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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繁荣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享有“东方之珠”之美誉。据粗略统计，目前在港山东人（包括
祖籍山东）总数已高达35万人，他们有的在港读书和学习，有的在港工作和生活。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
年，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远离家乡的山东人在港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及对香港和家乡的新认识。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学的是钢琴艺术
留港后从事金融行业

“我生在济南，长在济南。”
吴苏说，1984年1月23日他出生
于山东省立医院，作为医学世
家的孩子，从小一直生活在山
东省立医院宿舍区。当时，那片
宿舍区还不是现在的楼房，有
宽敞的大院子，吴苏每天可以
在院子里畅快奔跑。不过，到了
6岁那年，吴苏的父亲吴金平便
逼着他学钢琴，每周都风雨无
阻地骑车带他去老师那里。从
此以后，小伙伴们放学后都在
外面嬉闹，吴苏只能端坐在椅
子上练琴。

没过多久，吴苏便对钢琴
练出了兴趣，小学毕业时已经
通过了钢琴十级考试，随后多
次获得全国及省市比赛一等
奖。当紧张的高考来临，吴苏作
为钢琴艺术特长生第一名被天
津大学录取。在大学里，他的艺
术特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
现，他曾作为天津大学北洋合
唱团的一员，赴马来西亚参加
21世纪首届国际合唱节。北洋
合唱团一举斩获两项国际金
奖，成为此次大赛中唯一获得
金奖的中国合唱团。

从天津大学本科毕业并工
作一段时间后，吴苏于2008年
赴香港科技大学深造。吴苏取
得全专业唯一的奖学金“Ex-
cellent Student Scholarship”，
并获得土木基建工程与管理硕
士学位。

“香港的工作生活节奏都
非常快，路上的人几乎都是行
色匆匆，看不到慢悠悠散步的，
目及之处都是西装革履的奋
斗一族，到处都是发展机遇，
又 都 稍 纵 即 逝 ，要 学 会 把
握。”谈到对香港的最初印象
时，吴苏这样说。从香港科技
大学毕业后，吴苏毅然选择
留港，加入了英皇金融集团
任职分析师，学习金融及资
本运作。在被问到为何放弃

所学专业时，吴苏回答：“香港
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我想抓
住机会学习。如果有一天我掌
握了香港金融的精髓回到内
地，又比香港人更了解内地，我
的核心竞争力将是独特的。”

购房后从“港漂”
变身为“新香港人”

2010年，吴苏在香港西贡
区购买了住房，正式从“港漂”
转变为“新香港人”。而当年年
底，全国掀起一股物联网浪潮，
跃跃欲试的吴苏与香港科大同
学一起奔赴无锡创业。在完全
陌生的城市，吴苏凭借自身积
累的资本运作能力，与创业伙
伴一起将一家小科技公司迅速
发展壮大，并使之最终成为旗
下拥有地产、投资、科技等板块
的集团公司。吴苏于2011年出
任集团执行董事。

考虑到家庭原因，吴苏于
2013年1月回到香港定居，随后
出任香港科技大学企业中心成
员——— 中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CEO至今，将主要精力放在了
高新科技企业和技术上。作为
公司总裁，吴苏与合作伙伴们
孵化了一批来自香港乃至全球
的自主高新技术，如非接触式
水 泥 基 材 料 电 阻 率 测 定 仪
CCR系列、纳米无机反射隔热
涂料、3D打印技术等。

此外，吴苏主导设立的衡
宽投资，更是投资了一大批拥
有香港科技大学背景的企业。
其中，成立仅6年的珠海云洲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占有全
国超过95%的无人船市场份
额；石笛科技则参加了“一带一
路”国家应用示范——— 宫颈癌
早诊早治适宜技术产品研制项
目等多个国家重点项目。

2016年初，由吴苏控股的
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香港科大的
科研发展，香港科技大学协理
副校长、霍英东研究院院长吴
恩柏教授与吴苏正式签约，共
同组建“华夏中衡-香港科技
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能源控制联
合实验室”。除了提供资金支

持，吴苏及公司团队更是积极
为联合实验室搭建孵化平台。
吴苏公司与华夏幸福、东方园
林等上市集团公司都签署协议
展开了合作。目前，由联合实验
室研发的多项技术，如小型风
力发电系统、吸附式制冷技术
等，都已在占地180平方公里的

“来安江北水岸科技新城”有不
同程度的应用。

虽已扎根香港
仍不忘“思齐”

在自身事业发展突飞猛进
的同时，吴苏也非常重视对青
年创业者的鼓励和培养。继
2016年担任总决赛评委后，
2017年衡宽投资独家冠名赞助
了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创业大赛
深圳赛区，为所有获奖队伍提
供资金奖励。此外，吴苏还获聘
母校天津大学宣怀学院的创业
导师，与该校有志创业的学子
交流创业经验及教训。

虽然如今已经扎根香港，
但吴苏对家乡的思念却与日俱
增。2013年11月23日，吴苏的大
儿子在香港出生，吴苏给他取
名为“吴思齐”，“除了含有‘见
贤思齐’的意味外，更重要的是
希望儿子不忘本，永远记住自
己的家乡是美丽的齐鲁大地。”
吴苏说。而吴苏主导创办的衡
宽投资中的“衡宽”二字，则是
为了纪念吴苏的外公苏应衡及
其弟弟苏应宽。作为山东省立
医院心外科和妇产科奠基人，
苏应衡和苏应宽为山东乃至全
国医学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
献。

“每周都有三四天在内地，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只要出
差间隙有机会，吴苏就回济南
看看。“现在高铁真是方便，希
望有一天高铁能从香港通回济
南。”吴苏也表达了回家乡投资
的强烈意愿：“只要时机成熟，
希望带着这些高新技术回到山
东造福家乡，虽然我们的企业
现在还不是最大的，但我们对
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充满信
心。”

在港山东人总数已达35万

济济南南小小伙伙成成““香香港港十十大大杰杰出出青青年年””
2016年，与“跳水皇后”郭晶晶、“钢琴王子”李云迪等人一起站上“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的领奖

台，时年32岁的吴苏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山东人。同年9月，包括吴苏在内的十位杰出青年的头像荣耀
地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巨屏，吴苏从弹钢琴的小伙，转变为一名青年企业家。

■回家20年·山东人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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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在港的张晗蓉硕士毕业照。

八八成成到到港港求求学学者者
选选择择回回内内地地发发展展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居住成本比较高
公共交通很发达

1998年出生的张晗蓉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济南姑娘，
2011年到香港科技大学读研
究生，之后留在香港。如今，她
在香港一家研究院做纳米材
料研究工程师。

张晗蓉在香港租住的是
一间屋村（粤语地区，尤其是
港澳一带对政府提供的公益
性廉租房的称呼）。别小看这
间30平米的房子，每个月的租
金高达九千港币。“我能住30
平米的房子已经不错了，倒不
是住不起高档的房子，主要是
这里离我老公读博的学校比
较近。”张晗蓉说。

在香港这几年，张晗蓉
觉得，香港最大的好处就是
雨再大也不会内涝，基础建
设非常好。另外，发达的公共
交通也为人称道。“我每天上
下班就是坐大巴车，香港的
大巴车永远特别准时。我每
天可以掐着点出门，到了站
点等几分钟就能上车，而且
还都有座，我几乎没有因为
堵车迟到过。”当然交通费也
不低，一天来回要30港币。

张晗蓉和老公一个研究
纳米技术，一个从事 I T技
术，在香港都属于高科技人
才，两人的收入加起来有4万
块钱左右。不过，光租房子就
几乎花去两人一半工资，如
果想买套四五十平米的房
子，价格大概450万，光首付
就要两百多万。

张晗蓉说，香港作为相对
发达的城市，多年来一直比较
平稳地发展，而内地日新月
异。

创业门槛比较低
在港贷款很容易

付与远是潍坊青州人，7
年前到香港创业开公司。

1988年出生的他在香港
跟山东老乡的接触也很多。
在那里有山东商会、华鲁联
谊会等，几乎每个月他都要
参加好几场。2012年，还成立
了一个香港山东青年会。如
今，据粗略统计，祖籍山东和
现有的在港山东人总数已高
达35万人。

由于跟年轻人和在港的
高校师生接触较多，他发现
现在80%从内地到香港读书
的年轻人选择了学成后回内
地发展。

不过，作为越洋亿科奇有
限公司董事长，付与远依然认
为在香港创业门槛比较低。

“香港的金融体系比较
完整，贷款很容易。比如说，
只要贷款人有房子、有地就
可以做抵押。在内地，这类抵
押贷款大概只能拿到60%，
在香港第一次贷款可以贷到
百分之七八十，而且还可以
同时向其他贷款机构申请第
二次贷款，也能拿到百分之
三四十的贷款。另外，香港的
利率平均来说比较低。如果
在银行信用度良好，甚至不
用抵押房子和地。”

据省商务厅统计，目前，
山东已有香港上市公司47
家，累计在港融资924 . 6亿
元 ，占 境 外 上 市 融 资 的
89 . 2%。付与远很希望山东
企业通过他的渠道到香港找
钱，也希望可以帮香港资金
在山东找到好项目。

付与远说，山东经济发展
非常多样化，重工业、轻工业
都有，GDP也很靠前，但山
东在金融和高科技领域比
香港差了不少。“现在济南
在搞金融中心，我觉得是个
好事，说明大家都在发展新
兴经济。”

他建议，山东在金融和
科技方面可以多对接香港。
山东有很多大企业在香港设
立机构，可以更好地利用香
港融资平台发展。而对于中
小企业来说，无法设立公司，
可以跟投资公司对接。

吴苏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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