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WYO青年辦公室提出十項建議，希望政府和青年發展持份者儘快提供支援，為通關後

恢復兩地青年工作做好準備。

加強「姊妹學校計劃」支援和共建元素（對象：中學生）

• 教育局於網頁上載交流計劃書和報告書的簡單範本，當局可委託具相關經驗的學術

機構、智庫或團體，撰寫更具體的範本，甚至制訂評估細則和進行分析工作。

• 教育局為每所學校提供經常津貼，建議當局儘早和學界商討及公布資助的金額和安排。

• 學校可鼓勵和協助兩地學生共建交流活動的內容和模式，包括新興地標、特別體驗

（例如家訪、做義工），再由老師整理和確定行程。

提升內地升學和實習計劃的資助和認可（對象：大專學生、在職青年）

• 建議當局每年檢視「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下通過入息審查學生可獲的全額資助；

免入息審查資助下合資格學生的定額資助可增至10,000元，其後每年檢視資助金額。

• 建議當局擴大「勉力助學金計劃」對象至所有在內地院校就讀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學

生，以及向學生與學業輔導老師多宣傳計劃。

• 建議政府優化和擴展「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計劃」，包括承擔實習生的主要開支以

吸引更多企業參與；以及延長計劃的實習時間，亦不限於在暑期進行。

• 建議當局整理「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的資料並有系統地上載網頁，例如

參與企業的數目和業務、報名資格和渠道，以及計劃成效等。

• 鼓勵大學推動針對性實習計劃，例如法律學生到內地法律機構實習，並將經驗認可為

課程學分；本港大專院校及其內地分校可多安排兩地學生交流，並聯繫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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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自資院校非本地學生來源（對象：大專學生）

• 建議政府繼續爭取讓更多內地生到本地自資院校報讀課程，例如將招收內地、台、澳

學生上限調高至兩成或以上。

• 建議自資院校開辦在大灣區有市場需求、以職業導向為主的副學位課程；加強與

大灣區教育機構的聯繫及合作方案；與當地院校合辦更多交流活動和實習計劃。

系統性評估並優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對象：在職青年）

• 建議透過科學化方法持續評估及優化計劃，公開數據展示成效；放寬計劃的內容和

申請資格；鼓勵更多大灣區內地省市政府提供生活支援；與參與計劃僱主商討其後安排。

為青年提供內地就業資訊和平台（對象：大專學生、在職青年）

• 建立青年人才資料庫：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下稱大灣區

辦公室）建立人才資料庫，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網站（下稱大灣區網站）留下

資料的人士，以及大學校友會、行業協會和專業團體的會員。

• 發放資訊予相關機構、網站和社交媒體：當局可透過大學校友會、行業協會和專業

團體，發放最新資訊（例如優惠政策、行業講座）予會員，並了解他們對前往大灣區

就業和生活的看法。當局要經常更新和運用社交媒體宣傳大灣區網站內容。

• 物色並將職位空缺分類：大灣區辦公室、勞工處與相關機構（例如香港貿發局）合作

擬訂優質企業名單，以及向兩地的獵頭公司、招聘網站和企業協會了解當地市場需求

和職位空缺，再上載於大灣區網站（可特設青年就業網頁），並按地區、行業、業務

性質、企業、職位、工資和待遇分類。

• 舉辦招聘和分享活動：大灣區辦公室、勞工處、香港貿發局、獵頭公司、企業、行業

協會及招聘網站，可協辦就業講座，由業界人士和過來人分享優惠政策和行業前景、

就業和生活資訊，以及專業資格、資歷與學歷互認問題；也可舉辦大灣區企業招聘

活動，提供就業資訊和空缺，並在現場進行面試。

• 為回流青年建立職場人際網絡：成立多界別專業人士組成的回流青年職涯支援小組，

提供專業意見、職涯規劃及輔導服務；促進他們和其他回流青年、大灣區和本地僱主

的交流；將他們培訓為導師，指導準備前往大灣區或回流的青年。

• 以上各項建議適用於建立創業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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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設「香港青年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假期計劃」（對象：大專學生、在職青年）

• 建議政府加設「香港青年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假期計劃」，提供生活津貼（例如每月

2,000元，為期一年），首年可先試行配額500個。

• 申請人須做最少一份兼職，大灣區辦公室可聯絡當地僱主提供兼職空缺；與各城市的

創新創業基地及青年共享空間，商討為青年提供與各地創業青年交流的機會。如有

住宿提供，可安排他們以較優惠價錢入住（由政府承擔部分費用）。

全面檢視政府資助交流計劃（對象：中學生、大專學生、在職青年）

• 當局應制訂成效評估機制和籌備交流活動指引；增撥資源設立創新計劃孵化器，每年

選出十個優秀和具創意的交流活動，提供平台讓主辦方和其他活動團體分享交流。

• 青年發展委員會網站正建構「實習及交流活動一站式資訊平台」，建議新平台簡化

活動的申請步驟，讓青年了解主辦機構旗下活動過往的成效及評價，並讓他們參與

活動後分享感想和評分，活動舉辦機構亦可就此回應。

大專院校推行參與式交流計劃（對象：大專學生）

• 建議大專院校將「參與式預算」概念融入內地交流計劃，包括設立機制讓學生提出

意見，由他們參與行程設計，再由導師整理和確定行程。

• 校方應制訂完善的意見回饋和評核機制，例如設計前後問卷了解交流團是否達到目的／

目標（例如學生有否增加投入感、加深對內地風土人情的觀感）。

讓青年以「個人遊」形式到訪內地（對象：中學生、大專學生、在職青年）

• 推出「青春高鐵線」，與國家部門協作，讓學生（例如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全日制學生），在長假期以優惠價錢購買套票乘搭高鐵。可先以城市點對點的方式開始，

再逐步增加覆蓋城市。

• 推出「文青通」，資助青年觀賞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傳統和流行文化藝術作品，如

音樂、戲劇、體育等，以及購買表演場地和博物館的通行証。

• 由政府舉辦或擴大「M品牌制度及支援計劃」覆蓋範圍，資助環遊大灣區各城市的

活動（例如單車、馬拉松及渡海泳）。青年可以選手或義工的身份參與，包括全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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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和在職青年參與內地義務工作（對象：大專學生、在職青年)

• 組織義工機遇和平台：一）當局可與有廣泛人脈網絡和舉辦交流計劃經驗的青年團體，

聯繫和認可更多內地服務機構，並物色較受青年歡迎的義工活動；二）兩地政府舉行

更多跨城市體育文化活動（包括全國運動會），並招募兩地青年一起做義工；三）協調

兩地院校、行業協會和專業團體合辦主題性義工交流團（例如金融、法律、資訊科技、

航天等受青年歡迎的科目／行業）。

• 提供資助、培訓和誘因：一）為青年提供資助（包括生活和交通津貼，以及醫療、

旅遊和第三者保險）；二）為青年提供培訓（包括普通話和統籌活動能力）；三）協調

大專院校將有關活動計算在學分當中。

• 整合和宣傳資料：一）將所有相關義工活動上載至新設立的一站式青年資訊手機應用

程式，甚至讓青年按活動的時間、類別、對象和機構尋找機會，並提供簡易網上報名

方法和配對服務；二）大型義工項目要透過青年常瀏覽的社交媒體宣傳。

通關在即，政府和青年發展持份者要在資金、專業和技術援助、資訊平台、宣傳和評估上

提供充分支持。當局也要安排青年回港後以不同形式，例如在網頁貼文、上載照片和

短片、出席交流項目（包括到學校和研討會），向其他青年和持份者分享個人經驗和得着。

當局更應將與青年相關計劃整合在綜合網絡平台上供參考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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