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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邵昕）亞洲—
非洲法律協商組織第五十九屆年會開幕式昨日在
港舉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視頻方式致辭表
示，中國將與亞洲—非洲法律協商組織在香港設
立區域仲裁中心，繼續支持「一國兩制」，維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相信香港區域仲裁中心的設
立，將為亞洲、非洲國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爭
端解決服務，也為香港這一東方之珠增添更多光
彩。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指出，亞非法協作為萬

隆會議的碩果，是唯一橫跨亞非的國際法合作平
台。60多年來，亞非國家充分協商、凝聚共識，
促進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等重大國際法理念，豐富了以聯合國
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基本原則，為國際法發展作
出不可磨滅的亞非貢獻。
李克強宣布，中國將同亞非法協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設立區域仲裁中心，為亞非國家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的爭端解決服務。他強調，面對人類面臨
的挑戰，亞非國家共同肩負着堅守國際法治、踐
行多邊主義的重要責任。相信亞非法協將進一步

凝聚發展中國家力量，為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世
界作出新的重要貢獻。

林鄭：推廣網上跨境解決爭議服務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透過視頻致

辭。她表示，亞非法協其中一項重大成就是建
立區域仲裁中心，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在亞非地區推廣國際商事仲裁，並為國際仲裁
提供基礎設施。亞非法協在第五十七屆年會上
批准設立另外一個區域仲裁中心的工作計劃。
在此之後，亞非法協秘書長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同意將這區域仲裁中心設立在香港特
區，並於今年11月10日簽署了東道國協定。
「香港特區政府對此重大舉措深受鼓舞，並將
全力履行職責，不負所託。」
林鄭月娥表示，在疫情肆虐的當下，香港區

域仲裁中心其中一項重要目標是推動網上爭議
解決服務。香港一直積極推動網上爭議解決服
務的發展，去年更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網上爭
議解決的合作框架》，推廣使用網上爭議解決
服務處理跨境爭議。此外香港還推出「普惠全

球法律創新平台」，匯聚全球專家，希望與聯
合國貿法會聯手追蹤和研究國際上網上爭議解
決的發展。
亞非法協秘書長Kennedy Gastorn在致辭時表

示，儘管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響，但亞非法
協的主要宗旨並未改變，會繼續做好作為其成員

國在國際法領域的諮詢機構，以及在共同關心的
法律問題上的亞非協作論壇的角色。
亞非法協第五十九屆會議在香港以線上線

下方式舉辦，來自成員國、常任觀察員
國以及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約
200位代表與會。

李克強：港設區域仲裁中心 高效便捷為亞非國家解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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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Life中心首批樓宇料2024年落成
鍾偉强：聚焦生物醫學等範疇 瞄準科研前沿領域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

發展「北部都會區」，與維港都會區形成「南金融，北

創科」的發展布局。署理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鍾偉强昨日

在一論壇上表示，為更好發揮香港的優勢並配合國家發

展，特區政府建議在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設立InnoLife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聚焦生物

醫學、化學、物理、工程、人工智能等範疇的科研，相

關建造工程正全速進行，預計將於2024年年底分階段落

成第一批共8座樓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網媒《灼見名家》昨日舉辦「北部都會區規劃及創科新布局」論
壇，鍾偉强在開幕禮致辭時表示，「十四五」規劃奠定國家要發

展為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的目標，提出「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
環」的發展格局，並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鼓勵香港加
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巿的創科合作，充分反映了中央對香港以至大灣區創
科的重視。
他指出，特區政府將發揮香港的優勢，全力全速發展創科，繼續完善
創科生態圈，全面覆蓋科研、融資、生產至市場化，同時與深圳以至大
灣區的創科發展相輔相成，使創科成為新經濟引擎，帶動經濟轉型，並
會繼續探索有利於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跨境流動措施、
加強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建設高水平科技基礎設施和創新平台等。
鍾偉强表示，「十四五」規劃提出瞄準生命健康等前沿領域，香港在
這方面的科研根基深厚，為更好發揮香港的優勢並配合國家發展，特區
政府在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設立InnoLife生命健康
創新科研中心，聚焦生物醫學、化學、物理、工程、人工智能等範疇的
科研，應用於預防、診斷、病理追蹤、藥品、外科微型機械人、先進治
療、康復等領域，預計將於2024年年底分階段落成第一批共8座樓宇。

新田科技城可集兩地人才
就長遠土地和科研基建計劃，他提到，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
區」，會將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整合為佔地約240公頃
的新田科技城，成為匯聚創科人才工作及生活的宜居宜業綜合社區。他
指出，新田科技城將會聯動深圳科創園區組成佔地約540公頃的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可集港深兩地優勢匯聚海內外人才，勢必成為推動大灣
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引擎。
鍾偉强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致力落實各
項推動創科發展的措施，進一步推動生命健康方面的研發，並從人才及
初創培育等方面共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北都區將提供約65萬職位
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規劃署前署長凌嘉勤指出，「北部都會區」
的策略目標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構建完整的創科產業生態系
統、發展創科產業為香港第二個經濟引擎，及營造宜居宜業宜遊都會
區，與維港都會區並駕齊驅，相輔相成。他表示，維港都會區及「北部
都會區」必然要同步發展，才有足夠的發展用地，推動香港經濟。
凌嘉勤提到，「北部都會區」將提供5個重點就業板塊，將容納250

萬居住人口，提供約65萬個工作職位，其中有15萬個是創科職位，以
解決現時北部地區職住不平衡和資源不平衡的問題。他並表示，新的就
業機會及住宅單位將在發展期間陸續出現，希望可以加速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不少人都期
待「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能為香港經濟帶來
新動力。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昨日表示，
香港現時有地區發展不平衡所引致的一系列
問題，商會會員認同香港要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經濟發展，需要香港北部的拉動，故「北
部都會區」的發展是好事，但仍須特區政府
加強相關解說。
梁兆基指出，香港現時經濟產業發展傾斜

於金融及地產等行業，製造業及資訊科技的
佔比相對較低，而金融服務業主要集中在中
環及灣仔等地區，令該區的經濟貢獻及就業
機會較其他區域更強，導致地區發展不平
衡，衍生出住屋及交通等問題。
他表示，商會近期訪問商界最關注事

項，首三項包括入境限制、社交距離限制
及人才流失。他說，香港人口老化，香港
總體勞動力自2018年開始下滑，相信未來
亦會持續下跌，是現時香港最需要關注的
問題。
梁兆基引述一項有關比較大灣區各城市

吸引人才的調查結果，排名首位是深圳，
指數為2.2，而香港作為大都會的吸引力，

指數僅有1.1，與深圳存在一定差距，甚至
未必及得上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因此亦
要正視香港吸引人才的能力，以支撐本港
經濟增長。

六成企業指北都區增港競爭力
此外，總商會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有

63%受訪企業認為「北部都會區」規劃可提
升香港競爭力，有關規劃可改善的問題，包
括增加香港土地和房屋供應、與深圳更好合
作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調查結果又顯示，
企業對「北部都會區」的關注事項，包括項
目延期、無法達至已陳述的利益，及造價太
貴等。
梁兆基表示，香港總商會會員大多認

為，香港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
需要香港北部的拉動，因此「北部都會
區」的發展是好事，但他們目前並不了解
「北部都會區」的其他內容，反而只關注
到解決土地房屋供應的議題。
他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就「北部都會
區」帶來發展機遇進行更多講解，並詳細
講述將會具備的配套設施。

滕錦光：北都區「明嶼」可解土地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規
劃，需要社會各界提供創新建
議。全國政協委員、港交所前行
政總裁李小加日前接受報章訪問
時，建議特區政府為「北部都會
區」制訂「北部特區法」，以吸
納內地的優良政策、做法，避免
現有「老框架」成為不作為的藉
口，認為有利推進社會發展。
李小加表示，「北部都會區」

對特區土地、資源、房屋及規劃
發展都有幫助，但認為需要以高
度現實主義方式落實，包括需摒
棄個別會嚴重影響發展、制約資
源重新配置的現有制度，並吸納
一些內地的優良制度。

「南北香港」行新舊制
他建議特區政府將香港分成

「南香港」及「北香港」，並制
訂「北部特區法」，在「北香
港」即「北部都會區」使用，以
吸納內地優良的政策，而「南香
港」則沿用現行模式。他指，香
港市民需摒棄「內地東西不好」
的偏見，借鑒內地好的經驗、政
策及做法。
他表示有關建議是在管治制度

上作改變，而非政治體制的變
更，並強調特區定要維持、絕不
能動搖「一國兩制」及普通法制
度，繼續擔當連接中外的「轉接
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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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署理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鍾偉强博士指出，特區政府將推進新田科技城的發展。

●參與「北部都會區規劃及創科新布局」論壇一眾主禮嘉賓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北部
都會區」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帶來動力。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昨日在論壇中表
示，土地是香港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香
港須提供創科產業用地，增加就業機會及
住房條件，從而吸引科創人才，提升研究
能力，而「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
計劃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很好方向。
滕錦光昨日就發展香港創科產業的機

遇與挑戰進行主題演講。他表示，現時
國家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粵港
澳大灣區的發展戰略為香港發展創科帶
來巨大機會，特區政府亦高度重視創科
的發展並投入大量資源，而香港已經擁
有世界級基礎研究力量，創科產業發展
亦取得了初步成績，故現在是香港發展
創科的最好時期。
他指出，香港現時依然保持眾多特別

的優勢，如擁有世界級大學、國際化環
境、高水平的醫療服務，及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但這些優勢在過去20多年並
沒有為香港帶來一個蓬勃創科產業。他
又指，香港的科研較重視基礎研究，但
轉化研究並不強，原因在於土地是香港
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他指出，如果香
港能夠提供比較充足的土地和良好的住
房條件，才能繼續增強基礎研究能力，

大幅度提升應用研究和轉化研究的能
力，而「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
計劃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很好方向。
他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有很多工場，
可以進行轉化研究，亦擁有巨大市場和
產業鏈，香港的研發一定要跟大灣區其
他城市結合，甚至轉化研究的平台也要
結合。他指出，香港有很優秀的研究，
例如香港理工大學為嫦娥五號研發月球
採樣的重要儀器，可以幫國家解決問
題，若能與深圳建立統一的機制，香港
與深圳便可更好地進行科研合作。

融灣區發展
需港北部拉動

●李小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