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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大灣區訪問團日前在深圳、東莞、佛山和
廣州四地考察，創新科技和高質量發展是此次進行交流
的重點。孫東說，在到訪騰訊、比亞迪、佛山市城市大
腦系統、博智林機器人有限公司等企業後，深深感受到
四地的發展離不開對創科的重視。

創科助力高質量發展港應學習
對機器人領域有研究的孫東局長表示，佛山的博智

林機器人有限公司的研發非常接地氣，例如旗下的建築
機器人、機器人餐廳都是與實際應用緊密結合的。
「（所以說）創科助力了高質量發展。這幾個城市的科
技企業、先進製造業都發展得很快，這都是值得香港學
習和借鑒的地方。」

至於下一步打算，孫東認為，香港一方面需要繼續
支持創新，同時也要重視創新科技成果的落地，才能夠
真正做到高質量發展。他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科技產
業進步很快，以深圳為例，能夠誕生比亞迪、騰訊、大
疆這樣的王牌產業，成為深圳的名片。而香港接下來亦
要打造自己的王牌產業，打造成香港的名片。

布局非照搬深圳模式要有特點
當然，城市名片的打造並非一蹴而就。 「深圳的比

亞迪於1995年成立，騰訊1998年就成立。它們都經過
超過25年的發展，才有今天的輝煌。」 孫東說，目前創
科局正在做全面布局，在去年特首施政報告中，就首次
提出本港的產業政策將聚焦幾大領域：即生命健康科

技、人工智能與機器人、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
造、新能源、金融科技、物聯網等。 「這些領域有可能
打造出明星產業。」 他強調，這些布局並非照搬深圳模
式，而是符合香港的發展特點。

創新科技日新月異，孫東形容到內地走一走、看一
看，大開眼界，下一步還會到外面去考察，他會去歐
洲、東南亞等地。昨晚他已啟程前往瑞士。 「這次選擇
瑞士作為我海外參訪的第一站，主要是借着第48屆日內
瓦國際發明展的契機，一是對外講好香港故事，二是學
習交流。」 孫東透露，他還會去瑞士的一些大專院校、
高科技企業學習，同時物色一些企業、人才來港發展。

「很值得我們學習，創新科技不進則退，香港下一步也要打造自
己的王牌產業。」 剛剛隨團到訪大灣區內地四市返港的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局長孫東，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表示，今次內地學習考察讓
他收穫良多。他說，灣區內地城市的科技產業進步很快，而且有屬於
自己的王牌產業， 「比亞迪、騰訊、大疆，都是深圳的名片！」

孫東表示，香港的確要奮起直追。他又透露接下來會到海外進行
創科考察，昨晚已啟程赴瑞士，行程包括出席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我們也會到當地的
院校、企業學習。一是藉此機會向世界講好香港故事，二是希望盡可能找多些企業、人
才來港發展。」

香港要打造自己的王牌產業
孫東：考察灣區內地科企 收穫良多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文）、林少權（圖）

赴日內瓦發明展 冀把活動帶到亞洲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這是香港的優勢，也
是香港創科發展的好條件。

孫東表示要加強香港與海外的科技合
作，他此次到瑞士為參與2023年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的香港代表團打氣，還會實地考察
創科新形勢。

今次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香港代表團由約
500名來自大學、研發中心、研發實驗室、
科技企業、政府部門及中學的成員組成，破
紀錄地提交共293個參加項目。孫東透露，
一直有與發明展組織者保持聯繫，冀望在今
年12月把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的一些活動帶到
亞洲。

瑞士與本港高校合建實驗室
「很多參展商覺得去日內瓦很遠、很

貴。如果能把發明展的一部分活動帶到亞洲
來，相信能更加有效推動香港、內地與國際

間的創科交流。」 孫東表示，香港的科研與
國際合作頻密，例如今次去瑞士，他亦會到
當地高校、企業做交流訪問。

據悉，今次孫東訪問的蘇黎世聯邦理工
學院和洛桑聯邦理工學院，都與本港高校合
作建立了InnoHK聯合實驗室。其中蘇黎世
聯邦理工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倫敦帝國學
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合作成立
AIR@InnoHK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又
與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史丹福大學、聖母大學和洛桑聯邦理工
學院合作成立AIR@InnoHK智能晶片與系統
研發中心。

孫東還透露自己將會到訪瑞士的生物藥
廠Roche和Novartis。孫東表示，生命健康
科技是香港下一步要重點發展的行業之一，
其中Roche之前在本港的科學園建立了研發
中心，與科學園簽訂下幾個重要的協議。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專訪

引進來走出去 加強窗口作用
孫東表示，過去一段

時間，特區政府舉辦了不
少活動，同時跟很多海內外的創科企業見面
和交流。政府希望有些內地企業，特別是想
借助香港走向國際的企業，來到香港發展。

他續指，早前內地幾大園區亦都有訪問
香港，他希望兩地的科學園區建立緊密的關
係。 「這樣的話，我們一些海外的企業來到
香港之後，也可以通過一些姊妹園區，到內
地去發展。我們的任務，還是引進來，走出

去。香港這個窗口的作用，會進一步得到加
強。」

據悉，於不久前圓滿結束的 「香港國際
創科展」 、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和 「數
字經濟峰會」 三項BITWeek盛事匯聚了來
自15個國家和地區，超過2000家的展商參
與，並一共錄得逾50000名本地和海內外人
士出席。另外同期舉行的 「香港Web3嘉年
華」 線下參與人數逾50000。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港擬建超算中心 可助力發展AI
ChatGPT熱潮方興未艾，孫東表

示，由於ChatGPT尚未對香港地區正
式開放權限，加上考慮到保安風險，故政府暫未考慮將
其列作正式的應用程式在內部使用，但強調會繼續關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而且可以在這方面助力國
家所需。

內地科企最近推出自己的AI模型，例如阿里巴巴的
「通義千問」 、百度的 「文心一言」 ，而本港創科公司
商湯科技亦推出 「日日新」 AI大模型體系。孫東表示，

這是好現象，但現時內地的AI模型技術要達到ChatGPT
的水平，仍有一段路可走，他相信在這個過程中，香港
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孫東表示，香港正準備建立自己的超算中心，加之
香港作為國際數據港，今後會有來自海內外的數據彙
集，同時香港也有海內外的人才加持。 「算力、數據加
人才，決定了香港在未來的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發展過程
中，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創新科技不進則退，
香港下一步也要打造
自己的王牌產業。

獨特優勢

瑞士考察

發揮所長

▲孫東早前出席香港國際創科展，參觀智慧香港展
館。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

新作風值得點讚

龍眠山

香港舊廈林立，其中工廈、
三無大廈及建築工地存在不少消
防隱患。《大公報》早前推出
「消防隱患追蹤系列」 ，引起社

會廣泛回響。消防處迅即推出改
善措施，這種聞過則喜、雷厲風
行的工作新風，令人眼前一亮。

消防處處長楊恩健接受訪問
時表示，消防處高度重視有關報
道，迅速採取相應措施堵塞漏
洞，包括突擊性巡查目標大廈；
加強抽查消防設備年檢證書；採
用AI人工智能協助篩選問題證書
等。對於舊住廈的 「老大難」 消
防問題，會加強招募消防特使舉
報違例情況，消防處將新設熱線
建立溝通平台，加強地區支援協
助市民處理消防隱患。另外，消
防處亦與水務署合作，試行先導
計劃後，將提升全港舊廈的泵水
裝置設備，避免出現火警發生時
無水可用的問題。

消 防 處 的 堵 漏 措 施 相 當 全
面，只要能落到實處，大量消防
隱患將被消弭於無形，最大程度

地保障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消
防處有必要進一步加強調查研
究，以及採用更先進技術，將消
防工作做得更好。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傳媒
報道反映民意，傳遞市民呼聲，
相關系列報道引來消防處切實改
進工作，既說明輿論監督的重要
性，也反映政府部門要有接受批
評的雅量和解決問題的勇氣，不
能對批評性報道閉目塞聽或視為
「多事」 。香港社會問題千頭萬

緒，有些問題其實早已存在，傳
媒一再披露，可惜因為未獲應有
的重視，以致積重難返，變成結
構性問題。

官 僚 作 風 是 良 政 善 治 的 大
敵。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大灣區訪
問團結束行程後，行政長官李家超
指出香港需要 「敢於創新，打破
樽頸」 ，點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關
鍵所在。 「敢於創新」 ，就是打
破舊思維、摒棄舊做法、展現新
作風，迅速回應民意
是其中應有之義。

改革區議會完善地區治理體系
第六屆區議會任期將於今年底結

束，未來何去何從備受各界關注。行政
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地區行政檢討已
接近尾聲，改革區議會須符合三原則：
維護國家安全、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
港」 、確保行政主導；而新一屆區議會
將循多種方式產生，並保留一定的選舉
成分。行政長官的表態體現了特區政府
改革的決心，事實上，早日讓區議會回
歸基本法初心，完善地區治理體系，是
此次改革的題中要義。

從非法 「佔中」 開始，區議會蛻化
變質的問題日益嚴重。反中亂港勢力打
着 「民主」 旗號，以關心地區事務為幌
子，通過選舉登堂入室。現屆區議會更
是在2019年黑色暴亂的非正常大背景下
產生的， 「政治化」 變本加厲，甚至成
為煽動暴亂和鼓吹 「港獨」 的溫床，嚴
重威脅國家安全。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香港
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區議會中的
反中亂港分子不是被依法DQ，就是主
動辭職，目前席位只剩下約三分之一。
一度有意見認為，區議會應該全面廢
除。然而，區議會作為地區治理體系的

重要一環，承擔服務市民的重要功能。
特區政府決定保留並優化其組成，方向
完全正確。

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特
區政府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
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
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
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 這已清晰地
指出了區議會改革的關鍵，就是要回到
「非政權性區域組織」 的定位，強化接
受地區事務諮詢和提供服務這兩大功
能。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區議會重蹈
「政治化」 、 「極端化」 的覆轍。

另一方面，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
行行政主導，區議會改革，必然要體現
這一原則。區議會相當於政府的 「眼、
耳、手」 ，既要向市民解釋政府的政
策，將有關政策落實到基層，也要下情
上達，向政府反映地區民意。區議會只
有真正成為回應市民訴求、為民辦實事
的平台，香港才能進一步鞏固良政善治
的大好局面。

李家超表示未來的區議會將循多種
方式產生，並保留一定選舉成分，這符
合香港的實際。香港是多元社會，利益

多元，表達多元，這決定了區議會的組
成也要符合多元參與的要求。再說，基
層治理面向廣大居民，基層服務既廣泛
複雜又具體，必然要求基層治理參與者
的來源多樣化、年齡多樣化及政治上的
五光十色。

不管白貓黑貓，捉得到老鼠才是好
貓；不管區議會如何產生，能有效服務
市民的就是好區議會。香港社會需要打
破 「唯直選論」 的迷思，不必將直選議
席的多少作為評估認受性和代表性的唯
一標準。香港有區議會之初，其產生方
式就呈現多元化特徵，既有直選議席，
也有間選議席，更有當然議席，事實證
明，這種產生方式的多元化能更好地回
應市民訴求的多樣化，更好地反映地區
利益。

香港已邁入由治及興的新征程，來
之不易的社會和諧安寧需要加倍珍惜，
沒有人再願意看到區議會再一次被反中
亂港勢力操弄，這就是香港的現實，也
是民心所向。一個更能體現 「愛國者治
港」 原則、維護國家安全的區議會，一
個更有利於地區治理、維護港人利益的
區域組織，才能得到市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