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寶龍對澳門六點希望彰顯一國兩制要義
昨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抵達澳門調研。他與澳門行政長
官賀一誠及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
主要負責人座談時，轉達了習近平主席
對全體澳門同胞的親切關懷，並對第五
屆特區政府就任三年多來的工作給予充
分肯定。

夏寶龍希望澳門特區政府團結帶領
社會各界在新時代新征程實現更好發
展，在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上展現更大作為，在維護國
家安全上展現更大作為，在加強愛國愛
澳力量建設上展現更大作為，在推動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上展現更大作為，
在做好橫琴開發這篇大文章上展現更大
作為，在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
上展現更大作為，不斷譜寫具有澳門特
色 「一國兩制」 實踐新篇章，為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夏寶龍對澳門的 「六點希望」 彰顯
「一國兩制」 核心要義，也啟示香港在

這六個方面用心用力，推動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

安全是繁榮的前提
習主席在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

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推進強國
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 習主席的講話充分體現了港澳兩
個特區在國家大局中的獨特地位，也充
分表明在 「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 的征程上， 「港澳責任」

不可推卸， 「港澳貢獻」 不可或缺。
港澳兩個特區要為強國建設做貢

獻，維護社會穩定是前提和基礎。夏寶龍
「六點希望」 當中的兩句話十分重要。

他說： 「在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上展現更大作為」 。

這是告訴澳門特區管治團隊，必須更好
地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的
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堅守 「一
國」 底線，始終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憲制秩序。唯有如此，才能保持 「大
盤穩定」，為繁榮發展提供條件。夏寶龍
指出： 「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展現更大作
為」 。這是告訴澳門特區管治團隊，要
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切實防
範化解各類風險隱患。

夏寶龍的以上兩點希望，是講給澳
門的，對於香港同樣具有指導意義。香
港各界應該看到，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香港任重道遠；維護國
家安全，香港才剛剛起步。香港亂的根
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比
如， 「二十三條立法」 的憲制責任至今
沒有完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安全
門」 仍有隱患。又比如，區議會改革還
未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尚未在基
層治理中切實落實。

夏寶龍的講話啟示我們，維護國家
安全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千里
之堤潰於蟻穴」 。我們要隨時睜大眼
睛，既要檢視過往尚未補上的漏洞，又
要敏銳地發現形勢變化出現的新漏洞，

把 「治」 的基礎築牢，為 「興」 提供堅
實保障。

融入是最大的發展機遇
夏寶龍 「六點希望」 當中，有兩句

提及 「發展」 。他說： 「在推動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上展現更大作為」 。這
是告訴特區管治團隊，澳門雖小，但經
濟結構不能太單一，不能 「把所有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裏」 ，要增強發展的韌
性，增強抗風險的能力。夏寶龍指出：
「在做好橫琴開發這篇大文章上展現更

大作為」 。這是告訴特區管治團隊，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澳門最大的發展機
遇，而橫琴是 「融入」 的關鍵 「接
口」 。

橫琴的面積是澳門的三倍多，橫琴
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這
些年來，中央大力支持澳門在 「融入」
上大膽地闖、大膽地試，創造更多可複
製的經驗。習主席曾勉勵橫琴： 「要發
揚敢為人先的精神，先行先試，進一步
擴大開放，勇於探索，勇於去闖，在體
制機制創新方面，為粵港澳合作作出貢
獻。」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

印發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
方案》，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
員會」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
會」 掛牌亮相。橫琴與澳門經歷了從
「硬連接」 到 「軟服務」 的變化過程，

橫琴也展現出 「趨同澳門」 的新變化。
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也有 「接口」 ，

這就是前海合作區。中央印發的《全面
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
放方案》，賦予了諸多 「先行先試」 的
職能，香港應增強 「融入」 的決心和信
心，徹底排除 「泛政治化」 的干擾，與
深圳攜手探索，在體制機制創新上取得
突破，加快 「融入」 的步伐。

提升管治水平是不懈的追求
夏寶龍 「六點希望」 當中有兩句提

及 「治理」 。他說： 「在加強愛國愛澳
力量建設上展現更大作為」 。這是告訴
澳門管治團隊，堅決落實 「愛國者治
澳」 原則，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
有半點含糊。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修改
完善澳門選舉制度，確保澳門的管治權
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澳者手中；要在愛國
愛澳的旗幟下畫出最大同心圓、實現最
廣泛的團結，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
「一國兩制」 的統一戰線。夏寶龍指

出： 「在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
上展現更大作為。」 這是告訴澳門管治
團隊，要把居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作為
施政的最大追求，提高管治效能，切實
改善民生。

回歸以來，澳門的管治水平不斷提
升，愛國愛澳力量不斷增強。澳門在
「小桌子上唱大戲」 ，演繹出精彩的
「澳門故事」 。過去三年，因疫情影

響，澳門經濟受挫，但從回歸以來的整
體情況看，澳門準確把握 「一國」 之下
「兩制」 的相處之道，澳門社會穩定、

經濟繁榮、民眾幸福指數高。
夏寶龍對澳門治理的要求啟示香

港，在 「一國兩制」 政治制度下，要提
升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必須處理好特
區和中央的關係，正確認識和把握特區
自治權的邊界，做好中央全面管治權與
特區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銜接；必須對
「港獨」 保持 「零容忍」 ，堅決打擊分

離主義勢力；必須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形成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基本盤；
必須說好 「一國兩制」 下的 「香港故
事」 ，贏得海內外更多人的支持；必須
做好基層治理，把 「愛國者治港」 落實
到實處。

香港和澳門同為特區， 「一語雙
關」 。夏寶龍對澳門特區的 「六點希
望」 ，彰顯了 「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
義，也傳達了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央
對港澳特區的新要求、新希望，我們應
聯繫香港實際，認真領會，深入思考，
付諸行動。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
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
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
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點擊香江
屠海鳴

李澤湘孵化的希迪智駕專注於智能
駕駛科技創新及應用，而固高科技致力
於運動控制及智慧製造核心技術的研
發。其中，固高科技的運控技術已應用
在微電子、機器人、數控機床、電子加
工等多個領域。該公司圍繞核心技術研
發出多元化的產品。固高科技的水質在
線監測系統合作方包括香港環境保護
署，可幫助遠程監測水的pH值、EC
值、生物指標等。而其魚菜共生生態系
統已與香港的兩間植物工廠合作，透過
調整光配方，在不影響植物口感和生長
形態的情況下幫助工廠省下約60%耗
電。

遊戲公司創辦人感激科大
另一出席活動的上市公司望塵科技

由科大校友賈小東創立。該公司今年1
月在港上市，成為香港首家上市的移動
體育遊戲開發商。賈小東提到，創業的
想法源於自己體育遊戲迷的身份，希望
打破歐美和日韓的壟斷，讓玩家擁有更
豐富的遊戲體驗。他認為，香港擁有發
達的娛樂市場，政府亦不會進行過多干

預，公司在港上市能比歐美、日韓企業
擁有更多活力。

作為科大校友，賈小東認為母校對
自己創業有深遠影響。他提到校友裏流
傳的一句玩笑話， 「HKUST（香港科技
大 學 ）的 ST 不 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學和技術），而是
Stress and Tension（壓力和焦慮）。」
賈小東續指，在科大不僅讓他的抗壓能
力得到提升，還認識許多優秀的人從而
打開視野，大大地幫助他畢業後創業。

賈小東透露，公司目前缺少的不是
資金，而是人才，是次參與 「獨角獸
日」 的一個原因就是希望
為公司招攬更多新員
工。目前，望塵科
技主要為全球市場
提供應用於移動
體育模擬遊戲
的VR和AI技
術，賈小東
希望吸納更多
具有國際視野的
人才，進一步開拓

海外市場。

3D掃描儀有份建故宮館
「獨角獸日」 現場還有不少獨

具特色的初創企業，例如在李澤湘教
授帶領下最早獲科大孵化資質的無
穹創新。該團隊研發了一款手持
彩色3D掃描儀「靈鏡」，可應用
於勘測、設計、施工管理等
建造行業場景。據項目主
任王子杰介紹，該產品曾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的建造中發揮作用。

獨角獸港企搶人才 拓國際市場
科大學者及校友分享創業經驗

大公報記者 廖敏烔

成為 「獨角獸」 是許多創科公司的奮鬥目
標，香港科技大學於昨日舉行首個 「獨角獸
日」 ，邀請五間科大成員參與創立的 「獨角
獸」 企業或上市公司，以及近90間初創企業齊
聚一堂分享公司情況。
希迪智駕和固高科技是其中兩間 「獨角獸」 企

業，前者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後者近期獲准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
兩間 「獨角獸」 企業都離不開科大創業導師李澤湘教授的支持，而大疆
核心成員之一、被稱為 「大疆教父」 的李澤湘就認為，當下大學不單只
注重學術，更要注重其與應用的結合，方能給到從大學出去的創科公司
更多的發展空間。

創科路上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麥兆聰

▲港大與科技園合作成立的細胞治療實驗室，昨日開
幕。 大公報記者鍾怡攝

在昨日的 「獨角獸日」
中，香港科技大學宣布成立
「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俱樂

部」 ，獲邀參與成員不僅可以獲得
免費的創業培訓、潛在的投資機會、

商業配對服務及與科大教授合作進行
研發的機會，還有可能獲提名參與香港

科技園或數碼港等大學合作夥伴所主辦的
各項孵化和加速器計劃。科大校長葉玉如表

示，學校將繼續拓展與不同持份者的合作，協
助提升香港的研究實力。創新科技署署長（署
理）區松柏致辭時表示，期待未來見證更多科大
初創企業的成功故事，並鼓勵在場企業把握機

會，利用 「獨角獸日」 這個平台尋求投資機會。
昨日的 「獨角獸日」 吸引來自商界和政府機

構近600名嘉賓參與，多間參展企業在現場展示
創新成果。科大並於昨日宣布三個新動作，除了
成立 「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俱樂部」 以外，還包
括與復星國際、復星公益基金會及邵氏基金會探
討推動創新創業與其他知識轉移的活動；以及獲
深圳天使母基金支持學校技術商業化，以推動大
灣區創科發展。

創新科技署署長（署理）區松柏致辭時表示，
創新科技署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TSSSU）」於2014年推出，支援本地大學的團隊
創立科創企業，將研發成果商品化。目前該計劃
已向近500家初創企業提供了約4億港元的資金支
持，當中來自科大的TSSSU初創企業數量最多。
他期待未來見證更多科大初創企業的成功故事。

科大校長葉玉如透露，學校將繼續拓展與不
同持份者的合作，協助提升香港的研究實力，創
造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共同推動整個地區的創新
發展。據悉，科大至今已培育超過1645間初創
企業，當中包括9間獨角獸企業和11間上市集資
或被併購的公司。

科大創始人俱樂部獲配對及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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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穹創
新研發的彩
色3D掃描儀
「靈鏡」，配合
機器人使用，可
應用於多種建造行
業場景。
大公報記者廖敏烔攝

▼

固
高
科
技
團
隊
研
發
的
水
質
在
線
監

測
系
統
，
已
初
步
在
香
港
投
入
使
用
。

大
公
報
記
者
廖
敏
烔
攝

A5 要 聞 2023年5月24日 星期三大公教育佳fb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為推動本港科研
進一步發展，香港科技園及香港大學合作成立具
「良好生產規範（GMP）」認證的細胞治療實驗室，
昨日開幕。該實驗室旨在製造先進療法產品作為試
驗藥物，並為科學家和臨床醫生提供培訓平台。團
隊表示，將研究為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幹細胞療
法，以及為血癌患者提供有關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
（CAR-T細胞）療法，計劃在五年內推出有關療
法的臨床試驗。

昨日的開幕儀式上，署理醫務衞生局局長李夏
茵、港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星、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
總裁黃克強等嘉賓出席。劉澤星致辭時表示，港大

細胞治療實驗室旨在製造達臨床級別的先進療法產
品作為試驗藥物，供臨床測試使用，同時為科學家
和臨床醫生提供一個嶄新且獨特的培訓平台。黃克
強亦指出，新實驗室將進一步加強本港先進療法生
態系統，為病人帶來新希望。

為推動本地研究成果商品化，香港大學細胞治
療實驗室將與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開展GMP項目
及先導試驗，預計在5年內推出CAR-T細胞和幹細
胞療法的臨床試驗；並與製藥公司合作，於本地生
產CAR-T細胞治療產品等，為未來在葛量洪醫院
的賽馬會臨床創新與發現中心開展產品研發鋪路。

港大細胞治療實驗室學術領導謝鴻發表示，實

驗室開幕後，除了希望研究幹細胞療法和CAR-T
細胞療法，還希望培養更多科研人才。團隊於3年
前派出4名成員到英國進行專業知識培訓，該實驗
室正好為發展基因及細胞治療提供實戰機會。

謝鴻發補充說，目前實驗室主要用途是作研發
試驗藥物和人才培訓；而葛量洪的研究中心屆時會
與藥廠合作，落實產品開發，屆時大約需要20名人
手，故人才培訓非常重要。

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謝
偉財亦指出，目前本地商業用的Cart-T產品治療疾
病的數量有限，團隊期望透過實驗室研究出其他商
業未涵蓋的產品。

港大夥科技園成立實驗室 研新療法治心血管病

話你知 「獨角獸 」
（Unicorn）是指成

立不到10年，但估值達到10億美
元（約78億港元）以上，而又未
在股票市場上市的創科公司。其

不僅是市場潛力無限的優
質股，而且商業模式很難
被複製。

何謂獨角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