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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清
泉
：

陳清泉是印尼華僑，於1953年回祖國深造，1959
年獲清華大學碩士學位。1976年開始，他一邊

在當時的香港理工學院任講師，一邊在香港大學攻讀
博士，於1982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任教該校電機電
子工程學系，現為港大榮譽教授。
他憶述，「在港英時期，香港對科技談不上有什麼
規劃或需求，就算有需要，都只會用英國的技術。」
昔日，大學是教書的地方，沒有科研工作，直至後來
研資局成立，他們才可以申請科研經費，但由於香港
欠缺科研生產鏈，令大學實驗室只能集中基礎研究，
成為「論文工場」。
在這個大環境下，陳清泉的科研成就算是當年特
例，其電動車研究多次在國際上獲獎，更得到國內外
主流廠家採納應用，在世界有廣泛影響力，因而被譽
為「亞洲電動車之父」。在1997香港回歸祖國那一
年，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香港回歸後，有一點我印象很深，時任特首董建

華提出要在香港推廣高科技，向以色列、瑞士、芬蘭
等國家學習。」陳清泉當年以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身
份帶隊到新加坡考察，當地主管科技政策的官員分享
過一件事，顯示當地政府對研究的重視，「石油公司
要求新加坡政府提供土地建煉油廠，並提議興建『世
界上最好的博物館』作為回報。但（新加坡）官員
說，要土地可以，博物館我不一定需要，但一定要在
新加坡建立研究院，並派一流人才到來，培養我們的
年輕人，而這些人才每5年就要換一批，以保持有新
知識到來。」

嘆港屢錯失發展創科良機
陳清泉感慨，當時董建華雖有心發展科技，「可惜
未能得到配合，後來金融風暴、沙士來了，計劃就告
吹了……」他記得，當年有科技創投公司一度想在本
港搞半導體，「但當時一些香港高官不給土地，結果
人家跑到上海去投資，就是現在的中芯國際……只能
說，科技對於國家、經濟的重要性，香港人那時的認
識不一致。」
上屆特區政府再提出要發展高科技，「但只是成立
創科局一事，竟然在立法會拖延了約兩年，浪費多少
人力物力，然後（特首）任期也快要到了……」他
說，這令創科界人士大感無奈，現屆政府終於在發展
科研的資源投入及規劃上做出一定成績，與此同時，
國家對本港科研發展的支持也是不斷增加。
2017年6月，在陳清泉的牽頭下，24位在港的中國
工程院及中國科學院院士聯署去信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反映國家科研項目
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
示，確立了加強兩地協作、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的方向，並推動經費「過河」等具體措施。
「有關重要指示的含意，是從精神到物質給了我
們強心針。」他表示，在物質上是資金「過河」，
在精神上是為香港點明發展方向，再加上後來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要就香港發展的詳細篇幅、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等，都為本港科研帶來前所未有的發
展機遇。

須補充研究院企業兩項短板
「我歸納一下，『十四五』規劃、大灣區規劃有
了，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也有了，香港安定
了，也保障了『愛國者治港』，」加上河套區、前
海、南沙、橫琴等創科發展平台，陳清泉相信，香港
只要補充研究院和企業這兩項短板，就如特區候任行
政長官李家超在其參選政綱中提到「提升整體科研生
態圈」，香港科創定能蓬勃發展。
「以往香港對科研的認識不一致，也一直內耗。現
在有這樣好的機會，『一國兩制』不再受干預，可以
行穩致遠，香港人要提高自覺性、使命感，香港科學
家也要為中國成為科技強國、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貢獻自己的力量。」陳清泉說。

1997年，對香港意義非凡，

對陳清泉也是如此。香港回歸

祖國的這一年，陳清泉獲選為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轉

眼間，今年迎來了回歸25周

年，已經85歲的陳清泉一直心繫香港的科研發展。香港

回歸祖國之初，社會對高科技發展有殷切期望，到後來

礙於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一度令香港陷入內耗漩

渦，科研步伐停滯。直至國家近年大力支持香港發展創

新科技，配合大灣區機遇，再次激起香港科研界的鬥

志。陳清泉認為，香港目前已經具備足夠條件在創科上

大展拳腳，寄語香港科學家要有自覺，「身在香港，心

懷祖國，放眼世界」，做出成績，貢獻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談到香港科研未來的發展，陳清泉
多次提到建設生態鏈的重要性。他指
出，香港仍然欠缺研究院和高科技企
業，期望在港央企可帶頭做起，將研
究院和企業設於香港，完善本港科研
生態。同時，本港即使面對寸金尺土
的困境，仍可發展高附加值、高端的
科技產業，亦有條件成為電動車測試
和驗證中心，以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都
市的優勢。
「科技生態鏈有4個要素，第一個是

創新，有科研著作，這個香港有了，香
港多所大學世界排名前列，有不少知名
教授，論文亦是世界頂尖；第二點是要
將科學變成技術，這是研究院的工作，
可惜香港好少。我們要培養一批研究人
員，這些人是要專門做研究的，現在大
多數做研究的是教授，一方面又要教
書，一方面又要研究，這是香港的一大
短板。」陳清泉說。

第三個要素是高科技企業，陳清泉直
言這也是香港的短板，「我希望在香港
上市的央企要帶個頭，將研究院、高科
技企業設在香港，就跟新加坡的政策一
樣，要在這裏設研究院，培養我們的人
才。」最後一個要素是金融，「這個香
港有，但也要進一步提升。」

指港有條件專門為電動車驗證
陳清泉強調，即使香港可以跟深圳互

補優勢，但仍有必要發展自家的高科技
產業，「香港因為土地貴，所以只適合
高附加值、高端的，例如是傳感器、生
物醫藥等，不需要大量土地的。」即使
香港沒有條件興建電動車工廠，但他認
為可循測試和驗證方向着手，「香港國
際地位高，在香港認證的，大家都認
可……亦可以做基礎設施，做商業模
式，很多地方都可以發揮香港的長
處。」

陳清泉原籍福建漳州，1937年
於印尼出生，16歲回國學習深
造，以期為祖國建設出力，
「我在印尼時，經歷過荷蘭殖
民主義、日本殖民主義，親
身體會到一個國家不強大，
你的僑民得不到保障。」當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
月1日成立，給了華僑極大
的鼓舞。他表示，華僑與香
港本身同樣具備中西合璧的
特點，期望本港未來可以繼
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
優勢，為國家建設成為科技強
國貢獻力量。
「我哋自鴉片戰爭以來，長期

被外國欺負，只因科技落後，所以科技
對國家、對經濟尤其重要，」陳清泉
說，幾代國家領導人都對科技十分重
視，自己也經歷了國家科技歷程的數個
重要階段，「1956年，我在北京讀書
時，聽到周恩來總理提出『向科學進
軍』的口號，當時我正讀大學，於是跟
同學組織起學生科學技術協會，開始搞
科研，搞科技。」
1978年鄧小平作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

的論斷，「而在2016年全國科技創新大
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在新中國成立
100年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更是激動
人心。」陳清泉表示，國家自改革開放
以來，短短幾十年已經走了人家200年
的路，惟他同時指出，其中大多數技術

都並非原創，因此科研界仍要分秒必
爭，把以往落後的時間追回來。

冀港取國際之長貢獻國家科研
陳清泉指出，香港一方面可為國家創

新研發出一分力，同時繼續發揮中西文
化交匯的優勢。「身為華僑，特色就是
腦子裏隨時可以中西切換，在外國演
講時，我用的是西方思維方法；回到
祖國，就是用國家的語言、術語，跟
人們解釋。」同樣的理念也適用於本
港社會，「香港是中西合璧的國際化
都會，在這裏人們可更好地觀察世
界。」他強調，中西文化各有價值，應
互相借鑑和學習，取長補短，以發揮更
大的優勢。

陳清泉形容，1997年是其人生最難
忘的一年，經歷香港回歸祖國，又獲選
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有更大平台為國家
科技發展出謀獻策。時至今日，院士頭
銜仍然為他帶來號召力，包括近年組織
起國際院士科創中心，「就是要用科技
奧運的理念，把科技、政策、資金、企
業等結合，團結世界各地科學家們，以
發明造福全人類。」
陳清泉特別記得自己在1997年當選

中國工程院院士的一幕，「新聞一般會
講那年選了多少個院士，多少個男的、
女的，各省分布、專業分布是怎樣，但
在1997年，新聞當中特別有一句話：
『香港特區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
清泉』，很多以往不認識我的人都給我
寫信祝賀，一下了我的地位提高了，大
家都知道我是香港大學的陳清泉。」

矢志以科學造福全人類
身為頂尖科學家，陳清泉認為科學就

是真理，而科學家就是要把自然界的規
律找出來，將其變成定理，再用定理造
福全人類。「作為一個科學家，應身在
香港，心懷祖國，放眼世界……要有使

命感，只發論文是不夠的，但在我的年
代香港科研生態鏈不健全，發了論文可
以如何用呢？既然香港無，那麼我自己
去找！」
在港英時代，陳清泉一方面積極於

英、美發表學術文章，並在國內外多個
汽車廠商擔任顧問，「雖然香港產業鏈
不健全，但我可以利用海內外的力量，
讓自己參與完整的生態鏈。」
另一方面，一直心繫祖國發展的陳清

泉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透過清華大學
的教授，向中央建言關注美國的電動車
發展，並一直推動和參與相關工作。
「大約在2000年開始，國家把電動車
列為重大專項，然後進一步作為國家戰
略，一步步地升級。現在，中國已經引
領世界，中國電動車的產量佔全球產量
超過一半。」
談到未來，陳清泉認為科學永無止

境，科學家亦永不退休。他興奮地跟
記者分享其最新提出的「四網四流」
融合理念，又積極介紹早前發起的國
際院士科創中心，在這位年逾八旬的
「亞洲電動車之父」眼裏，依舊充滿
激情。

難忘97年當選院士
更大平台為國獻策

盼在港央企牽頭
設研究院育人才

飽嘗殖民主義苦 誓走科技強國路

◆圖為陳清泉2019年獲
頒銀紫荊星章，出席禮賓
府頒授儀式。受訪者供圖

◆圖為陳清泉2019年於
北京參加國慶70周年慶
祝活動。 受訪者供圖

◆陳清泉多年來積極參與
國家電動車發展工作，圖
為其於2019年進博會上
講話。 受訪者供圖

◆陳清泉強調當選中國工程
院院士，為其個人生涯帶來
了重大影響。 受訪者供圖◆◆陳清泉原籍福建漳州陳清泉原籍福建漳州，，19371937年年

於印尼出生於印尼出生，，1616歲便回到祖國學習深歲便回到祖國學習深
造造，，以期為祖國建設出力以期為祖國建設出力。。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陳清泉寄語香港科學家陳清泉寄語香港科學家
要有自覺要有自覺：「：「身在香港身在香港，，
心懷祖國心懷祖國，，放眼世界放眼世界」，」，
做出成績貢獻國家做出成績貢獻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陳清泉跟學生分享對
香港科研發展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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