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年前，澳门青年甘云龙加
入一家基因科技公司， 第一次
来到深圳；9 年后，他以创业者
的身份再上深圳， 期待前沿医
疗技术在此落地开花。

今年 11 月，甘云龙在深圳
拿到了内地公司的营业执照，
他的最新科创项目正式落户深
圳坪山区的深港澳青年创业创
新基地， 走上内地与港澳联动
的快车道。

甘云龙是一名生物化学博
士，成长于澳门，求学在香港。
博士毕业后，他先在香港工作，
2010 年加入总部位于深圳的
华大基因。 5 年前，他开始在香
港自主创业。

甘云龙在与医生交流中得
知， 许多癌症患者由于不能及
早诊断病情而错过了最佳的治
疗时机。 甘云龙发现，通过检测
人体呼气可以实现疾病早筛，
于是决定开发一种非侵入式的
气体检测平台， 用于疾病筛查
和个人健康管理。

为了突破技术瓶颈， 甘云龙
将目光投向了内地。 他一边在香
港组建团队、配置实验室，一边与
上海交通大学的科研团队建立合
作，对关键元器件进行技术攻关。
为了更好与内地科研团队相衔
接，甘云龙辗转多地考察后，决定
在深圳坪山区设立公司。

“这里人才集中，并且公共
科研设施齐全， 为科技创业提
供了良好条件。 ”甘云龙说。

随着“广州－深圳－香
港－澳门”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稳步推进，有利于人才、资本、
信息、 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
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正在
大湾区各地落地， 各类创新主
体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目前， 这个名为“Qi� Di-
agnostics”（气诊断）的项目已
获得天使轮投资， 并在多个创
业比赛上获奖。“随着大湾区建
设的推进， 国家大力鼓励科技
合作， 我们港澳科技创业者都
受益于这一政策。 ”甘云龙说。

“澳门新力量”涌动大湾区
越来越多的濠江青年参与国家建设，在更广阔的天地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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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多地创业后，澳门创业者傅腾龙如今扎根粤
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广州。“我一般工作日在广州，
周末回澳门陪伴家人。 ”他说。

傅腾龙曾在澳门一间 IT 公司工作，2014 年辞职
北上创业。如今，他和团队在广州从事创业教育工作，
从 2017 年至今已在线上线下培训超过 110 万人次。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
要》）提出，在大湾区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就业、实习和
志愿工作等机会，推动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支
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参与国家建设。今年以来，广东
已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到大湾区的广东
城市创新创业。

“随着大湾区各地相关政策越来越明朗，我们更
加愿意留下来专心事业。 ”傅腾龙说，“这里的政策符
合港澳情况，更契合港澳创业青年的需求。 ”

今年 12 月，在澳门从事教
育培训的创业搭档黎翰澄和林
铭森相约来到珠海， 在当地的
网球主题社区公园， 他们共同
为进军内地的第一个创业项目
选定场地。

创业 3 年以来， 两人齐步
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在澳门的
教育培训领域已小有名气。 今
年， 他们决定在大湾区更广阔
的天地一展身手。 黎翰澄生于
1991 年，林铭森比黎翰澄大两
岁， 两人曾经同在澳门一家银
行工作， 因共同的音乐爱好而
结识。 2016 年底，他们决定创
立自己的音乐培训机构。

“许多成年人在小时候没
有机会学乐器。 我们总结出一
套方法， 方便成年人快速上手
弹流行钢琴曲， 让零基础的人
也能实现‘露一手’的愿望。 ”黎
翰澄说。

这个“接地气”的培训很快
在澳门市场打开了局面， 两人
创办的“夹子音乐中心”渐渐聚
拢人气。

《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拓
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
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 宜居
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今年，
这对创业搭档决定将教育培训
领域从音乐拓展到网球， 目标
市场则从澳门拓展到珠海。

“珠海近年来推进社区公
园建设， 拓宽了市民的文体休
闲空间。 同时，WTA（国际女子
网球协会） 超级精英赛连续多
年在珠海举办， 网球已经成为
珠海的一张名片。 ”爱好网球的
林铭森说，“我们看准这一机
遇， 决定在珠海创办一间网球
培训机构， 期待进一步拓展团
队的创业空间， 预计明年 2 月
开业。 ”

“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有
很大的支持， 给予我们很多机
会在大湾区发展， 但舞台再大
你不上台的话， 你就永远只是
观众。 ”黎翰澄说，“有意在大湾
区创业的年轻人要尽快踏出第
一步。 ” 据新华社

在珠江西岸城市中山的一家购
物中心里，坐落着一间面积 300 平
方米的店面， 汇集了 30 多个来自
澳门设计师的原创品牌， 从时尚饰
品到数码配件不一而足。 这间店面
名为“澳门文创生活体验馆”，是澳
门本土文化创意业者“抱团” 落地
内地市场的尝试。

体验馆的负责人徐其蓓是一位
对时尚行业情有独钟的“80 后”澳
门创业者。 2002 年，徐其蓓从加拿
大留学归来， 加入家里在珠三角经
营的承接出口订单的服装厂， 她的
事业由此与内地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内地时装市场正快速发
展，徐其蓓把握趋势创办原创服装
品牌 ，并在珠海、中山、顺德等城
市打开市场。 2014 年，电商的兴起

给传统实体零售带来压力。徐其蓓
的原创品牌开始向线上转型，但紧
张的资金链一度成为压在肩上的
重担。

一年后， 澳门特区政府的文化
产业基金为她的事业带来转机。

澳 门 文 化 产 业 基 金 成 立 于
2013 年，旨在支持发展文化产业项
目， 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在徐
其蓓的申请下， 该基金为她提供了
急需的资金支持。“它帮助了很多
澳门的创业者， 也让我的事业延续
至今。 ”她说。

之后， 徐其蓓结识了更多的澳
门文创业者和小微企业， 大家在感
叹内地文创市场充满机遇之余，也
感受到单打独斗的难度。“于是我
们决定聚合起来， 抱团进入内地市

场。 ”徐其蓓说。
2018 年，澳门文创生活体验馆

作为澳门文化产业基金的一个专项
正式启动， 并于今年在中山陆续开
张了两家实体店。“目前，我们的文
创生活体验馆在线上线下同步运
营，已与 20 位澳门设计师合作。 他
们都是 20 到 30 多岁的年轻人，拥
有出色的设计产品。 ”

《规划纲要》提出 ，深化粤港
澳文化创意产业合作， 有序推进
市场开放。“大湾区是一个很好的
机 会 ， 能 搭 上 这 班 车 要 好 好 把
握。 ”徐其蓓说，“各地都有很好的
政策，当地的青年联合会、零售协
会等单位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帮
助， 让港澳创业青年的发展道路
更顺畅。 ”

协同创新环境优化
澳门科创力量跃动湾区

人文湾区宜居宜业
濠江青年逐梦信心更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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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经济空间拓宽 澳门文创业者投身大市场B
珠海横琴积极搭建创业平台，吸聚澳门“过江龙” 钱瑜 摄

位于珠海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谷吸引了不少澳门青年 钱瑜 摄

助力湾区发展 融通三地民生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成效显著

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 广东中行深刻认识
大湾区建设在国家发展布局、 新时代改革开放大局和国
际竞争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认真贯彻落实总行决策
部署，主动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为湾区发展提
供全方位金融支持。

文/戴曼曼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湾区发
展的基石，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
广东中行累计支持粤港澳大湾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2 个，包括港
珠澳大桥、 深中通道、 南沙大桥
（虎门二桥）、广深港高铁等项目，
为项目建设提供授信总额超 1480
亿元。

结合湾区建设需求和交通行
业特点 ，广东中行创新推出“租
赁 + 保理” 的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一方面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为
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
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结构化的租
赁保理融资方案，满足租赁公司
提前实现资金回笼、改善资产负
债结构、美化财务报表的业务需
求，为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贡
献金融智慧和力量。 广东中行在
飞机租赁领域取得突破后，迅速
将该业务模式复制至地铁、公交
等领域 ， 实现了与新型金融业

态———租赁公司的金融合作创
新，为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发
行 10 亿元金融债， 系广东省内
首笔金融租赁公司金融债业务。
截至 2019 年 10 月，广东中行为
航空、地铁、公交等 22 家企业累
计 提 供 超 过 88 亿 元 的 保 理 融
资，有效支持大湾区交通设施及
绿色城市建设，业务创新也获得
了行业的高度认可。

广东中行的资金集中运营管
理项目也进一步满足了航空企业
降低资金管控风险、灵活调配满足
多元化的需求。 通过总、分行及海
内外机构间高效联动，发挥深耕海
外市场、 了解当地政策等业务优
势， 依托“中银全球现金管理平
台”，运用全球视通、跨境资金池等
产品，协助某航空公司实现亚太区
资金可视、可控、可运作的目标。凭
借亚太区资金集中运营管理项目
的成功实施， 在 2018 年欧洲金融

“陶朱奖”评选中，该航空公司携手
广东中行荣获企业财资管理最高
奖项“陶朱奖”年度最佳资金管理
团队重点推荐奖。

此外，广东中行全力支持绿色
环保产业发展，支持绿色能源项目
19 个， 包括珠海桂山岛海上风电
项目（广东海上风电试点项目）、中
广核阳江南鹏岛项目（广东最大的
单个海上风电项目）等，在节能环
保领域贷款余额 261 亿元、较年初
增长 29%。2019 年 1 月，广东中行
作为联席主承销商为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20
亿元绿色金融债，期限 3 年，票面
利率 3.5%。 该笔项目为广东省辖
内首笔由农村商业银行发行的绿
色金融债，不仅有效提升了东莞农
村商业银行中长期绿色信贷的投
放能力，加大了绿色产业的支持力
度，且对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基础建设持支 助力湾区互联互通

广东中行密切银政合作，率
先成立广东银行业首家科技支
行，联合政府科技主管部门，首创
科技信贷政银风险分担模式。 截
至目前， 政银风险分担项下已为
大湾区超 1500 家中小科技企业
提供授信支持， 其中广州地区超
700 家，市场占比超 5 成，居广州
市政府 8 家合作银行首位。 深化
投贷联动，创新打造“中银科创企
业投贷联动直通车” 一站式投融
资综合服务平台，集合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 投资机构及政府部门
的资金、政策、服务等力量，为中
小科创企业提供“债权融资 + 股
权融资 + 资本市场” 的综合金融
服务，活动推出迄今，已举办 120
场，覆盖大湾区核心城市。

突出抓好对区域龙头企业、上
市公司、高新企业等重点客群的金
融服务，今年 5 月，广东中行在全
国率先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联合发布《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融资
服务实施方案》，针对“专精特新”
企业（含小升规、规上高成长、专精

特新、小巨人）推出“成长快贷”“高
成长贷”“技改成长贷”“流量贷”等
系列专属产品，支持广东“专精特
新”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助力广东
制造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
向加速发展。 截至目前， 已为逾
1800 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授信
支持超 100 亿元， 对 12 个重点行
业实施差异化审批授权，先进制造
业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 156.4 亿
元，增幅 26.99%。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广东省（不含深圳）上市交易
公司与广东省分行开展合作的达
到 254 家，占比 80.63%。 此外，今
年 7 月作为联席主承销商为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50 亿
金融债券， 为全国首单券商金融
债， 是证券公司发行金融债的里
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银行充
分发挥多元化、综合化经营优势，
竭诚尽心服务湾区， 足迹遍布了
湾区所有城市。 作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和创新型城市， 深圳以
其开放、包容的特质，滋养着这一
片创新沃土。 数据显示， 深圳在

2018 年 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超 过
1000 亿元，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总量超过 1.4 万家， 居全国第二。
为解决科创企业发展路上融资
难、融资贵的瓶颈，深圳中行创新
思路，发挥主体优势，整合资源，
积极探索供应链金融服务新模
式， 各类在线供应链金融产品持
续投产上线。 供应链融资，是中国
银行依托核心企业在其产业链中
稳定的交付能力与良好的信誉保
障作为核心风险控制手段， 在与
核心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前提
下， 将核心企业的良好信用能力
延伸到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之
中。 在“1+N 供应链融资”模式基
础上， 深圳中行创新推出银企直
连合作模式，通过银企直连方式，
打通华为与银行的内部系统，以
更加便捷的融资申请渠道为更多
的华为上游中小企业供应商提供
融资服务、 降低融资成本。 2018
年， 深圳中行通过华为银企直连
项目累计为上游民营企业降低财
务成本约 6400 万元。

助力湾区提质创新企业发展持支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
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
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
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 广东中行根据湾区特点，
大力提供跨境融资支持，近两年
来 对 港 澳地 区 国 际 结 算 金 额
2123.26 亿美元， 市场排名第
一 ， 跨 境 人 民 币 结 算 金 额
5291.13 亿元， 市场排名第一。
2019 年为大湾区客户成功发行
境外债 8 支， 金额合计 41.3 亿
美元； 累计为 63 家重点客户提
供跨境本外币资金池服务，满足
企业全球财资管理需求。提升金
融服务水平，紧抓新一代“单一
窗口”电子口岸平台上线及海关
税费通关一体化改革契机，为
96 家大湾区企业办理电子汇总
征税保函业务 9.37 亿元， 为 61
家企业办理跨境汇款业务 39.18
亿元， 有效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未来，广东中行将继续为往来企
业提供通关结算服务，构建“单
一窗口” 特色金融服务系统，并
嵌入粤港澳“银政通”等服务，满
足企业全场景金融需求。

为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
助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广东
中行依托粤港澳三地机构，深化投
贷联动合作，充分发挥“中银科创
企业投贷联动直通车”一站式投融
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优势。 今年 5
月，在香港成功举办首场跨境投贷
联动直通车活动，带领广东科技企
业走进中银香港和港交所，对接港
澳及国际资本资源；11 月，联合澳
门分行首发粤澳共享贷，为在横琴
注册的澳门企业， 度身定制政策、
资产、流量三大类共 9 个普惠贷款
产品， 两地中行互认企业信用、互
通尊贵服务、形成跨境合力帮助企
业做强做大。

在大湾区跨境资金往来日
益频繁、消费支付场景多元化的
趋势下，深圳中行紧贴居民个人
跨境支付需求，成功推出微信跨
境支付服务解决方案，投产财付
通跨境电子支付平台。 数据显
示，2018 年，微信跨境平台交易
量 累 计 超 4 亿 美 元 ，2019 年
1-6 月累计交易量超 17 亿美
元。 通过流程再造和服务创新，
该行还为重点企业海外员工提
供代发薪服务，率先推出驻外中

资机构职工报酬便利结汇服务，
并于今年 2 月 3 日成功续作第
一笔“薪酬结汇”业务，重点解决
内地企业外派员工境外薪酬汇
回和结汇需求。

此外，广东中行大力开展自
贸区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业务，
向辖内机构、企业客户提供跨境
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服务，压缩优
质企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成
本，资金运转的速度和使用的效
率获得显著提升。

跨境金融持支

民生为本 ， 广东中行推出
“大湾区开户易”， 香港代理见证
开立Ⅱ类、 Ⅲ类个人银行结算账
户业务， 香港居民足不出港即可
开立内地个人银行账户， 同时绑
定内地移动支付工具， 北上湾区
住宿、 交通、 购物等日常消费更
加便捷。 截至今年 10 月底， 通
过“大湾区开户易” 已为 7.5 万
香港居民开立内地个人账户， 交
易金额累计 6.8 亿元。 联动中银
香港、 澳门分行先后推出粤港商
事登记银政通、 粤澳商事登记银
政通等惠民服务， 为境内外投资
者开办企业提供一站式便利化服
务。 推出大湾区“服务通”， 让
客户享受“一地达标 、 三地认
同、 畅行湾区” 的同城化金融服
务。 围绕跨境置业需求， 配置专
属额度向港澳客户发放贷款。 围
绕投资理财需求， 推出中行系统
首支大湾区专属私募净值型理财
产品， 满足大湾区高净值客户资
产配置需求。

助力湾区互通， 发行大湾

区系列信用卡 ， 为持卡人提供
了大湾区内畅通无阻的支付体
验。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 ， 广
东中行本年累计发行大湾区系
列信用 6.01 万张， 其中新增中
银大湾区信用卡 2.08 万张， 新
增中银港珠澳大桥卡 3.93 万
张。 同时推出大湾区公共出行
5 折权益 ， 打造中银大湾区信
用卡尊享优惠， 内地及港澳持
卡人通过绑定大湾区信用卡搭
乘对应交通工具可享受 5 折优
惠。 截至 10 月底， 在广东省内
持 大 湾 区 卡 搭 乘 公 交 累 计 达
13034 次。 为港珠澳大桥精心
提供“中银智慧付” 收单服务，
不仅应用于车辆通行收费 、 紧
急救援服务、 路政收费 、 政府
机构等场景， 还满足了来自三
地的车辆人员对不同币种的银
行卡支付需求， 积极打造移动
支付便民工程示范项目。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 ， 大桥通车以
来实现收单交易额 2023.86 万，
交易笔数 15.59 万笔 ， 有效满

足了往来三地车辆便捷快速通
行的需求。

为积极推进大湾区商圈建
设， 广东中行还精心打造“玩转
大湾区” 主题商圈活动， 在官微
上线了“玩转大湾区” 专区， 借
助总、 分行及港澳地区优惠共享
机制， 实现优惠商户资源共享，
推出“玩转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
区主题商圈活动， 覆盖大湾区 8
个城市， 目前已上线白云机场、
正佳广场等 19 个商圈， 190 个
商户， 124 个品牌， 354 家门店。
此外为便利港澳居民来粤投资、
消费、 生活， 广东中行将在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争取试点
为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提供线上
申领境内社保卡服务， 并在大湾
区借记卡和信用卡内植入增值服
务， 促进三地医疗资源共享， 争
取监管支持适时开展安居易、 跨
境理财试点、 开户易扩大试点范
围等创新业务。

12 月 19 日， 中国银行联合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 银联国际有

限公司、 澳门通股份有限公司率
先推出面向澳门居民的跨境移动
支付服务“跨境钱包” ———无需
开立内地账户， 直接使用“澳门
中银手机银行” APP 和“MPay
澳门钱包” APP， 即可在内地轻
松消费。 此前， 澳门居民到内地
进行移动支付， 需要先开立内地
银行账户， 再绑定内地支付工
具。 中国银行澳门“跨境钱包”
推出以后， 澳门居民可直接使用
“澳门中银手机银行” APP 或
“MPay 澳门钱包” APP， 即可在
内地中行商户覆盖的交通出行、
餐饮购物、 日常消费、 生活服务
等多个线下场景轻松扫码支付。

助力湾区畅行无忧民生金融持支

助力湾区三地共通

粤澳共享贷在珠海首发，为在横琴注册的澳门企业量身定做普惠贷款产品

未来， 广东中行将继续
致力于服务湾区发展， 支持
解决制约粤港澳联通、 贯通、
融通的问题， 全力服务广东
省“湾区通” 工程， 争取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