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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科技城」 的規劃藍圖已出爐，其中位於河套
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正是 「一區兩園」 互相
配合，利用港深兩地優勢在河套區共同發展，再把科
研成果轉化落地。同時，特區政府加大現有的兩大
主要引擎，即增加科學園及數碼港的容量，吸引
重點企業及科研人才落戶香港。

四大科研範疇具優勢
李家超指出，河套區的創新發展與深度融

合，在科研方面，數據、資金及人才是很重要，在
這三方面可試行「專項計劃」，降低人流、數據流及資
金流的阻力。「一區兩園」是兩個地方、行使兩套法律，
某些科研項目若透過「專項計劃」內的新措施，容許數
據、資金及人才跨越地域限制，便能提速提效。 「我們現
在商議中，心目中都有一些重點研發項目。若涉及數據，
內地具有很強優勢，我們如何確保這些數據在香港這邊
做科研的同時，符合內地法律，這是很重要的。」

他指出，香港具有優勢的四大發展範疇，即生
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李家超
表示，優勢科研項目亦可考慮試行 「專項計
劃」 ，例如生命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研發
的科研項目，提升效益，達至優勢互補， 「整
個大灣區建設，專項概念成功，可把試點覆蓋其
他領域。」 不過，目前兩地法制不同，在資金監管
及運作等具體操作上的困難需要克服，若能理順，
「專項計劃」 亦可考慮應用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

特區政府着力鞏固強化現有的上游基礎科研優勢。
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宣布設立100億元 「產學研1+計
劃」，資助有潛質的科研成果落地，繼而商品化。李家超
指出，經嚴格評審後，至少有100支科研團隊合資格，
最高資助額可達一億元，受資助者可共享科研成果的
利益， 「因為以前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會歸於學
校，透過共享成果，團隊會更投入，更有動力去
做。」

320間企業進駐增三成
在 「搶人才」 及 「搶企業」 方面，特區政府

的「InnoHK」平台與本地及國際知名機構合作，吸
引約2000名來自不同地方的尖端科研人才。李家超
說，這些國際級人才無論是否身處香港，都能透過該
平台集中不同團隊共同參與同一科研項目並分享成果。
大學層面亦有招攬人才計劃，已招攬至少400多名來自不
同大學的國際尖端人才， 「香港是國際城市，來自西方國家
的人才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我們在吸納科研人才上有優
勢。」

李家超透露，科學園的科技企業在過去一年籌募資金約7.8億
元，期內有320間企業進駐，按年增加三成，當中不乏獨角獸企
業。 「所以在這方面我充滿信心」 。他表示，河套區正在興建的
三座樓宇，最快明年可入伙。

推動創科是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李家超新班子上任一年來推出多項舉措提升創科
動能，推進 「有為政府」 和 「高效市場」 更好結
合，加強基礎設施和創科方面的投資，其中積極
發展 「北部都會區」 ，並在其中心地帶規劃建設
「新田科技城」 ，成為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並
與深圳產生協同效應。

李家超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香港在科研方面實力雄
厚： 「香港的強項是有科研人才、科研基礎，七成研究（項目）被評
為卓越。」 未來要有足夠的土地及設施，吸引人才發展創科，其中河
套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試行 「專項計劃」 ，打破地域界限，激
活人流、數據流及資金流，達至灣區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

河套創科園推專項計劃增動能
打破資金人才地域限制 科研項目提速提效

大公報記者

楊州、李雅雯、葉浩源（文） 許棹傑（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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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本月宣布成
立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

處，負責統籌、倡導及推動北都的發
展，並於今年內公布有關發展藍圖。
「北都是香港發展的重要引擎，除了產
業發展、經濟發展外，還有土地房屋發
展，增加3000公頃有用土地。」 李家超
表示，成立一個統籌辦事處很重要，因
為任何決策局在處理北都工作的同時，
亦要處理自身工作，故需要一個24小時
全心全意去規劃北都發展的部門， 「統
籌辦事處是第一步，將來發展可能會不
夠，或會發展成其他形式。」

房協已在洪水橋興建 「專用安置屋
邨」 ，其中洪水橋第1A期最快明年落
成，提供300伙單位。李家超指出，北
都發展連同最後階段攤分15至20年期進
行，而未來四至五年內洪水橋、古洞北
的首批組裝合成項目落成， 「之後洪水
橋、古洞北的公屋建設都已展開，未來
五至十年內政府會收回400至500公頃土
地，整個引擎步伐向前邁進好急，所以
統籌辦事處好重要。」

善用科技助中英街解禁
同時，北都正進行基礎建設及旅遊

配套的改善工程，推廣綠色旅遊。李家超
指出，旅遊發展是北都發展的一部分，
其中沙頭角發展有兩大元素，即沙頭角
的整體發展和中英街過關安排。 「沙頭
角的關鍵是中英街，中英街是過關的地
方，我們沒有過關的設計，過去用禁區
形式去管理，但現代科技讓我們在這方
面有更多探索，我已指示保安局和文體
旅局去研究。」 整個區域發展涉及兩地
的人、貨及其他方面，政府要確保符合
港深兩地的法律， 「這方面仍要研究，
但發展沙頭角的方向我是認同的。」

實現科研產業化 助力高質量發展
特區政府繼續完善香

港創科生態圈，協調上、
中、下游相互發展，推動香港科研成果的
商品化，發展高增值的先進製造業，並推
動香港 「再工業化」 。李家超指出，長遠
發展計劃包括產業政策及產業生態， 「北
都發展要做到最好，不是純粹追求數量卻
忘記我們的重點（高質量）。」

善用內地生產力 優勢互補
香港有五間世界百強大學，亦是全球

唯一一個擁有五間百強大學的城市。李家超
表示，香港的優勢是基礎科研，即上游的

優勢，大灣區其他城市則具備下游生產力
的優勢， 「一座城市不一定是 『跑得快、
跑得遠、跳得高』 ，我們加大力度支持大
學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落地，再利
用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下游生產力，進行優
勢互補。」

李家超指出，香港的產業發展屬初階
經濟轉折點， 「我們過去很少講產業化或
推動產業，多講構建公平競爭環境，促進
各行各業發展，這仍是主軸，但參考全球
不同的經濟體，主軸外還有產業推動促進
整個經濟體發展，這是必須考慮的。」 所
以3000多公頃的北都除了要解決居住問

題，還需帶動香港的產業發展，這是維持
香港競爭力的重要。

香港在高端智能製造業和工業4.0發展
提速提效，全力實現新型工業化。李家超
說，已推動再工業化4.0，位於將軍澳的
「先進製造業中心」 內有一間衛星製造
商，屬高質量創科發展項目，另有一些生
產線落成，其生產量比以前高出十倍，
「同樣的員工、地方及資源投入，但回報
率高達十倍，這些都是先進製造業利用科
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精準高質量發展
的成果，目前市場定位是大灣區，未來會
擴展至全世界。」

新征程•新篇章
特首專訪

香港的強項是有科研人
才、科研基礎，七成研究
（項目）被評為卓越。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

金融科技

生物科技

四大發展範疇

香港創科發展提速提效

•2022年12月22日發表《香港創新
科技發展藍圖》

•香港科學園過去一年共有320間公
司進駐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協助逾150多
間公司應用智能製造的技術進行
生產

•100億元 「產學研1+計劃」 已獲立
法會通過撥款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成立約6個月
來，已和逾150間公司會面，當中
不乏產業龍頭及高端技術公司

•300億元 「共同投資基金」 會考慮
不同的因素以決定是否參與共同
投資

•優化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科學園和數碼港的擴建工程於
2025年起分階段竣工

•研究在大埔創新園興建第二個先
進製造業中心

•透過 「再工業化資助計劃」 資助
更多智能生產線在港設立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重要引擎

發揮優勢

▲將中英街升級改造，與深圳聯手打造國際消費合
作區，可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消費和遊覽。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新田科技城由 「創新科技園區」 和 「新田市中心」 組成，將
成為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與深圳產生協同效應。 模擬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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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試行 「專項計劃」 ，打破地
域界限，激活人流、數據流及資金流，達至灣區優勢互補的發
展格局。

掃一掃 有片睇

掃一掃 有片睇

李家超精句

▶沙頭角有條
件打造國際消
費合作區。

模擬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