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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大學拆牆鬆綁 助科研人員創業

籲應科院助大學做好成果轉化

致力科技抗疫
「紅黃碼」進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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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東從事大學研究及管理工作多年，深明
大學對於本港創科發展的重要性，亦了解目
前存在的一些局限。他強調，香港擁有領先
國際的基礎科研，但產業方面相對薄弱，若
要在短時間轉型，大學必須要發揮更大作
用。特區政府將考慮不同措施，鼓勵大學更
積極地支持科研團隊及相關學生創新創業；
在知識產權的處理方面，孫東鼓勵大學考慮
採取更寬鬆的方式，幫助更多教授和科研人
員創業。
談及政府如何鼓勵大學拆牆鬆綁，更積

極地參與本港創科發展，孫東坦言大學是
一個複雜議題，「香港強調院校自主，所
以特區政府一直干預不多，大學也有學術
自主……但另一方面我想強調一點，它們
是香港的公立大學，使納稅人的錢」，而
香港多年來對高等教育有不少投入，對大
學人員的待遇也不低，「現在香港處於非
常困難的時候，大學是不是也要考慮，如
何在加強基礎科研的同時，想想如何回饋
社會，幫助香港盡快實現經濟轉型，這是
相關的責任。」
他表示，特區政府已在考慮如何推出措

施，鼓勵大學更積極地支持科研團隊或是相

關學生創新創業。「至於在知識產權的處理
方面，是否可以參考內地、海外的做法，在
保證大學相關利益的同時，給相關教授團隊
更多的發展空間。」
他特別提到，很多人將知識產權看作是大

學的「assets（資產）」，但在他看來，知識
產權同時也是大學的一種負擔。「大學有不
少IP（知識產權），但算一下這些IP，到底
有多少真正轉化成科研成果。每年各大學用
作維持這些 IP的支出大約800萬至 900萬
元，甚至1,000萬元，但是我們IP的收入很
少。」

冀寬鬆處理知識產權
孫東認為，大學將知識產權束之高閣是最

大浪費，期望各院校可循另一種思路出發，
以更寬鬆方式去處理知識產權，並要形成轉
化應用的文化，幫助推動創科成為香港經濟
轉型升級的強大引擎。「我們不是說要所有
教授都去辦公司……但的確需要形成一種文
化，就是教授研發的東西，一開始就已經要
考慮其應用價值，他自己不辦，可鼓勵他的
團隊、學生去辦，要有相關機制，助成果盡
快落地，投入到社會應用。」

除了大學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外，孫東強
調本港多個創科機構亦各自扮演重要角色。
其中，孫東透露已多次跟應科院討論其未來
定位，雙方均認同應科院要進一步跟大學緊
密合作，「應科院本身有幾個方向的『從0
到1』研究做得好好，這些當然要繼續保持，
但它更重要的重點是協助大學，做『從1到
10』的工作」，致力促進大學研究的成果轉
化。

盼加強合作 聚焦「從1到10」
「上任後我訪問過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也

訪問了應科院，我們還在開會，對於下一步
的定位，怎麼去搞，我們已經在談。」其
中，他表示應科院有不少「從0到1」的研究
做得相當出色，包括半導體相關研究工作，
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這些領先
的行業，我們要繼續支持，鼓勵他們做大做
強；但同時我們也希望應科院進一步跟大學
緊密合作，將『從1到10』作為主要工作重
點，就是不要什麼都想做『0到1』。」
他解釋，假如重心都放去做「0到1」，

「多少人（去做）最終也就那麼幾個（成
果），但如果跟大學緊密合作，大學一直在
做「0到1」的研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每年都有很多人（學者）在做。」如此，應
科院就可以幫助大學的人進行成果轉化，這
樣就有了專門機構將有關工作做好，而這正
是局方跟應科院討論的初步方向。
他指，應科院現在約有600名研究人員，相
信他們會是香港未來發展創科的重要力量。
至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孫東相信它對

於下一步的再工業化將會發揮到重要作
用，「因為過去多年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一直幫助中小企進行技術轉型、升級等服
務，我覺得下一步這個角色會繼續加
強。」孫東認為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這些
年來做了很好的工作，包括扶植創業團
隊、助產品落地、引入海內外公司來香港
落戶等。他相信數碼港今後將於數碼方面
發揮更大的作用，對本港發展智慧城市、
數字經濟作出貢獻；科學園轄下的創新
園、先進製造業中心都會陸續投入使用，
有關支持會繼續加大。

孫東表示，創科是未來香港發展的重要引擎，特區政府給予高度
重視，社會上也有眾多期盼，希望看到香港創科有所變化，

「所以我上任至今首先是感到很忙，另一個感受是責任大，還有就是
真的很有緊迫感。」

借鑒深圳經驗 改變團隊作風
他認為，香港創科發展「有着一手好牌」，天時、地利、人和俱
在，尤其社會上下都已有共識，支持本港實現經濟轉型，「但我們比
較新加坡、以色列、瑞士，別人就是勝在implementation（落實），
just do it！過去香港講得多，做得少，所以行政長官提出『以結果為
目標』，我是完全認同的」，強調政府重視「行勝於言」，「不在乎
你說得多漂亮，關鍵在於這幾年後是否交到功課。」
孫東特別提到，深圳在短短40年間創造了奇跡，成為國家其中一
個重要的創科重鎮，「裏面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其中最主要的就
是它拆牆鬆綁，發揮『深圳速度』，而這正是香港最弱的環節，而且
深圳市領導在很多事情，落實執行得非常好，都是香港需要學習
的。」
他以河套地區發展為例，按照以前的規劃，也許需要20年去做，
「但如果我們再等二三十年，我們在大灣區再無任何位置了。」他形
容這是現實問題，團隊有必要改變作風，提倡「香港速度」，推進河
套地區港深創科園早日投入營運，「在2025/26年度，除了我們現在
計劃的8座樓宇外，希望有盡可能多的樓宇能夠投入使用，因為我們
明年就開始招標了。」

尋找優勢產業 服務國家所需
孫東認為，產、學、研中以「產」為關鍵，問題在於香港過去對於發

展產業的決心不足，一直在搖擺。現在局方已在深入研究香港的產業政
策方向，目標要找出具有前景、適合香港，能為年輕人提供就業前景，
更要服務國家所需的優勢產業，「我們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意味
將工業、產業發展看成必須要做的事情，正是反映政府的決心。」
惟他亦坦言，產業目前仍是香港的弱點，「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鼓勵
現有企業的發展，包括大學、科研機構、團體加快產品落地、轉化；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引進，從海內外引進高增值、高科技的企業落戶香
港，加大招商引資的速度。」
他進一步提到，引進企業並不止於辦公室落戶，研發部門、一部分
生產線都會帶來，而且要在本地招人，「要真正在香港落戶，產出要
納入香港的GDP。」此外，給本地的年輕人提供就業也是另一重要
指標，而且相關產業要適合港情，適合香港發展，具備潛力使香港在
這產業中取得國際領先等等，均是要考慮的範疇。
談及人才問題，孫東分享李家超曾公開表示要「與世界搶人才」，
「我可以跟你說，內地搶人是搶得很厲害的，那些真正好的科學家、
創業人才，是由省市主要領導親自去談的。」他提到香港以前也有過
一些優秀人才，正是由於內地省市主要領導親自去談，最終成功說服
對方選擇北上內地發展。
「我可以跟大家講，我們特首也在做這個事情。這幾天我跟着特
首，已經談了幾個人，特首親自去談，就是要招最好的人才到香
港！」他指香港以往較少這類做法，現在會更積極去做，尤其是對於
重點人才。「香港以前沒有這個（高官親自招募人才），現在我們特
別在做，我跟特首都在積極見人……我們也希望社會各界、全世界的
優秀人才、企業到香港來，您們可以找我、找特首，都OK，我們一
定會張開雙臂歡迎您！」
他表明特區政府既然決心吸引全世界優秀人才，未來將有相關的政
策出台，包括一些居住措施，冀為人才提供安居樂業的優良環境。

國家大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責任

重大，亦感到時間緊迫，提倡要發揮「香

港速度」，推進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早日

投入營運。他十分認同行政長官李家超提

出的「以結果為目標」，認為這表明特區

政府強調「行勝於言」，重視落實，包括

親力親為游說優秀人才來港發展，「這幾

天我跟着特首，已經談了幾個人，特首親

自去談，就是要招最好的人才到香港！」

孫東強調，這些人才不單有利於本港學術

發展，更是有利發展香港創科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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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東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責任重大，亦感到時間緊迫，提倡
要發揮「香港速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孫東參觀位
於香港科學園的AS-

TRI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及 LSCM R&D Centre ，
了解兩所研發中心的工作
重點同進展。

創科局圖片

孫東就任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至今約一個月，除了積極研究香港創科路
向，更忙於以科技手段協助抗疫。「我當然
希望原來的（創科）計劃不受疫情影響，但
另一方面抗疫也是我們重要的工作。」以
「居安抗疫」電子手環為例，孫東讚揚同事
們日夜努力工作，又分享在行政長官李家超
的領導下，會要求抗疫工作做好不同預案，
以應對疫情變化。他又分享「安心出行」的
「紅黃碼」工作進展良好，相信行政長官會
適時向社會公布，「知道大家都在等，相信
不會太久。」

工作必須超前 做好不同預案
談及上任至今的工作感受，孫東笑言自己
在過去一個月花最多時間處理抗疫工作，
「例如大家最關心的『紅黃碼』，因為抗疫
工作的需求，我們局都承擔着非常大的工
作，怎樣盡快把它推出去。」他強調，局方
目前最關心就是將「紅黃碼」做好，目的是
要精準抗疫，「盡可能利用我們現有的科技

手段，對特定人群進行比較好的規範，從而
使更多數人能夠盡早恢復正常生活。」
他提到，局方一直都在研究更多便民利民

的抗疫科技措施，包括電子手環未來是否有
更好的科技手段作替代，「因為現在是（每
日）幾千宗個案，假如日後有幾萬宗怎麼
辦，我們現在都在做預案。」他分享在李家
超的領導下，強調局方工作必須超前，也就
是要把問題想在前面，為未來有機會發生的
狀況作好準備。
被問到抗疫工作會否耽誤了創科發展，

孫東分享自己在接受局長工作前，已跟李
家超開會數次，「我們對於香港創科發展
的藍圖是有想法的，這是我們的初心，我
們要不受任何干擾，堅決地做下去，所以
過去一個月我雖然花了不少時間在抗疫，
但並沒有因此停下創科工作。」
他笑言同事們因此工作量大增，感到有

點對不起他們，「但無辦法，香港現在就
到了這地步，時不我與，我們剩的時間不
多了，只能盡量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