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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舞劇《詠春》融武於舞
展現兩大非遺

掃碼睇圖

百變梅艷芳風采
再現文化博物館

掃碼睇片

國產首艘大型郵輪啟航
開啟試運營航次

掃碼睇文

逾200青創團隊灣區覓機遇
受益於港府創業資助計劃

青創資助計劃成功招募217個團隊
事實上，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青年發展，早在去年12月公

布的《青年發展藍圖》，提出超過 160 項具體行動和措
施。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近日表示，特區政府致力為青年打
造施展才幹、實現夢想的舞台，並用好粵港澳大灣區作為
切入點，推動青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 「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下，至今已批出約1.3億元，成功
招募了217個青年創業團隊，全力支持港青在大灣區創新
創業。不少團隊在特區政府、香港各界、廣東省政府以及
大灣區內地城市政府的支持與幫助下，成功落戶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在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下，獲資助機構
將為獲選的青年創業者提供最多60萬元資本資助，同時提
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入選創業團隊的業務範圍，涵蓋
研發創科項目、零售、資訊科技、醫療保健、品牌設計、
教育等，一些團隊已落戶香港、東莞、深圳、惠州、廣
州、珠海和佛山等。

作為獲資助機構之一的九龍社團聯會，其舉辦的 「創業
展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於 2021 年展
開，最終有13個團隊獲選，並按資助期自行營運，計劃為
期三年。顏汶羽說，首先，該會提供了 「一對一」配對，

行業專家會與創業隊伍一同工作，有問題時可作查詢；其
次是舉辦大型指導會，教授會計、法律和公司牌照等知
識；第三是舉行創業交流會，讓不同獲資助機構之間的創
業團隊交流。

今屆創業團隊成功率高於預期
顏汶羽表示， 自今年初全面通關後，多次帶領創業團隊

前往內地城市交流，現時有七個團隊分別入駐位於廣州、深
圳、珠海和東莞的雙創基地。因應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
資助計劃」的資助期於明年2月4日屆滿，計劃在1月13及
14日進行 「創無限．創業青年交流展暨計劃總結會」，與其
他創業隊伍一同展示成果。

顏汶羽在談及計劃成效時表示，從政府角度思考，資助
計劃旨在幫助年輕人創業，而非展現一個又一個的失敗例
子，他期望參與者能講出成功之道，供日後有意創業年輕
人參考，避免走歪路，做好香港青年創業的氛圍。他說，
今屆創業團隊的成功率比想像中高，有信心其中八、九成
可在資助期完結後繼續經營成長，創造出更多成功故事。

顏汶羽坦言，自己更注重計劃是否有意義，而 「話頭醒
尾有限公司」是最讓他有感覺的例子。他認為廣東話音樂
受內地歡迎，期望能幫助團隊走進內地市場，開拓表演平
台，讓團隊成為其他初階音樂人的發展範例。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 「糸本文化」是另一個
從 「創業展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中脫穎
而出的團隊。 「糸本文化」創辦人陳郁表示，計劃提供的起
動資金可用作進行開發和測試，而他在交流期間還認識內地
不同工場，令未來生產更有效率。

34歲的陳郁是一位傳統編織工藝師和纖維藝術家，由2015
年創業至今，仍未有機會把藝術作品做成產品、讓人們帶回
家。他起初只打算製作服飾，未來會嘗試做竹籐編織的家
具，而透過今次資助計劃，他希望能串連更多不同地區的工
藝師一同努力，他已找到雲南、貴州、廣州、日本和泰國的
布料，希望藉重新演繹，探索創作新作品。

港府資助計劃申請流程順暢
陳郁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申請流程順

暢，而他以往創業時亦有申請其他資助，但很多以報銷形式進
行，部分更要在指定單位花費，但今次則沒有限制，是他接觸
過彈性最大的計劃。陳郁稱，由於廠房不習慣應對手工織布，
因此需要找尋小板房或小工場。而現時產品生產後，工作坊學
生有興趣便會購買，知名商場亦有洽談寄賣事宜，他希望優先
推出衣服。因創業階段正值疫情，很難與廠商有效溝通，生產
速度和質量都不穩定，他在開關後馬上到廣州、佛山和東莞，
發現不少小廠已倒閉，導致生產成本大增。他認為資助計劃可
令自己有信心，靜下來嘗試做更多研究。

陳郁表示，要踏出舒適圈很困難，而申請到 「粵港澳大灣
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他前赴廣州、珠海、南沙、東莞
等地，直接接觸當地人士，最終決定於東莞落戶，希望
藉園區去認識其他生產單位。他提及，現時很多廠房
由第二代經營，部分人很有熱誠，願意嘗試新變
化。他們亦分享近幾年在內地營商心得，並鼓勵

自己到訪貴州、雲
南拜訪兩個中國當
代非遺傳承人。

「糸本文化」明
年在香港和外國幾個地方都有展覽，陳郁希望能把展覽、體
驗和文創更緊扣起來，把相關文創產品在展覽期間同步推
出，讓人們有興趣體驗或購買。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
道：為支援有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創業的香港青年，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於2021年推
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
劃」 ，並批出1.3億元予16個獲資
助機構，最終成功招募217隊青年
創業團隊。九龍社團聯會是其中一
個獲資助機構，該會舉辦的 「創業
展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
助計劃」 收到近300份申請書，經
過兩輪甄選，最終有13個團隊突
圍而出、獲得約40萬元的免償還
資助金。九龍社團聯會秘書長
顏汶羽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期望經過三年扶持後，有關團
隊能夠自負盈虧地運作下去。
他強調港青只要敢想、敢拼、
敢搏，創業是有機會的。

何英瑋從劍擊場
走入音樂圈

【香港商報訊】記
者唐信恒報道： 「創業展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
計劃」共有 13 個獲選團隊，當中包括
「話頭醒尾有限公司」。公司創辦人何英

瑋表示，自己喜歡做音樂，而有資金會更
容易一點，因此申請資助計劃。2021 年

至今，他已前赴馬來西亞與內地進行29場
巡演，期間認識很多音樂人，更於線上發布
作品。

曾是前香港劍擊代表隊運動員的何英瑋表
示，在每日練習時，日漸發覺自己只在獲得
獎牌時才感到開心，否則便會有失落感。

幾番考慮之下，他最終決定離開劍擊
界。何英瑋後來在 40 多個國家流

浪，看見許多人喜歡唱歌跳
舞，繼而發現音樂可以聯
繫不同人，於是他開始把
音樂當成日記來寫，漸漸
喜歡上音樂。

盼當局簡化申請
表演場地手續

何英瑋笑言，能夠
進行29場個人專場是

很 「有型」，在過程中
認識不同音樂人，也有

藝術家觀賞後喜歡他的音
樂，當自己欣賞完對方的作品

後亦覺得很好，於是他把不同地方
的詩人與音樂人帶到牛棚藝術村畫廊進

行《原聲畫廊音樂會》，與不同畫家的畫作構成即興表演，整個過程很開心。
特區政府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之時正值新冠疫情期間，何英瑋坦

言，當時面對很大困難，有兩年時間接近零演出，故此他把資金用作繳付租金，瘋狂創
作歌曲。他說，在今屆計劃三年期內，有兩年屬於反常時期，期望政府審視這些困難境
況，考慮扶持一下創業團隊。他又建議當局提供更多表演場地和簡化申請手續，投放更
多資源，以及善用宣傳平台。

陳郁踏出舒適圈 灣區織夢

舉辦青年創業項目，
為青年提供創業

支援及孵化服務，
以及資本資助

青年創業
資助計劃
詳情

每個青年創業團隊最多可獲

港幣60萬元的資本資助

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

青年創業項目期最多3年

資本資助

16間獲資助機構

創業過程指導和營商須知
落戶位於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雙創基地

專業諮詢服務

業界交流

市場及供應鏈拓展服務

享受各市為香港青年初創企業提供
的優惠及便利措施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服務青年對象條件

前劍擊運動員
何英瑋轉型做音樂。
圖為他與顏汶羽（戴眼
鏡者）對談。

記者 馮俊文攝

陳郁認為創業對其來說是一種
本能。 記者 唐信恒攝

陳郁於泰國、雲南、
貴州搜集得來的布料。

記者 唐信恒攝

18至40歲

香港
永久性居民

已認真準備
創業，並具備
較周詳計劃

尚 未 運 作
或已運作不
超過3年的初
創企業

在香港進
行商業登記

陳國基早前主持 「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聯盟」 啟動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