庫海外⼯工作站(⾹香港⼂丶台灣及新加坡地區)秘書⻑⾧長- 2016⾄至今 
⼤大灣區港澳⼈人才協會創會會⻑⾧長   
中港創業企業家協會會⻑⾧長  
國際聯⻘青社⾹香港地域⻘青年事務總監2022-2023 
iMBA智富商薈執行主席�
新界⻄西國際聯⻘青社 2015-2019社⻑⾧長 
澳⾨門⻘青年領䄂議會名譽會⻑⾧長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會務顧問 
⾹香港⽣生產⼒力學院客席講師 
品書棧聯合創辦⼈人 
廣州品書棧榮譽棧⻑⾧長�

著作：築夢大灣區�



大灣區的基本佈局及發展潛力�



大灣區的基本佈局及發展潛力�
•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 

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
江門市、肇慶市(以下稱珠三角九市),總面積 5.6 萬平方公里,
2017 年末總人口約 7000 萬人,是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
的區域之一。�

•  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
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  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進一步提升粵港
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

•  經濟發展水平全國領先,產業體系完備,集群 優勢明顯,經濟互補性
強,香港、澳門服務業高度發達,珠三角九 市已初步形成以戰略性
新興產業為先導、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大灣區的基本佈局及發展潛力�
•  粵港澳三地科技研發、轉化能力突出，擁有一批在全國乃至全球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和國家大科學
工程，創新要素吸引力強。�

•  珠三角九市是內地外向度最高的經濟區域和對外開放的重要窗
口，在全國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  「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國 際競爭力、
更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拓展了新空間。在新發展理念引領
下，我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
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為大灣區轉型發展、創新發展注入了新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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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大灣區市場的困難及存在的風險�
•  世界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保護主義傾向抬頭，大灣區經

濟運行仍存在產能過剩、供求結構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問
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有待增強。�

•  「一國兩制」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於
不同關稅區域，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生產要素高
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

•  大灣區內部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協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強，部分
地區和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



進入大灣區市場的困難及存在的風險�
•  珠三角九個城市的經濟體制有待完善。區域發展空間面臨瓶頸制

約,資源能源約束趨緊， 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增大，人口紅利逐步
減退。�

•  大灣區內有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五個機場，香港、廣
州和深圳亦各自擁有其國際港口群，彼此間如何協調，形成合理
錯位發展和互補合作？�

•  大灣區內有廣州、深圳及香港三個主要城市，各自在人口、經濟
規模方面相若 ， 如何整合各市在大灣區內協同發展避免 "龍頭之
爭"，將是重要課題。�



進入大灣區市場的困難及存在的風險�
•  大灣區仍存有粵港澳三套行政制度及三個地區稅制的差異，可能

阻礙區內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自由流通，至於港人在大灣區工
作、居住及創業營商可能遇到的的困難。�

•  不同專業界別在大灣區執業或提供專業服務的門檻很高，造成 
"大門開、小門不開 "、 "玻璃門 "、 "彈簧門 "等問題。�

•  部分香港專業領域例如法律、會計等未有直接的專業資格相互認
證，需要參加內地相關專業考試以取得內地執業資格，然而，即
使考取了內地專業資格亦未必能完全執業。�



進入大灣區市場的困難及存在的風險�
•  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如超過 183 日，須繳納個人所得稅。由於

內地稅率較香港高，造成不少港人在內地工作時要計算逗留日數，
以免遭內地政府徵稅。�

•  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存在差異，而且實際操作上
兩地社會保障無法互相轉移。�

•  現時在內地工作或就讀的港人及其家屬即使是中國籍公民，都被
視為 "境外人士 "，無法以國民待遇享受內地的公共服務。�



大灣區新常態下香港的發展機遇及挑戰�



大灣區新常態下香港的發展機遇及挑戰�
•  香港作為區內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 ， 將

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以及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列為 
四大支柱產業， 並在各個領域培育了大量金融、法律、會計、
建築及測量、運輸物流等行業人才。但近年年人才流失嚴重，如
何在短時間補充是一大挑戰。�

•  香港亦成為 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跳板。香港毗鄰內地，面向世界，
在地理和交通上既能接近內地市場和客戶，亦與全球各大商貿金
融中心有全面和便捷的聯繫，方便內地企業在"走出去 "的過程中
不僅能夠顧及東南亞以及歐美市場，還能夠保持其與內地的緊密
聯繫。但內地企業亦因疫情和與西方國家關係緊張，對向外發展
的企業有所顧慮。�



大灣區新常態下香港的發展機遇及挑戰�
•  大灣區可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 擴大本地企業的內地市場。香港可以

在金融領域、創新科技、供應鏈管理等、提供專業服務。但近年在很
多方面的水平明顯滯後，而年青一代北上亦不積極。�

•  運輸物流，以及支援"一帶一路"建設上與區內其他城市深度合作，全面
拓展未來的發展空間。但大部份香港中小企衹能在一路(東盟國家)具有
經驗，尤其是一帶那些非英語系的國家，相信較難產生商機。�

•  香港要從更加寬闊和獨特的視角，深入研究全球格局和趨勢下的香港，
重新審視自己在新的時空座標下的獨特優勢和外部機遇，制定相關戰
略，以持續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持續引領中國與世界城市發展。香
港中小企由於資源所限，對大局著眼的反應緩慢，容易錯失時機。�



大灣區新常態下香港的發展機遇及挑戰�
•  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經濟實力強大的城市，憑藉發達都市區

和城市群邊界線的獨特區位優勢，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國內與國外
管理上的差異性和自由市場優勢，有望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下
獲得經濟新的發展和升級的重要機遇。但內地城市因為行政主導，
發展的速度非常具效率，步步緊迫。�

•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一國”和“兩制”是香港最獨特的
優勢。一個國家優勢：背靠巨大規模祖國，坐享巨大需求規模、
人才規模、科研規模與資金規模。兩種制度優勢：完善的法制制
度與自由的經濟制度相得益彰。但香港中小企對國情的認知不足，
對政策丶商情缺乏深度了解，處處顯得被動。�



謝謝大家！�
如欲了解或加入大灣區港澳人才協會，歡迎直接與我聯
系9803 8880或登入www.gbatalen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