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力構建深港科技樞紐，深度融合兩地產業發展。5月23日，香港理工大
學前海前沿技術創新中心（下稱 「創新中心」 ）與香港理工大學科技及創新政
策研究中心（前海）（下稱 「研究中心」 ）在前海隆重揭牌，並與業界簽署多
項合作備忘錄，促進產學研聯動，加速科創項目落地。這標誌着香港理工大學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布局再落關鍵一子，理大將通過 「技術研發＋政策研
究」 的雙輪驅動，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再注新動力。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深圳報道

根據2025年QS世界大
學排行榜，香港理工大學位
列全球第57位，7個學科位
居全球前30，26個學科排
名前100。

「理大致力科研創新，
以知識轉移和創新生態培育
為基石，為社會經濟高質量
發展作出貢獻，至今已培育
逾600家初創企業。」 香港
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教授致
辭時表示，透過整合港深兩
地和大灣區的資源與優勢，兩所中心將推
動前沿交叉學科技術發展，促進產學研深
度協作，為大灣區科技企業和創新團隊搭
建橋樑和平台，培養高層次科技政策人
才，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發展。

年內有望再落地逾20個項目
據了解，創新中心下設智能傳感器與

影像、智慧醫療與健康、智能設計與創新
三個實驗室。其中，智能傳感器與影像實
驗室將主要針對與前海產業相關的影像傳
感技術、建築環境與控制以及三維重建與
渲染開展研究、研發與落地。

香港理工大學前海前沿技術創新中心
主任、建築環境及能源工程學系教授魏敏
晨表示，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產
業特點、結合理大優勢學科，創新中心擬
在以上三大領域與前海開展深度合作。
「今年上半年，創新中心已經與OPPO、影
石Insta360兩家前海區內企業達成合作，
年內有望再落地20餘個項目。」 魏敏晨
說。

魏敏晨認為，前海夢工場距離香港理
工大學紅磡校區僅40分鐘車程，這一得天

獨厚的地理優勢有助於吸引
並幫助更多香港優秀技術和
人才落地前海，參與區內產
業發展，進一步提升兩地交
流與融合。

當天揭牌的理大科技及
創新政策研究中心（前海）
則致力於推動跨學科和具影
響力的研究，聚焦深港規則
銜接、跨境金融、營商環境
等八大領域，專注構建高端
科技政策智庫平台，為灣區

科創發展提供策略性建議。

滕錦光：歡迎更多學子到前海
香港理工大學科技及創新政策研究中

心助理主任、建築環境及能源工程學系首
席研究員吳池力博士介紹，研究中心（前
海）將服務前海發展，以問題導向研究，
致力於提出具操作性、具前瞻性的政策建
議。

滕錦光歡迎更多的理大教授和學子到
前海發展，他認為，前海為高校提供了豐
富的產學研應用場景，有助於科研成果轉
化和人才培養。前海在制度創新方面先行
先試，也為高校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創造了
有利條件。此外，前海的國際化營商環境
也為高校提供了有力支撐，對港資企業推
出的稅收、人才、空間等一系列優惠政
策，有助於降低港才、港企在前海產學研
轉化的成本。

目前，前海已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超2000家，國家級專精特新 「小巨人」 企
業107家，獨角獸企業14家，佔粵港澳大灣
區總數60%，為兩地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市
場空間。

港理大布局前海 加速科創落地
創新與研究中心揭牌 深度融合兩地產業發展

首建跨境法律服務大模型 助力中企出海
【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

報道：在香港理工大學前海前沿技
術創新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科技及
創新政策研究中心（前海）揭牌儀
式之後，來自各高校與企業界的代
表在前海參觀了香港理工大學
PolyVentures孵化的企業智法數
科。

智法數科2024年9月由香港理
工大學法律及金融學教授陸海天教
授領銜創立，2024年12月通過遴選
入駐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這是香
港首個跨境法律及合規大模型智能
體應用創新型科技企業，致力將人
工智能技術與法律合規領域專家知
識進行深度融合，為中國出海企
業、國際金融機構和涉外律師事務
所提供法律合規大模型智能體產品
服務及解決方案。目前，智法數科
已獲得理大天使基金（TSSSU+）
PolyVentures初創生態系統的資源
支持，並成功入選數碼港培育計

劃、NVIDIA初創加速計劃。
陸海天介紹，智法數科的V1大

模型採用檢索增強生成技術結合多
智能體協作機制，構建了一套面向
法律領域的智能檢索與推理系統。
它打破了傳統法律業務在信息獲
取、處理以及應用上的諸多限制，
極大提升了法律工作的效率與精準
度。在跨境業務中，能快速跨越不
同法域的規則差異，幫助法律從業
者迅速定位關鍵信息。

▲嘉賓在香港理工大學前海前沿技
術創新中心參觀。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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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創新中心發展重點

智能傳感與影像實驗室

基於人眼視覺、顏色感知針對多
媒體影像系統，包括手顯示、手機、
相機、無人機、VR/AR/MR及傳感器
等開發解決方案；針對光學傳感開發
獨特的算法與硬件，結合人工智能實
現準確的檢測與重建；基於用戶體驗
所定義的多媒體系統在設計、工程和
製造中的工藝和校準方案。

智慧醫療與健康研究中心

開發基於人工智能賦能的醫學影
像分析與臨床應用；基於人工智能與
擴展現實的計算機輔助手術；面向心
理健康的擴展現實康復訓練系統。

智能設計與創新研究中心

創新設計、智能系統化設計、交
互設計、用戶體驗設計及工業設計；
雲＋AloT、人工智能設計平台及方法
開發、關懷移動創新、關懷福祉四大
領域，通過設計引導創新推動技術落
地與產業升級。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整理

▼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教
授。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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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推進傳統產業深度綠色轉型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強

5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製造
業綠色低碳發展行動方案（2025-2027年）》，研
究進一步健全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有關舉措，討
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

會議指出，推進製造業綠色低碳發展是大勢所
趨，要加快綠色科技創新和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
用，強化新型工業化綠色底色。要推進傳統產業深
度綠色轉型，結合大規模設備更新等政策實施，積
極應用先進裝備和工藝，加快重點行業綠色改造升

級。要引領新興產業高起點綠色發展，加大清潔能
源、綠色產品推廣，提升資源循環利用水平。要加
強共性技術攻關，完善重點領域標準，優化相關政
策，健全綠色製造和服務體系，更好支持和幫助企
業轉型升級。

會議指出，建立成本共擔、效益共享、合作共
治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對於加強生態環境保
護、促進區域間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要推動建
立覆蓋更加全面、權責更加清晰、方式更加多元、
治理更加高效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進一步細

化重點任務和落實舉措，實現生態產品供給地與受
益地良性互動。要深入推進大江大河幹流橫向生態
保護補償機制建設，穩步拓展補償領域，積極探索
森林、草原、大氣等其他生態環境要素補償方式。
要健全獎罰分明的制度機制，堅持 「誰污染、誰治
理，誰保護、誰受益」 ，研究完善激勵約束政策，
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生態文明建設。

強化全鏈條監管 完善食安體系
會議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

正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會議指出，
食品安全關係生命健康，要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則完
善有關法律規定，構建更加科學嚴謹的食品安全標
準特別是強制性標準體系。要進一步推動食品安全
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變，強化全鏈條監管，推進
監管重心下沉，嚴格日常監督檢查。要突出重點領
域開展專項治理，強化監督抽查結果處理，對發現
的問題依法嚴懲、絕不姑息，持續完善食品安全體
系。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破解公民身
份信息網絡洩露難題，加強個人信息保護。
中國公安部、國家網信辦等6部門5月23日聯
合對外發布《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管理辦
法》，推進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建設，進
一步推廣應用公共服務。管理辦法將於7月15日
起施行。

管理辦法規定，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證件的自
然人，可以自願向國家網絡身份認證
公共服務平台申領網號、網證。

簡單來說，網號是由字母和數字
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網絡身份
符號，網證是承載網號及自然人非明
文身份信息的網絡身份認證憑證。既
能證明身份，又能避免個人信息洩
露。

管理辦法明確，根據法律、行政
法規規定，在互聯網服務中需要登
記、核驗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的，可以
使用網號、網證依法進行登記、核
驗。

用戶選擇使用網號、網證登記、
核驗真實身份信息並通過驗證的，互

聯網平台不得要求用戶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
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或者用戶同意提供的除
外。

網號網證不強制使用
「網號、網證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證件，也

不強制使用。」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研究員于銳
說， 「是自願選擇使用的，一種更加安全的國家

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
進一步推廣應用公共服務，管理辦法提出，

鼓勵有關主管部門、重點行業按照自願原則推廣
應用網號、網證。鼓勵互聯網平台按照自願原則
接入公共服務，用以支持用戶使用網號、網證登
記、核驗用戶真實身份信息。

為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管理辦法規定了未成
年人申請網號、網證應當取得父母或其他監護

人同意，由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代
為申領或在監護下申領等。此外，
國家網絡身份認證不對八周歲以下
未成年人提供服務。

App用戶已達600萬人
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自

2023年6月27日上線，已在主要互聯
網平台和政務服務、教育考試、文化
旅遊、醫療衞生、郵政寄遞、交通出
行等行業領域開展了試點應用。據中
國公安部介紹，截至目前，國家網絡
身份認證App累計下載超1600萬
次，申領開通達600萬人，提供認證
服務1250餘萬次。

1.權威性
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

服務基於法定身份證件信息
和國家人口基礎信息，為自
然人提供網號網證的申領、
認證服務，並結合生物特徵
等多個因子認證，確保認證
結果權威。

2.安全性
以匿名方式認證身份，

能夠減少公民身份證號碼、
姓名等明文身份信息的直接
使用，可有效避免相關方過
度採集、留存個人身份信
息，有效保護個人信息和隱
私的安全。

3.可信性
每次認證需要本人參與

以獲得個人授權，自然人可

在國家網絡身份認證APP歷
史認證紀錄中查看近期在各
個互聯網平台的認證情況，
具有可追溯性和抗抵賴性等
特點。

5.公益性
認證有別於商業化、市

場化服務，對法律要求的強
實名認證場景，依規免費向
企業提供，大大降低身份認
證成本。

4.便捷性
用戶可使用智能手機調

用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
務核驗身份，大大減少賬號
密碼丟失、遺忘等問題，方
便人民群眾在數字化、網絡
化、智能化條件下，一鍵授
權便捷辦理事項。

國家網絡身份認證五大優勢

資料來源：公安部
▲

左
圖
為
領
取
﹁網
絡
身
份
認
證
憑
證
﹂
界
面
，

右
圖
為
使
用
者
登
入
﹁國
家
移
民
管
理
局
﹂
小
程

序
。



加強個人信息保護 推廣應用公共服務

國家網絡身份認證 7．15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