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xinminweekly.com.cn68

72% 愿意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这

个数字在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呈

现逐渐提升的趋势，前三年分别为

52%、61%、65%。由此带动的，则

是更多港人乐意移居大湾区。

对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沪港

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祖辉的评

价为——跨过深圳河，天地更宽阔。

沪港合作特色多多

梁碧洋之所以在 2019 年的时候

到上海来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

赛，是因为她感觉上海也是一个国

际大都市。她想通过参赛的机会，

到内地其他地方来走走看看，寻找

发展的机会。

尽 管 她 之 后 仍 在 香 港 创 业，

但对上海的印象很好。在她看来，

香港老一辈商人中，来自上海的不

少，他们的经商之道，至今仍深刻

影响着香港商界。对于年轻人来说，

有许多人怀有好奇之心，想了解如

今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姚祖辉在

2007 年就发起了“沪港明日领袖实

习计划”，组织香港大学生到上海

实习，实地考察内地的就业环境、

职场氛围，了解产业发展概况和国

家宏观政策。

“疫情之前，每年大概有 2 万

到 3 万名香港学生在内地进行暑期学

习，他们可能要用 6 到 8 周真正融入

到内地的生活，我们支持他们毕业后

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工作。”

姚祖辉说。是否能够做到呢？以 6 月

24 日，五家在沪港籍社团——沪港

经济发展协会、上海香港联会、上海

市香港商会、沪港青年会、紫菁少青

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沪港同心庆回

归”系列活动方案所公布的数字显示，

目前有近 10 万在沪港人，他们居住

于上海 16 个区，从事各行各业的工

作。其中，有自己事业的不在少数。

他们确实能够为港青提供实习、就业

机会。不仅如此，沪港青年会主席李

薇娣称，近些年，自己看到不少内地

企业在给香港同学提供工作机会。“疫

情之下，沪港青年之间的交流确实平

添不少困难，譬如香港大学生到上海

实习的一些事，已经停摆了一阵子。” 

李薇娣说，“但我相信，疫情终究会

过去，情况终究会回到正轨。”

“我们黄楚标中学今年有五位

同学被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复旦大

学优先录取。其中，陈嘉彦、汪玮

嘉负笈清华，李泽铭前往北大。还

有冯骥同学被复旦临床医学专业录

取，刘皓芸同学被复旦大学新闻传

播系录取。我深深为他们祝福！”

黄楚标中学副校长王益钧告诉《新

民周刊》记者。黄楚标中学本与江

苏省南通中学、深圳市田东中学、

贵州大学附属中学、惠州市第八中

学、宁波市东恩中学、龙川县第一

中学这六所内地学校结为姊妹学校。

“2020 年，我们学校举办中华少年

齐抗疫图文发布活动，这六所姊妹

学校还参与协办，给我们提供了不

少好作品。” 在王益钧看来，未来，

黄楚标中学亦可以通过在上海求学

的校友，打开与上海教育界的合作。

在参与“沪港同心庆回归”系

列活动期间，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亚军称：“香

港和上海如同镶嵌在祖国版图上的

两颗明珠，沪港合作机制自 2003 年

建立以来，两地交流不断拓展和深

化，结出丰盛成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

室主任张建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下，1997 年香港回归以来，特别是

2003 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

以来，香港与内地省区市层面的政

府共同推动、建立了多个地区性合

作机制。其中，沪港合作会议机制

是香港与内地省、直辖市一级正式

建立的重大合作机制之一，而金融

合作是沪港合作的重要特色。“沪

港金融主管部门上海市金融服务办

公室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在 2010 年和 2016 年分

别签署了《关于加强沪港金融合作

备忘录》《关于深化沪港金融合作

的协议》，确定了金融市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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