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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 《大公报》 消息，香
港人才管理协会与浸会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策略发展中心
近日公布，调查显示，今年香港
应届学士毕业生的起薪点为14216
元 （港 币 ， 下 同）， 较 去 年 高
3.3%；硕士或以上的应届毕业生
起薪点则较去年低 6.8%，月入
14316 元。今年 7 月至 9 月，该调
查访问了11个行业、96间香港公
司，涉及超过11.5万名雇员。

商界注重实战经验

若按科目划分，大学的建筑
专业毕业生起薪点最高，学士平
均月薪 17814 元，硕士或以上为
17852元；其次为工程专业，学士
月 薪 14699 元 ， 硕 士 则 有 15117
元，都是硕士毕业生薪金高过学
士。不过，信息科技专业学士毕
业生起薪点达 14983 元，硕士生
反而只有14406元。

调查发现，从事信息科技行
业的学士毕业生，起薪点较硕士
生还要高4%。有业界人士称，信
息科技专业硕士仍沿用 10年前订
下的课程，侧重理论，不符合业
界着重技术的要求，而科技世界
变化急促，“ （硕士生） 读了 6
年，已经脱离现实，香港专业教
育学院毕业生如果有实战经验，
薪资会较高。”

本科生比硕士吃香

香 港 互 联 网 专 业 协 会 副 会
长、智慧城市联盟金融科技小组

主席陈家豪称，业界需要的是技
术人员，“一毕业出来，就要交到
货”，但大学课程直至今年，才加
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业界
需要的新技术，有实战经验的香
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反而更吃
香，薪资甚至会比大学生高，而
硕士生在象牙塔，与商界需要的
人才标准不大吻合。

软 件 开 发 公 司 创 思 奇 公 司
（中国业务） 副总裁钱国强说，科
技界近年变化急促，员工的技术
要求提升，才能不断追上时代步
伐。他留意到，信息科技专业的
学士与硕士学位并非同专业，加
上硕士课程理论性较高，技术反
倒不如较低学历的信息科技专业
本科生。“作为老板，一个学士生
有少许实习经验，我愿意付 （月
薪） 1.6 万至 1.8 万元，而硕士生

技术低，只会有1.5万元。”

市场渴求专业人才

调查显示，资讯及通讯科技
行业预计明年仅加薪3%，加幅在
调查行业中排名最低。调查机构
称，受访公司包括手机公司、电
讯商和网上公司等。智慧城市联
盟召集人杨全盛称，估计是从事
传统电讯商的硬件工程人员拉低
增幅所致。

杨全盛说，“电讯公司竞争
激烈、市场饱和，公司会控制
成 本 ， 加 薪 3%算 是 合 理 。” 但
从事软件开发的信息科技专业
人 士 则 十 分 吃 香 ， 钱 国 强 说 ，
香港缺乏相关人才，市场又相
当渴求，不少公司愿意加薪 10%
至 20%“挖角”。

新华社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陆华东） 23 日上
午，随着江苏台资企业苏州金鸿顺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鸣锣上市，江苏台资企业在大
陆上市数量已达10家。

据上交所近期公布的企业 IPO 发行审核状态信息显
示，江苏还有 3家台企在列：第 23位的勋龙智造精密应
用材料已上发审会；第 66 位的安佑生物科技集团已反
馈；第123位的联德精密材料已反馈。

自 2016 年提出打造“大陆资本市场江苏台企板块”
以来，江苏省台办积极争取证券监管部门、金融业务部

门支持，帮助台资企业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力
台企转型升级。台资企业在
大陆上市 （挂牌） 热情升
高，上市进度加快。

“大陆的资本市场很活
跃，上市能帮助我们获得充足资金，有利于加快上下游
垂直整合，帮助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正在积极谋划在
大陆上市的台企亚翔系统集成科技 （苏州） 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毛智辉说。

作为台商台企投资兴业高地，截至 2016年底，江苏
省累计批准台资项目逾2.6万个。采访中，多位台商均向
记者表露了在大陆上市的意愿，他们表示台企在大陆上
市正渐成趋势。

“下一步，我们将提供多层次服务，帮助更多台企积
极在大陆上市。”江苏省台办经济处副处长李晓志说。

据新华社香港10月23日电（记者王小旎） 由阿里巴巴集团旗
下的 B2B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主办的首届“香港
B2B电商青年节”23日在港拉开帷幕。活动涵盖系列赛事，旨在
激发青年群体在电商领域的实践能力，开启青年电商创业之路，
以推动香港电商的整体发展。

据介绍，该青年节主要由三场赛事组成。全港中学生电商设
计大赛面向香港高中学生，参赛者需为阿里巴巴客户设计旺铺横
额，并由企业家及设计师评审。据悉，这一赛事已获香港特区政
府纳入商校合作计划中。

其他两场赛事包括：全港大专院校学生电商操作达人赛，将
在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中招募25-30组 （每3人一组） 参赛队伍，以
阿里巴巴客户为实例进行运营，帮助参赛者积累实践经验；全港
青年电商创业公开赛，面向本地 18-40 岁青年以个人或小组名义
参赛，以电子渠道为推广基础，制作一份全面的创业计划书，并
说服评审对项目作出投资。

赛事将由10月24日起接受报名，并将于2018年1月起进行比
赛，4月 22日进行总决赛及颁奖典礼。优胜者将获得奖杯、现金
及电商课程的进修机会等。

阿里巴巴 B2B台湾暨香港业务副总经理张岳博表示，青年是
最具发展潜力的群体，希望此次活动为年轻一代打开 B2B电商发
展之门，协助他们掌握数码经济时代的新机遇，共同提升香港
B2B电商的整体竞争力及发展水平。

香港应届生起薪差别大
建筑专业最高

俞 晓

罗宇是一名在北京读书的台籍大学生。今年十
一、中秋期间，他从北京一路坐高铁南下，到南
京、上海等地游玩。不过，让他最兴奋的不是沿途
的风景，而是他可以像大陆同学一样直接在自助取
票机上取票，再也不用在窗口排长队了。

近年来，在“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下，大陆多
地区、多部门积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为台湾
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这些举措让不少台湾同胞感受到了大陆的贴心
服务，让他们对扎根大陆发展少了忧虑，多了安
心。

日常生活更加便利

罗宇在意的卡式台胞证自助购票、取票服务曾
是许多台胞期盼的事情。从 2017 年春节开始，中
国铁路总公司逐渐推行卡式台胞证自助购取票服
务，民航部门也推出台胞自助售票、值机服务，解
决自助设备自动识别台胞证的问题，让台胞出行更
省时省力。

“之前出差的时候，我常碰到跑了三四家酒
店，都被告知无法接待台湾人的情形。”郑博宇是
一位在北京创业的台湾青年，经常到大陆各地谈业
务，有过不少“住宿难”的体验。几个月前，国家
旅游局发文要求旅游住宿企业应为台湾同胞提供更
加便利的旅游住宿服务，不得以任何非正常理由对
台湾同胞办理入住设置障碍。这一政策的出台帮台
湾同胞解决了住宿上的“老大难”。

大陆电子支付盛行，不论是订票订酒店、使用
共享单车，还是聚会 AA 制买单，都离不开微信、
支付宝的使用。但是办理网上支付服务需要绑定大
陆的手机号和银行卡。为了使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工

作、生活变得更方便，浙江省玉环市浙台 （玉环）
经贸合作区推出“一站式”服务，分别在当地的中
国移动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营业点为台胞开辟绿色
通道，只需 10 多分钟便可让台湾同胞拿到大陆的
手机卡和银行卡。

“这些政策破除了隔阂，便利了生活。”郑博宇
这样感慨道。

创业就业渠道通畅

今年 38 岁的黄志伟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
如今在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任教并获聘为副教
授。他表示，如果台籍教师想在大陆长期发展，在
大陆评定职称就很重要。而评定职称除了要看自己
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外，还要看是否有科研项目。

“如今，国家社科基金向在大陆的台湾研究人员开
放。我们如果申请上国家课题项目，以后评职称就
方便多了。”

开放国家社科基金申请是便利台胞在大陆就
业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教育部要求高校向有
意愿在大陆就业、符合条件的台籍应届毕业生发
放 《就业协议书》；人社部先后开放 12 个省区
市，作为台湾居民在大陆事业单位就业试点地
区，台湾居民可在试点地区高校、公立医院等事
业单位就业；司法部决定进一步扩大法律服务对
台开放，已开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可聘用台湾执
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提供台湾地区法律的咨询
服务。

而在台胞创业、办企业方面，大陆同样出台了
众多优惠政策。比如国台办去年出台有关规定，指
导各地从创业启动资金、融资、办公场所使用等方
面对台胞给予支持；北京市要求简化台湾同胞来京

创办企业名称登记程序，实施工商登记与商务备案
“一窗受理、一表登记”，实现“七证合一、一照一
码”；江苏扬州推出“创新券”，企业可用于购买技
术成果、科技服务和添置先进研发设备，如今已惠
及数十家当地的小微台资企业。

社会保障一视同仁

肖恒是在大陆就学的台籍学生，明年即将毕业
的他已开始四处投简历、参加笔试面试。谈及待
遇，他表示，自己除了在意薪水会有多少，也会关
心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情况。“根据大陆新的规定，
在大陆就业的台湾居民享有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
权利。有了这一项的保障，我们在大陆购房和租房
的能力会有所提高。”

通过梳理近期的惠台政策，记者发现各地区、
各部门都为台胞推出了许多与大陆居民一视同仁的
社会保障政策。例如在大陆居住、就业和就学的台
湾居民可在大陆参加社会保险，部分地区还规定当
地台胞及其配偶、子女可以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
医疗卫生服务。

针对台胞子女的就学问题，许多地区推出举
措，明确规定共同生活的台籍子女，可以进入当地
中小学就读，与当地居民的子女享有同等待遇。甚
至有的还开辟台商子女就学绿色通道，提供网上入
学申请服务等。

此外，北京还规定在京投资、就业和创业的台
湾同胞，符合租住公租房条件的，与北京市居民享
受同等待遇，可纳入“新北京人”配租范围，也与
北京居民同等享受住房租赁权益和相关公共服务；
广西南宁为台胞提供办理市民卡服务，让他们享受
到更多与市民一样的权利。

惠台政策频频推出

台胞扎根大陆更安心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香港应届毕业生 图片来源：港媒

新华社澳门10月23日电（记者胡瑶） 记者 23 日从澳门特区
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获悉，澳门9月入境旅客比去年同期增加2.4%。
今年前三个季度入境旅客共2384万人次，同比增加4.2%。

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显示，9月入境旅客共249万人次，按年增
加2.4%，按月则减少13.3%。留宿旅客138万人次，同比上升5.4%；不
过夜旅客111万人次，同比下跌1.0%。旅客平均逗留时间1.3日，与去
年同月持平，其中留宿及不过夜旅客分别维持在2.2日及0.2日。

9月份内地旅客共172万人次，同比增加9.2%。来自香港 （45
万人次） 及台湾的旅客 （8.6 万人次） 按年则分别减少 14.3%及
5.8%。此外，来自韩国的旅客同比增长10.6%，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及英国的旅客均有所减少。

今年前三个季度，澳门入境旅客共2384万人次，同比增加4.2%。
留宿旅客（1264万人次），上升10.8%；不过夜旅客（1120万人次），下
跌2.3%。旅客平均逗留时间（1.2日），与去年同期相同。内地（1609万
人次）及韩国旅客（64万人次）按年分别上升6.3%及34.9%，香港（466
万人次）及台湾旅客（80万人次）则分别减少2.9%及0.9%。

澳门前三季入境旅客近2400万人次

江苏已有10家在大陆上市台资企业

扫码、支付、拿货，在内地菜市场已经司空见惯的
场景近日在香港也出现了。

香港宝达街市 （内地称“菜市场”） 有了新变化：
街市内 43家店铺都架了一台手机或一个二维码，市民在
街市购物时可以使用支付宝付款。这也是支付宝在香港
打造的首个“无现金街市”。

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与香港街市集团 23日举行合
作发布会，宣布支付宝与香港街市集团正式开展合作，
将香港宝达街市作为先行试点推广“无现金街市”，并计
划未来在更多的街市接入支付宝服务。

走入熙熙攘攘的宝达街市，虽然大部分逛街市民还
是使用现金交易，但不少年轻人已经在尝试使用支付
宝。吴先生在水果摊买了几类水果，看到摊位上“满 30
元消费减3元”的活动海报后，立即跟店家要求用支付宝
付款。

吴先生告诉记者，他知道在内地街市用支付宝付款
已经很平常，但在香港还没普及。他很高兴看见香港的
街市也推出了支付宝付款服务，这样的付款方式方便快
捷，他相信这是未来的趋势。

水果店铺“天天鲜果”的老板黄小姐在本月 12日接
入了支付宝付款服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 20多笔交易通

过支付宝完成。她表示，虽然现在使用支付宝的人还是
少数，但不少居民看见支付宝推广的优惠活动都想尝试
一下。她觉得使用支付宝交易有不用找钱、自动入账、
接入免费等优势，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市民使用。

在发布会上，香港街市集团总监凌伟业表示，此次
将支付宝引入街市，能够优化街市的经营环境，提升商
户的营商能力及服务素质。香港街市集团未来将更加积
极推动电子支付的发展，以配合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变。

支付宝港澳台区总经理李咏诗表示，街市是非常适
合电子支付的一个消费场所。居民在街市消费频次高，
数额小，用电子支付省去了手拿大把零钱的烦恼；而对
于摊主来说，居民所支付的金额可以直接打入他们的银
行账户，省去了点钱以及去银行存款的时间，节省了人
力成本。

以港币付款的“支付宝 HK”今年 5月推出，首两周
已吸引超过10万名活跃用户。现在已有超过4000家知名
香港零售商户，提供“支付宝 HK”扫码支付服务。此
外，“支付宝 HK”20 日新增 P2P 转账功能，用户可直接
透过“支付宝HK”平台转账给其他用户，进一步享受电
子钱包的便利体验。

（据新华社香港10月23日电）

香港的第一个“无现金街市”
新华社记者 周雪婷

阿里巴巴在香港举办电商青年节阿里巴巴在香港举办电商青年节

10月22日，2017年
澳门高尔夫球公开赛在
澳门高尔夫球乡村俱乐
部落下帷幕，印度名将
布拉尔夺得冠军。

图为布拉尔在比赛
中挥杆。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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