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A6 要 聞

加大力度招商引資 搶龍頭科企
孫東：我們築好了金窩 就不愁金鳳凰不來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鍾偉畧

專 訪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科技的賦能。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近日接受《大公報》訪問
表示，「創科局在過去一年推出《香港創新科
技發展藍圖》，做好了布局也推出了政策，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隨着第一年的政策陸

續鋪開，他相信創科發展會進入快車道。
對於未來的工作計劃，他說會繼續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

吸引更多創科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來港。此外不久前與內地
簽署的有關數據跨境流動備忘錄，他希望在未來數月能公布一
些具體執行措施和細節，例如擬定有關數據過河的標準合同，
在數據監管上會研究各地相關法律， 「能用的（法律）馬上就
用」 。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實習記者魏溶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大公報》專訪表
示，香港必須做好配套，吸引創科龍頭企業來港。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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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東認為，創科發展的目的是
要助力經濟發展，解決民生問題。

他指今年財政預算案給數碼港的5億元撥款，已決定
用於中小企業重點建立電子支付系統，會從和市民生
活最緊密相關的餐飲和零售兩大領域做起。孫東說，
希望一兩年後香港的電子支付有比較大的改進。

「會先開始使用大家熟悉的支付寶、微信，也
會有其他的電子支付平台。」 孫東指出，香港作為一
個國際化都市，也需要考慮海外人士無法使用微信、
支付寶而需要信用卡付款的情況。

孫東表示，推動電子支付需要全社會共同參
與，政府要推動，商家要配合，市民要習慣。 「當然
政府要起帶頭作用，政府的服務平台要帶頭提供電子
支付的工具和通道。」

▲理大的 「火星相機」 ，早前
隨 「天問一號」 登陸火星。

建立蓬勃創科系統
吸引年輕人加入

孫 東 表
示，從國際上

來看，真正發展潛力最快的專
業是創科領域。他指政府正努
力建立一個蓬勃的創科系統，
以吸引更多優秀的年輕人報考
創科專業或者來投身創科。
「就算是讀其他專業的，工作
也可以轉入創科。比如學醫，
他將來也可以創業。」

不同專科也可加入創科
孫東說，政府正努力建立

一個蓬勃的創科系統，讓市民
看到有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公司
在香港成功運作，而且有很多
優秀的年輕人，因為參與高科
技產業致富。 「當形成一個很
好的創科生態系統之後，就不
愁沒有年輕人加入了。」 他認
為，一方面要讓越來越多的年

輕人加入STEM，一方面政府
也要助力香港初創企業的發
展。

此外，孫東認為其他學科
的人才也可以進入創科。他舉
例指，拉斯克獎得主、香港中
文大學的盧煜明教授除了醫學
方面的成就，其創辦的公司中
也有幾間是獨角獸公司，而這
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至於創科人才就業方面，
孫東表示，政府陸陸續續推出
政策，包括提高創科人才庫的
待遇，從今年4月1日起待遇提
高至每月45000元；修建人才公
寓， 「產學研1+」 政策，扶持
本地初創企業發展從而提供就
業崗位、提高本地企業申請創
新科技基金的成功率等方式
「多管齊下」 助力創科人才發
展。

發展創科中心 需投入更多資源
孫東局長

於今年三月與
國家科技部簽署了《內地與香
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的安排》。被問及香
港要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有沒
有什麼具體標準時，孫東表示
這取決於 「怎麼看」 ， 「世界
上有沒有一個地方上中下游都
具備呢？好像不多。」 他認
為，作為創科中心，也要看科
技產業的發展，這一點香港要
急起直追；但從科研投入來
講，香港的投入還不及倫敦、
新加坡、深圳和大灣區部分地
區， 「所以發展創科中心永遠
在路上」 。

孫東表示，近兩年香港社
會對發展創科達成共識，但社
會對於 「應該」 還是 「可以」
發展，還有一些爭論。孫東表
示從產業發展、整個社會對於
科技的接受度、包括對科技認
識的成熟度來看，香港距離成

為創科中心還有差距。
談及科研經費，孫東表

示，創新科技局成立以來投資
了兩千多億，大部分用於基
建。他介紹，真正用於前沿科
學成果平均每年大概是兩百多
億，相對本地GDP的比率不到
1% ， 低 於 全 國 平 均 值
（2.8%），更加達不到深圳和
大灣區部分地區的4%、5%。
孫東說： 「從科研投入來講，
我們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創新科
技中心。」 孫東強調，從政府
角度來講，不能自滿，很多工
作還要繼續努力。

香港科研界多次參
與國家航天項目，在不

久前國家已完成第4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
作的初選，其中首次在香港進行的載荷
專家選拔有10餘人進入複選。孫東指
出，特區政府在過去多年對航天科技的
支持一直 「很給力」 。

孫東表示，今後香港會把航天科技產
業作為一個重點支持的產業。他介紹，作
為香港先進製造中心的將軍澳，有至少幾
家的企業具備生產衛星的生產線，包括遙
感衛星在內，一年的生產計劃從幾十顆到
幾百顆，未來可能陸續有其他產業加入。孫東說，未來一兩個月有些真正
「港產」 的衛星就要準備送入太空，政府正在布局，會全力支持。

大力推動電子支付 港產衛星即將升空

▲創科局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為特區創科
政策做好布局。

智郵寄供市民24小時自助寄件逾300小學生藝術匯演 學習中華文化
【大公報訊】記者黃珏強報道：香

港郵政引入多種自動化和智能化設備提
升服務質素和工作效率，除了自行研發
「智郵寄」 提供24小時自助投寄服務，
去年3月引入機械人郵包分揀系統，提
升分揀工作效率，並設有 「智郵站」 便
利市民取件。

「智郵寄」 覆蓋全港18區，已有
23部投入服務，市民可隨時投寄2公斤
或以下郵件，不受郵局營業時間限制。
除普通信件，特快專遞、 「易寄取」 和
掛號郵件等亦可於 「智郵寄」 投寄。
「智郵寄」 和其他渠道收集的郵件，會

送至位於九龍灣的中央郵件中心處理，
中心去年3月引入機械人郵包分揀系
統，令分揀工作效率提升約兩成。

香港郵政還設有 「智郵站」 供市民
取件，寄件時寄件人提供收件人的手機
號碼和 「智郵站」 編號，郵件派達 「智
郵站」 後收件人便會收到短訊，並可憑
密碼到 「智郵站」 取件。 「智郵站」 現
有155部，未來會陸續增加。

香港郵政亦表示，正推進在中央郵
件中心旁興建新的香港郵政大樓，以重
置位於中環的香港郵政總部，計劃年底
遷入。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徐舒燕報
道：善德基金會昨日下午在培正小學舉
行 「善德學堂─中華優秀文化校園計劃
大匯演」 ，有來自16間不同背景的小
學、逾300名學生參加。今年主題 「共
融大同」 ，透過中國舞蹈、戲劇、武術
及朗誦4大項目，飾演代表忠孝節義的
花木蘭的歷史故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致辭時表示，相信參與演出
的學生除學習到表演藝術的技巧和提升
文化修養，提升學生對民族身份認同，
亦能領略到團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培
養良好的品德。

參與本次計劃的福建中學附屬學
校今次表演 「匈奴入侵」 的武術節目，
三年級盧穎臻同學透過今次了解不少歷
史背景故事和人物精神，樂意尋找更多
有關花木蘭的資料，更從武術中學會
「尊師敬道」 。相關帶隊老師和家長補

充課程教導學生規矩、禮儀和武術，讓
學生學會有禮貌，亦能提高學生們手腳
協調和自信心。

「善德學堂─中華優秀文化校園
計劃」 由中國銀行（香港）資助、善德
基金會主辦。在2020-2023年內，為
18間小學及1間特殊學校超過3800位學

生，教授有關中國傳統藝術課程，讓學
生及弱勢群體透過不同表演形式，感受
中華文化。計劃會在今學年結束。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學生題為 「匈奴
入侵」 的武術表演。

▲從科研投入角度看，香港不
及深圳等城市。

潛力巨大

急起直追

全民參與 航天科技

新一屆特區政府班子上任一年，在過去
一年裏，創科局除了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
展藍圖》，在加強中游成果轉化、加強創科
基建等方面都着墨不少。孫東局長介紹，創
科局未來將繼續加強上中下游的協調發展，
上游的基礎科研向來是香港的優勢所在，政
府亦會繼續加強；中游方面，創科局馬上要
推出 「產學研1+計劃」 ， 「現在各間大學
正摩拳擦掌，把大學的優秀成果轉化到實際
可應用。」

各間大學正摩拳擦掌，
把優秀成果轉化成能實際應用

至於下游的產業發展，孫東說當局正繼
續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目前創科局已與
100多家企業交談過，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企
業能夠在香港落戶，包括一些龍頭企業。在
這100多家企業中，有20多家比較有代表性
的企業已經到來或者表現出強烈想來的願
望。他透露，這20多家企業包括數據處理單
元（data processing unit）領域、資
訊科技領域、電子服務領域的企業，
當中亦有獨角獸企業。

龍頭企業來港建立整條生產線，
對土地的規模是有要求的，其次人力
資源配備、相關的資金配套支持亦是
龍頭企業關注的。孫東說， 「一些大
的企業來港，牽扯到整個產業布局或
者生產線的調整，它需要一些時
間。」 他又透露，自己與部分企業甚
至已商談了一年，相信 「我們築好了
金窩，就不愁金鳳凰不來」 。

談及現有的配套政策，孫東表示
土地方面，新田科技城的建設需時，
故在此斷層期要盤活好現有的土地資

源，比如香港科學園、數碼港。科學園方
面，除了沙田本部以外還有三大園區，即元
朗、將軍澳和大埔，孫東透露當局希望把三
大園區逐漸做成一個主題園區，使相關企業
可以在裏面建廠、開闢生產基地。

需要建立比較好的配套措施，
每套生產線最高補助1500萬元

孫東說， 「我們需要建立比較好的配套
措施，例如我們每套生產線的建立最高補助
可達1500萬元，還有進入科技園、數碼港
的企業本身就會受到兩個園區提供的財政和
其他方面的幫助。」 此外創科局亦在人力方
面繼續完善配套措施，例如壯大研究人才庫
等。

不過，在搶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上還有
不少困難。孫東說，第一是土地資源的問
題；第二，還需要考慮具體的企業支援政
策。 「我5月份去德國時，正好德國在補貼
300億給一些新建的產業；美國也有過千億

美金在補貼相關的重點產業發展。那麼內地
也在各地招商引資，會通過建好廠房，進行
30%至50%的建築成本補貼來吸引有關企
業；新加坡也是如此。」

「當局現正研究下一步具體的產業支援
政策」 ，孫東指出，參照其他地區的情況，
企業發展以後，亦會通過稅收、提供就業機
會，或者通過各種形式給當地社區回報，所
以香港要吸引龍頭企業過來，在這方面也需
要有所探索。

對於需要改進和有所欠缺的，
可能會制定新的條例

另有一些企業關心數據過河的議題。上
月，特區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簽署了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
忘錄》，使得內地的數據能夠來港，而香港
原有的數據出境政策維持不變，即不受任何
影響。孫東形容， 「備忘錄的簽署對整個大
灣區的高質量發展，以及促進香港建立國際

數據港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香港
要打好數據經濟基礎，主推發展實體
經濟，未來亦有望建立國際化數據交
易中心。

在數據監管方面，孫東表示，首
先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管，例如推出
標準合同，而且內地和香港都會有審
批制度，並非所有公司都可加入。至
於法律層面，在內地、香港或者任何
地方，數據出境都不能違反當地的法
律。 「我們在檢視各個地區、各個行
業的法律，能用的（法律）馬上就
用。對於需要改進的部分，不排除要
修例；對於有所欠缺的，我們可能會
制定新的條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