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要 聞 2023年2月21日 星期二大公報fb

港打造創科中心 聯動灣區與國際
國際灣區高峰會議舉行國際灣區高峰會議舉行 逾逾200200專家學者參加專家學者參加

李曉紅：支持兩地專家無縫銜接合作
在全球創科浪潮下，

中國工程院持續關注全球
工程科技創新前沿動態，並研判未來發展
趨勢。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表示，未來
希望推動安全高效能源體系、主動型大健
康體系等發展。此外，中國工程院支持兩
地專家無縫銜接合作，比如展開大灣區需
求戰略諮詢研究等。

推動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
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說，展望未

來，首先是實現萬物互聯，數字經濟、人
工智能與社會情境廣泛融合，建立現代社
會智能治理模式；通過機器換人的方式應
對超高老齡社會挑戰。同時，建成清潔、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並健全健
康、綠色農產品體系。

此外，推動主動型大健康體系協同發
展，護理從以疾病為中心轉向以健康為中
心；突發事件一體化監測處置，自然災
害、生產事故實現智慧監測、精準防控
等。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李曉紅
說，在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中國

工程院支持
香港院士參
與大灣區國
家實驗室，
圍繞大灣區
需求展開戰
略 諮 詢 研
究，實現兩
地專家無縫
銜接合作。
同時，都希
望吸收更多
港澳地區傑
出工程科技專家加入院士隊伍，培養戰略
科技力量。

李曉紅續說，在強化內地香港交流
合作方面，希望建立中國工程院與香港
工程科學院學術互訪機制，支持在港工
程院院士更多參與中國工程院各學部院
士活動。

同時，支持中國工程院、香港工程
科學院、香港科學院院士在內地東北、
西部地區兼職或設立院士工作站。

大公報記者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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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以視像
致辭時表示，在 「一國兩制」 之
下，香港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既有國家戰略的有力支持，又有
國際互聯互通。憑藉在大灣區的
優越地位，香港作為聯繫國家與
世界的重要紐帶的角色，已經提
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李家超指出，大灣區總人口
超過8600萬，2021年地區生產總
值超過1.9萬億美元，粵港澳深化
合作，發揮三地優勢互補，促進
區域經濟發展。而在國家 「十四
五」 規劃的支持下，香港銳意發
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這將為香
港打開新的大門，與其他大灣區
城市和整個世界產生協同效應。

李家超表示，聯繫深圳的北
部都會區，將提供現時本港總面
積約三分一土地，它不僅將為創
新科技的發展提供急需的土地，
而且還將打造一個匯聚大灣區其
他城市和海外人才的平台。為
此，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提供世界
一流的基建，以支持社會和經濟
發展，並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和可持續發展。

▲李家超表示，聯繫深圳的北部
都會區，為創科發展提供土地，將
匯聚內地和海外的人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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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科研成果轉化 增強競爭力
是次峰會是香

港工程科學院首次
構建的一個強大網絡，匯聚灣區經濟
體的專業人士、商界領袖和機構。在
昨日主題會議中，大會就 「大灣區：
未來經濟新灣區」 和 「從實驗室到科
技園的輪迴：大灣區端到端科創生態
體系建設探索」 兩個主題展開討論。
有業界人士表示，兩地的緊密合作交
流能加快產品的測試；此外，大學要
用市場和創業的標準評估教學和科
研。

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主講未來經
濟新灣區。馮國經說，粵港澳大灣區
的土地面積較世界其他三個灣區大、
人口亦最密集、交通便利，而行業、
研究的多樣性也十分豐富，是一個大
的經濟體。但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人
均GDP還是比其餘三個低一些，亦存
在區內城市服務產業不平均，及整體
服務業生產低於其他灣區等問題。但
香港具有 「一國兩制」 的優勢，為大
灣區得以良好發展的重要基礎。

馮國經說，香港基礎科學佔優

勢，但要將科研成果落地，需借助內
地市場的力量。例如如何快速生產足
夠數目的產品範本，乃至可以在市場
測試，包括市場競爭力、定價、消費
者接受程度等，再快速將反饋送回到
實驗室。當中最關鍵的就是速度要
快、市場要龐大，這是在大灣區其他
內地城市可以做到的。只有令科研成
果轉化為商品，才能把握時間連接世
界市場，與世界競爭。

市場與創業標準評估教學科研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XbotPark

機器人基地創始人李澤湘亦提到了產
學研融合的問題。李澤湘認為，要實
現產學研融合，關鍵在於了解社會產
業發展過程中，人們的重大需求和痛
點；以及思考若要達到這個需求，業
界需要什麼樣的技術和人才。因此設
計好大學科研人才的課程培養方案很
重要。

李澤湘說，當大學在構思一個課
程體系時，要思考如何能培養可以引
領產業和行業發展的新一代人才。該

課程內容除了是跨學科知識，還要基
於對學生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知識的灌
輸，包括設計思維、產品思維、機械
控制等能力；而學生要能從項目中累
積經驗。 「所以我們要用市場和創業
的標準評估教學和科研，這就是產學
研一體化。」 大公報記者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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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致辭中表示，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新
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熱點不斷，香港工程科
學院搶抓時機，在開年之際，聚焦 「灣區」 和
「創科」 這一新鮮滾燙的主題，匯聚各路精英
分享真知灼見，可謂恰逢其時、恰逢其勢。

盧新寧分享三點體會：一是粵港澳大灣區
應當成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典範。要進一步
發揮香港的經濟體制優勢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產
業結構多元的優勢，建立更加完備的現代產業
體系，提升基礎設施 「硬聯通」 和規則機制
「軟聯通」 ，讓灣區更好地聯起來、動起來、
活起來。

二是粵港澳大灣區應當成為新時代高水準
開放的典範。在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要
發揮促進內外雙循環的重要樞紐作用，實行更
高水準的開放，由推動要素流量型開放，轉向
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三是粵港澳大灣區應當成為科技協同創新
的典範。香港擁有全球一流高校和一大
批尖端科技人才，要發揮在開展國際科
技交流、打造開放創新科技生態方面的
獨特優勢，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與
灣區內地城市珠聯璧合，推動科技創新
成為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實現高質量發展
和高水準開放的新引擎。

▲盧新寧表示，香港要發揮獨特優
勢，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與灣區
內地城市珠聯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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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副部長張廣軍透過視頻致
辭，他表示，在習近平主席的關心指導
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
設取得顯著成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上，科技部將一如既往與香港特區政府
密切合作，以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為主線，以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為主題，扎實推進兩地科技創新合
作，合力推動科技創新，賦能香港經濟
社會發展，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貢獻更大的力量。

張廣軍表示，科技部會與相關部
門持續推進科研資金和人類遺傳資源
過境，不斷擴大國家科技計劃對港澳
開放，大力支持港澳建設國家重大研
發基地和創新平台。

▲張廣軍表示，科技部與香港特區政
府密切合作，合力推動科技創新，賦
能香港經濟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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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表示，香港是國家與
世界的聯繫人，要積極投入大
灣區發展。

由香港工程科學院主辦的2023年
度國際灣區高峰會議昨天在香港舉
辦，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作峰會演
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科技部
副部長張廣軍視頻致辭，香港中聯辦
副主任盧新寧出席會議並致辭，中國
工程院院長李曉紅做主題報告。在港
中國工程院院士，內地、港澳及來自
紐約、加州、東京等著名大學、科研
機構的專家學者和創科企業代表共200
餘人參加。

李家超表示，在國家 「十四五」
規劃的支持下，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國
際創科中心，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和整
個世界產生協同效應。

大公報記者 鍾怡（文） 林良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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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紅表示，中國工程院
全力支持香港院士參與大灣
區國家實驗室研究。

協同發展 發揮優勢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
峰會上發表演講，他指出，大
灣區規模龐大，其9個內地城市
總人口是香港的10倍，地區生
產總值是香港4倍多，香港作為
小經濟體，需建立有效策略，
把握機遇與鄰近城市合作。

梁振英強調，大灣區合作
發展亦要有優次，香港是國家
與世界的聯繫人，要積極投入
大灣區發展， 「集中力量辦大
事」 ，包括提升技能，做好網
絡建設等，同時要留意香港合
作時的影響，舉例說在長隆水
上樂園的競爭下，本港的海洋
公園面臨挑戰。

掃一掃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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