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原授專利制讓港企灣區開花

國家「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在發展創

科除了要加大資金、土地和人力的投

入，以及持續增強研究水平及成果轉化

外，制度的創新、發展和完善也是持續推動完

善本港創科生態圈不可或缺的一環。聚集香港頂

尖科學家的香港科學院及香港青年科學院日前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就此提出多項建議，強調

發展原授專利制度和保護知識產權對促進香港創

科發展亦十分重要，期望初創研發將來在香港取

得專利後，可直接在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城市間

行使，以提升科技成果及公司的價值，並

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盧煜明：初創產權可馳騁各城市 助科技公司增值 加快成果轉化
陳清泉院士獲評2022「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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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泉院士
榮獲「感動中
國 2022 年度
人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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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感動中國」2022年度人物昨
日揭曉。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第十屆全國
政協委員、中國能源學會副會長、香港大學教授
陳清泉院士榮獲「感動中國2022年度人物」獎。
1982年，陳清泉博士畢業，在香港大學電機電

子工程學系教書。陳清泉通過大量學習研究，預
判出電動汽車廣闊的發展前景，他希望能夠幫助
祖國抓住這次發展機遇。為此，他決定將電動汽
車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上世紀九十年代，他設
計了電動汽車HKU2001，它承載了跨越時代的科
技理念，一經亮相，便引起了全球的矚目。

陳清泉創造性地把汽車、電機、控制等技術融
合到一起，形成一門全新的學科。他撰寫的專業
著作，成為高等院校的經典教材，為現代電動車
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作為世界電動車協會的創
辦人，陳清泉多次榮獲國際性科技成就獎，而在
他的內心當中，卻更看重祖國電動汽車的產業化
進程，為此他建言獻策，助力國家戰略，為行業
發展作出了貢獻。
2017年6月，由陳清泉牽頭，與香港其他23位

院士一起，給習近平主席寫了一封信，表達了香
港科技工作者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促進科技創

新的巨大熱情，同時也期待國家能夠幫助解決一
些影響科研發展的問題。不到一個星期就收到了
答覆，信中提到的問題迅速解決，這讓香港科技
工作者振奮不已。
心懷祖國，放眼世界，陳清泉仍然在為中國的

科技發展貢獻力量。走過86年的人生歷程，他仍
然初心不改。《感動中國》頒獎辭提到：「汽車
曾經改變世界，而你要改變汽車。中國製造，今
天車轍遍布世界，你是先行者，你是領航員。在
新能源的賽道上，馳騁了四十多年，如今，你和
祖國，正在超車。」

▶盧煜明期望將來
初創研發在香港
取得專利後可
直接在灣區
各城市間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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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浩璋認為「北部
都會區」及交椅洲人
工島這些重要的創
科基地，有助催化
創科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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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多
名專家探討「生
成AI」對教學的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葉子之攝

創科發展是
一個涉及

多方面環環相扣的生態圈，被譽
為「無創產前檢測之父」的港科
院盧煜明表示，要推動科創發
展，除了推動「產學研」合作，
發展原授專利制度和保護知識產
權也十分重要。
他引述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去年

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知識產權署會
與國家知識產權局開展試點項目，讓
香港的發明專利在特定的情況下，可在

內地獲優先審查；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在未來兩年增

加合共約1,000萬撥款予知識產權署，以進一步推廣
和發展原授專利制度，促進香港的科創發展。
盧煜明期望，將來的初創研發在香港取得專利
後，可以直接在大灣區各城市間行使，從而節省
成本及時間，保障科研成果，亦可有效提升科
技公司的價值，進一步加速推動科研成果
轉化。
他指出，特區政府銳意循生物
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及金融科技四大方向發展
本港創科，今年財政
預算案便提出撥款
60億元資助大

學和科研機構設立生命
健康科技主題研究院，相信這能有助匯聚人
才，促進跨院校、機構和學科的合作。
除了政策的配合和投入資金外，盧煜明強調，人才

是發展科創的重要資源，但香港目前缺乏懂得科學兼
商業運作的人才，令不少科研成果落地有阻滯，因此
特區政府在培養本地科創人才的同時，也要吸引專才
來港發展。

《藍圖》「搶人才」拓科研優勢
他樂見政府積極推出各項爭取海外人才的「搶人

才」措施，期望日後可以有更多海內外人才加入香港
科技團隊，舉辦更多大型國際科學會議，加快香港科
創發展。盧煜明強調，香港擁有不少創科優勢，包括
有很多優秀學府，匯聚了科創人才，造就雄厚的科技
基礎建設和科研實力，加上國際化程度高、科學合作
方面亦十分自由，絕對是科研的「福地」，加上特區
政府近年亦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大力推動創科發

展，包括於去年
底推出的《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為未來香港科創發
展制訂了清晰目標，是創科發展路
上的「領跑信號」。近日發表的財政預算
案，亦表明要發揮好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的優勢，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及交椅洲人工
島等等。這種種措施顯示了特區政府發展創科的決
心，相信有助完善創科生態圈。

岑浩璋冀「北都明嶼」建創科基地
青科院院長岑浩璋認為，「北部都會區」及交椅洲人

工島這些重要的創科基地，有助催化創科生態圈。他
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善用於「北都區」成立「科研轉化中
心」，協助香港的科研人員將研究成果落地轉化，並

與內地公司合作，協助本港科研產業進入內地
市場，助實現「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

業布局，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重要平台。

席捲互聯網並震撼全球教育界的大型語言模型之一的ChatG-
PT，令AI人工智能對知識傳播帶來史無前例的影響，AI在未來廣泛
普及應用的情況下，對教育又會造成什麼影響？昨日舉行的「生成AI對
教育影響研討會」上，多名前線校長老師及師訓機構領袖指出，AI除會

為教育及考核帶來重大挑戰外，也可能引伸至教育公平等問題，但同時亦能助老師減輕不必要
的工作負擔集中照顧學生，提升學習成效。未來，教育界應該從態度、知識、技能三方面掌
握有關發展，亦可考慮於大學師訓中加入相關內容。所羅門教育及教育 2.1 大教育平台昨日
舉行「生成AI對教育影響研討會」，多名科技及教育專家出席。在主題演講環節，主辦方
邀請知名中國科技家及前Google中國總裁李開復博士以視像形式分享。他表示，AI與人類
的關係是結合共生的，由人類將AI用作分析引擎，如醫生可以依靠AI支援，準確地診
斷、處方和治療，而另一方面，仍然需要醫生熱心關懷病人，取得病人信任幫助治療。

認清轉變 妥善應用深化學習
因應AI對教育的衝擊，研討會由多名前線教育專家舉行圓桌討論。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張仁良表示，近日有大學已經暫時禁止學生使用ChatGPT做功課，但他強調，不能完
全禁止這些與AI相關的應用程式，所以未來要加強老師對高科技的認識，教導下一代
正確地運用。他提到，未來教育需要應用AI於教學法創新，教大計劃在教師培訓課程
中加強相關內容，讓學生在成為教師前，即使是任教語文科，亦要掌握AI範疇的內
容，好好裝備自己。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副主席及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校長金偉明表示，其校內老
師亦對AI於教育的影響有不同看法，部分老師認為這是一個很出色的工具，亦有
人擔心會影響學生所學，及老師的角色會否轉變等。如處理得當，AI可以是一
個很好平台，讓學生利用作為學習工具，把題目解釋得更詳細深化學習；對
老師來說也能節省備課的時間，把多出來的時間用來與學生溝通，關心
他們的成長需要等，增加師生互動，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身兼香港16官立中學聯合人工智能教育學習圈召集人的英皇
書院STEM統籌主任李浩然提到，目前前線教學面對的挑戰，
是應要先禁止學生使用AI，還是能有效指導學生正確地使用
它。他認為老師們應持開放態度，不能害怕科技的轉變，
而是要接受以至擁抱這個發展趨勢，學習幫助學生正確及
妥善應用AI。他提出，學校老師應要注意三點：第一是
態度，清楚接受轉變；第二是知識，即老師要認識相關
的資訊；第三是技能，讓學生學習相關技能，提高應用
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子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金文博）

關於人工智能（AI）聊天
機器人ChatGPT應用所引起

的討論不斷，香港多所大學近日
分別公布，禁止或有限度容許學生在

課業評估中使用。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任何人都擋不住

新技術的出現，應持非常開放和擁抱態度應
對，並視之為要在重點領域投放更多力量的提
示，以追上世界發展的潮流。為此，局方正考慮
籌組相關的委員會，討論怎樣應對新技術帶來的
各種挑戰。

AI新階段 要探索開發類似平台
孫東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談到對AI聊天機器人

ChatGPT近來引起的討論。他認為，ChatGPT的
出現反映出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水
準，自己也有用過，覺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技
術，而且開啟未來人工智能一個新的階段」，相
信類似的開發今後會陸續有來。
被問及近來香港大學等禁止學生使用ChatG-

PT，香港科技大學則讓教師決定學生能否及如何
使用，他對大學不同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持開放態
度，又表示會與大學加強溝通了解各校的取態。
孫東強調，任何人都擋不住新技術，會以開放
和擁抱的態度應對，而這也提示特區政府要在重
點領域投放更多力量，追上世界發展潮流。為
此，局方正考慮籌組相關委員會，以討論怎樣應
對新技術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包括構思如何整合
香港的資源，追上人工智能的發展步伐。
他指出，大家目前所看到ChatGPT的人機對話

平台只是表面，其最深處的內涵是底下有一個累
積多種技術、包含硬件和軟件的強大平台，因此
現時最重要和關心的是，香港如何才能夠開發出
類似的、好的科技平台。為此，香港社會要整合
力量，在很多方面做更多工夫。
財政司司長在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要建立

「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有人擔心需要投放大量
資源及成本，孫東表示，投入與產出是相關連
的，特區政府一旦決定要投入，也會計算產出，
又強調會有專業團隊去作出考量，同時會透過諮
詢聽取各界意見，亦會就是否需要訂立法律規範
敏感數據等聆聽意見。
他指出，在有關算力基礎建設方面，本港相對
珠海及深圳等地起步較遲，建立「人工智能超算中
心」符合未來發展需要，有助推動數字經濟和發展
智慧城市，更有利吸引全球各地的企業及人才。

創科局擬設委員會 應對新技術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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