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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胡若璋

博鰲報道）新冠疫情已持

續了三年多，如果再經歷

一次大流行，世界各國該如何應對？中國科學院大學存濟

醫學院院長高福院士29日在博鰲論壇「終結新冠大流行」

分論壇上表示，疫情已接近尾聲，當前階段仍需呼籲人們

接種新冠疫苗。與會嘉賓同時強調，未來要防止再次發生

像新冠疫情般所造成的長期破壞性影響，各國政府、國際

組織等需要將醫學專家的意見納入公共衞生政策，並建立

疫苗分享的相關機制和貿易協議，確保沒有疫苗生產能力

的國家和地區也能在大流行之前做好準備。

環球配置疫苗 防病毒重臨
「終結新冠大流行」分論壇昨舉行 專家籲各國公共衞生政策納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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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前兩年的博鰲論壇年會有所不同，今年
在會議現場，佩戴口罩不再成為強制性規

定。無論是與會嘉賓、媒體記者，還是現場工作
人員，都很享受這種零距離交流的時光。然而，
經歷了三年多的疫情時間，普遍擔憂依然存在。
高福在發言時直指長新冠是事實，不要恐
懼，也不要忽視，「可以回歸正常生活」。對
於很多人關心的再經歷一次大流行該怎麼辦的
問題，高福說：「我們知道奧密克戎有多個變
種，我們不能預測未來。」他認為，過去三年
中國學到了很多經驗教訓，很關鍵的啟示是需
要投資基礎研究和醫療設施材料，不僅要關注
GDP數字，而且要關注公眾健康及基礎研究。

阿斯利康：研避傳染疫苗
海內外大量臨床研究證據表明，預防新冠病
毒最好的辦法就是接種疫苗。博鰲論壇諮委、
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長約翰森發言時表示，阿斯
利康是一家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製藥公司，疫
情期間與牛津大學共同研發了新冠疫苗
AZD1222。在中國製造基地的幫助下，公司生
產了30多億劑新冠疫苗，供給了大約180個國
家，雖不盈利，但非常值得。
因新冠疫情的肆虐，讓基因測序的研究受到
更多關注，不少諾貝爾獎獲得者也開始研究基因
學、研究免疫療法，約翰森對於未來的態度很樂
觀，「科學家告訴我們，可以研究出疫苗來避免
重症住院和死亡，下一步就是避免傳染。」
不過，約翰森留意到，非洲沒有新冠疫苗生

產工廠，產能不足，「這是明顯錯誤的」；相
反有些國家限制疫苗出口，想首先為本國國民
接種，「這是不合理的」。約翰森認為，在未
來可能出現的病毒大流行前要做好準備，留一
些庫存給發展中國家，否則部分地區會出現產
能過剩和冗餘。

高福：在不發達國家建疫苗廠
高福也認為分享疫苗非常重要，否則「病毒

就會把世界給分割掉」。高福說：「我們總在
努力地籌資，建了幾個基金來支持未來的疫苗
生產，在最不發達的國家建立疫苗的生產工
廠。」高福和約翰森都認為需要建立平台來提

供疫苗、分享疫苗，同時也需要把產能配置到
世界各地去，這就需要企業界和國際組織、慈
善機構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一起合作，建立疫
苗分享的相關機制和貿易協議。
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突發事件，疫苗和治療

藥物方面的國際合作非常重要，然而公共問題
政策的實施非常複雜，因此瑞士和中非共和國
物理基金會主席Klaus SCHUSTEREDER指
出，未來需要聽到更多衞生工作者的聲音，衞
生領域的公共政策制定，需要加強與醫務工作
者以及其他專業人士，比如病毒學家、疫苗研
發專家的合作，將他們的意見納入其中，並與
公共衞生的權威機構形成機制上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和團隊昨日抵達海南海口，準備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
年會。他下午參觀了海南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到
訪了區內第一家港資醫療機構海南德雅醫院。
李家超昨日傍晚在社交平台發帖指，他下午參觀了海南博

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他們先到博鰲樂城先行區的國
際創新藥械展，了解到這「醫療特區」享有多項優惠政策，
包括海南可以加快審批特許藥械在「醫療特區」使用。博鰲
樂城先行區已有24家醫療機構開業運營，還有25家醫療機構
在建或籌建，初步形成醫療機構聚集。其中，有4間港資公
司參與投資項目，擬提供治理罕見病藥產品、尖端癌症療
法，及輔助生產專科服務。
李家超表示，在參觀過程中，他們到訪了博鰲樂城先行區

第一家港資的醫療機構，就是專注輔助生殖專科的婦產醫院
海南德雅醫院。集團的醫療團隊向他介紹醫院高端的先進設
備，並說香港的醫學專才和科研人員在國際間首屈一指，期
待與更多香港的人才合作交流，貢獻國家。

馮飛：期待加快兩地各領域合作
李家超昨晚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所設的晚宴。晚宴後，李家

超與海南省委書記兼省長馮飛會面。馮飛表示，海南高度重
視瓊港合作，近年來雙方交流合作態勢良好、前景廣闊。期
待瓊港兩地充分發揮互補優勢，完善交流合作機制，建設瓊
港經濟合作發展示範區，加快推進在專業服務業、醫療健
康、旅遊、零售、招商引才等領域合作，促進香港青年來瓊
創新創業，推動瓊港合作走深走實。
昨日上午，博鰲論壇「全球自由貿易港發展論壇」公布

《全球自由貿易區（港）夥伴關係倡議》，推動全球自由貿
易區（港）加強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區支持並參與《倡
議》，共同推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同
時凸顯香港作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堅定支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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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學者希望
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提供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何玫、黃寶儀博鰲報道）29日，在博
鰲論壇「中國式現代化」分論壇上，外國政要、學者、香港企業家、內
地官員等代表紛紛解讀中國式現代化，尤其對接下來的高質量發展、市
場體系構建、現代企業發展等議題進行梳理和探討，為大家描繪了一個
畫面感較強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圖景。博鰲論壇理事、菲律賓前總統阿
羅約點讚中國式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功。在她看來，中國能成功的第一要
訣就是擁有長期願景：堅持在改革和開放中，從實際出發進行現代化建
設。 「下一階段，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邁進創新階段，給世界提供一種
全新的發展模式。」《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國的崛
起》作者、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說，因新冠疫情三年沒來中
國，這次參加博鰲論壇再來時有一個很欣喜的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國本
土製造電動車馳騁在路上。作為曾經大量進口外國汽車品牌的中國，當
下在新能源電動車領域已經成為領導者角色。這也讓他迫切希望，接下
來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中能實現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的中國化，並在此
基礎上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模式。

羅康瑞：中國持續發展貢獻世界
博鰲論壇理事、香港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用自己1985年到內地投資
建設的先行故事做分享。「一份6張紙的合約，讓我們持續開發建設了
25年。」 羅康瑞還從公文包中拿出一疊上海新天地的圖紙，現場「導
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故事：上海新天地多年的發展，其實也是中國
式現代化持續發展的一個縮影。如今，緊挨着新天地的一個商場，羅康
瑞已經把它打造成為供內地設計師集中展示的一個基地。「保持本土特
色，吸收海外優勢。」羅康瑞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對全世界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國內外26自貿區倡議全方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玫、黃寶義、胡若璋

博鰲報道）29日在博鰲舉行的「全球自由貿易
港發展論壇」上，海南自貿港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阿聯酋傑貝阿里自由區、韓國濟州國際自
由城、馬來西亞巴生港自貿區、柬埔寨西哈努
克港經濟特區、科特迪瓦聖佩德羅自貿區等6
個國際自貿區，及福建、遼寧、浙江、河南、
重慶等內地19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共同發起《全
球自由貿易區（港）夥伴關係倡議》。
該《倡議》提出，各方將加強航空海運網
絡、物流、跨境電商等領域合作，為商品、服
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有序流動提供高效快捷
的通關便利服務；並開展產業園區跨境或跨區
合作，構建富有韌性的全球自貿區（港）產業
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體系；同時，促
進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方面國際合作。

羅康瑞建議海南允港律師開業
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成員、香港瑞安集團主
席羅康瑞在論壇發言中表示，從企業的角度來
看自貿港，首先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決心和當
地的營商環境，還有是否能吸引人才，產生集
聚效應。他認為瓊港合作空間很大，海南可以
向大灣區學習，讓香港律師到自貿港來開設事
務所。另外，香港在國際貿易方面經驗豐富，
可以與海南在此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香港新華集團主席

蔡冠深在論壇上表示，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
經濟體，又是國際金融中心、商貿中心、航

運中心，這些方面都可與海南加大合作，香
港可為來海南的投資商提供很多優質的服
務。

蔡冠深倡海南引進港高校落地
蔡冠深表示，他曾參加海南不久前在香港舉

行的招商推介會，聽到有人說「十萬雄師下海
南」，雄師是什麼？是指律師、會計師、醫師
等專業人才。海南自貿港建設最需要的就是人

才，他建議海南除了廣招海內外精英外，還要
注重本地人才的培養。香港擁有5所全球排名
百強的高校，海南可學習大灣區的經驗，引進
香港高校落戶海南。
蔡冠深建議，海南目前正在建設的「瓊港經

濟合作區」，主要發展會展及現代服務業等，
還可加入教育、旅遊等香港的優勢產業。總
之，香港跟海南的合作機會非常多，希望能繼
續加強合作。

專家籲半導體行業訂國際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何玫、胡若璋

博鰲報道）在29日舉行的博鰲論壇「科技競爭
與合作」分論壇上，與會嘉賓認為半導體行業
是全球化的一個成果，現在脫鈎並不是全球趨

勢，而是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發展、維護自身霸
權而鼓吹推動造成的。業界期待通過不斷加強
產業合作，制定國際規則，推動產業發展。
來自半導體行業的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

會士、澳門產業技術研究院創院理事長、澳門微
電子協會創會理事長余成斌發言時表示，根據研
究，整個半導體從設計、製造、封裝、設備等，
整個產業鏈價值鏈裏平均有25個國家的參與，
一個真正的半導體產品到達終端客戶之前要經歷
各個國家差不多70次、歷經100多天，是非常
典型的科技合作全球化產業鏈的過程。
余成斌認為現在脫鈎並不是全球趨勢，而是

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發展、維護自身霸權而鼓吹
推動造成的，他希望以國際合作的形式使得整
個半導體行業生態更有效率地發展，並期望未
來行業制定一個更好的國際合作規則。
BI挪威學院戰略教授卡爾．費也指出，美國

希望不要讓高端芯片技術流入中國，但是美國
還得依賴其他國家進口不同的零件和不同類型
的芯片，比如美國也進口了中國的稀土，非常
幸運的是中國並沒有報復禁止向美國出口芯
片，「現在各個國家都不能在孤島上運行，希
望各個國家做出明智的決定進行合作。」

◆博鰲論壇「終結新冠大流行」分論壇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博鰲論壇「中國式現代化」分論壇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博鰲論壇「科技競爭與合作」分論壇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

◆與會嘉賓共同啟動《全球自由貿易區（港）夥伴關係倡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攝

◆特首李家超和團隊昨日下午參觀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第一
家港資醫療機構海南德雅醫院。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