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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斥60億元資助成立生命健康研發院
供八大申請最多建三所 推動跨院校跨學科國際合作

香港正大力發展創科，生命健康科技是關鍵核心領

域之一。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創新科技署近

日向立法會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講

述投放60億元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的最新安排。

有關計劃供八所資助大學申請，但強調必須要有跨學

科、跨院校/科研機構、國際合作元素，預計最多可

支持成立共三所不同的「生命健康研發院」，聚焦包括

細胞和基因治療、生物訊息學和生物學、生物醫學工

程等前沿主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生命健康研發院」
資助計劃

●主要要求

1.跨學科合作的研發活動

2.國際合作：資助計劃其中一項主
要元素是吸引頂尖學者和科學家
來港，由相關領域的世界級學者
和科學家帶領的計劃建議會獲優
先考慮

3.與其他大學/科研機構合作：「生
命健康研發院」應涵蓋本地大學
與內地及海外頂尖大學/科研機構/
研究團隊在研發方面的長期合作

4.以配對形式提供資助：為鼓勵產
學研合作，特區政府會以配對形
式提供資助，並建議提供最高為
4（政府）：1（大學及/或業界）的配
對資助

●範疇評審
a.參與學者和科學家的地位和聲
譽，包括特別是非本地的學者和
科學家

b.創科內容和研究主題能否配合政
府政策，以及如何令社會受惠

c.研究團隊和研究合作（包括本地、
內地和海外研究團隊的技術及管
理能力）

d.計劃建議的財務可持續性（例如預
算開支是否合理和在財務上是否
可行，以及業界的投入水平）

e.擬議研究項目成果在商業上是否
可行，從而讓「生命健康研發院」
可以自負盈虧方式長遠運作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撥出60億元資助生命健康科研的主題研究院。
創科局及創科署的最新文件強調，香港在生命健康科研方面有
顯著優勢，包括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兩所位列全球前四十的
頂尖醫學院，以及廣獲承認的臨床試驗中心，加上國家「十四
五」規劃確立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定位，亦有提出瞄準生命健
康等前沿領域，香港積極以此服務國家所需尤為重要。
文件引述海外經驗表示，設立比單一大學規模更大的研發
院，可促進科研合作吸引不同背景的頂尖學者和科學家參
與，從而加快創新技術轉化，推動突破和轉型，應對生物、
健康和公共衞生方面的挑戰。同時，較大型的研發院亦可提
供全面的事業發展階梯和更多先進研究的機會，有助科研人
才培育。
為此，創科局及創科署將會設立「生命健康研發院」的資
助計劃，供設有醫學院及/或生命健康相關學科的教資會資助
大學申請，以推動生命健康科技的研究，並吸引來自世界各
地的頂尖學者和科學家，發揮跨機構和跨學科的互補優勢，
協助香港建立研發生態圈，為社會帶來效益。而有關申請必
須包括跨學科、跨大學/科研機構、國際合作，以及配對形式
提供資助等元素。

須聚焦細胞和基因治療等主題
文件表示，「生命健康研發院」須進行生命健康科技相關主題
的基礎研究、轉化研究及成果轉化，有關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細胞和基因治療、生物訊息學和生物學、生物醫學工程、先進
療法、醫療診斷、藥物和疫苗研發，以及臨床試驗。
資助計劃下設立的「生命健康研發院」最多可有三所，各
研發院的建議資助金額，會按個別建議書及配對資助而定，
如研發院的推行進度及表現未如理想或違反任何資助條件，
特區政府保留停止提供資助、在嚴重的個案終止協議，以及
要求該所研發院退還已發放的款項的權利。
「生命健康研發院」資助計劃亦會提供特別的教務和知識
產權安排。為鼓勵大學科研團隊參與研發院的工作，計劃將
允許大學運用撥款，確保參與人員維持其薪酬水平，又或讓
大學聘請額外人手支援原有教學活動，以便參與研發院的人
員可投放更多時間專注於研發工作。
知識產權方面，文件建議研究團隊/發明者可獲取的知識產
權利益分配不少於七成，此舉可提供更大誘因，促使本地、
內地和海外研究團隊參與「生命健康研發院」的工作。
創科局及創科署計劃在今年就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60億元撥
款，其後會成立一個由學術界、業界人士和政府官員組成的評
審委員會，再邀請有關大學提交申請，落實研發院建設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近年積極
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過，美國屢屢
威脅要對中國實施制裁或限制高新科技出口，
包括香港及澳門也屬被針對的範圍。特區政府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接受電視節目
訪問，被問到政府會如何應對外來的政治影響
時強調，不管外部如何變化，香港健康發展其
實取決於內因，「打鐵還需自身硬。」香港前
年公布的《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獲社會各界反
響，並獲得國家的積極肯定，局方會堅定初

心，落實藍圖提出的各項政策，不會受外界影
響。
孫東表示，香港創科界多年來從世界各地採
購科技產品，未來要繼續拓展網絡，就算個別
國家對香港實行的單邊不友好政策，其影響也
有限，局方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即時作出
調整。例如，香港的國際經銷網絡良好，成功
從不同地方吸引人才、技術和資金，下一步會
繼續發揮國際化優勢，以拓展網絡。
在未來推動新型工業化工作方面，他表示，

創科局將大力推動初創企業發展，也致力引進
重點企業來港，並對本土已有產業、特別是製
造業作升級轉型。他早前曾參觀大埔工業園區
的食品加工公司，了解他們利用香港新型工業
化計劃建立智能生產線，令生產效率大增，局
方未來將重點扶植這些產業。
孫東又提到河套區發展，表示特區政府已於
今年初公布在河套香港園區南邊釋出5公頃土
地，原計劃第一批興建的8幢樓宇，有3幢正
在興建，未來會陸續釋出土地，推動發展。

創科局：個別國家對港不友好政策影響有限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22/
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推動「生命
健康」科研，表示兩年多的新冠疫情大
大提高全球對生命健康研發的關注。事
實上，國家「十四五」規劃亦提出聚焦

人類健康等問題，以及強化生命健康等科技力量。
陳茂波指出，香港在生命健康科研實力雄厚：香

港的大學擁有多位權威學者，研發團隊原創力強，
有「從零到一」的突破能力，科研成果豐碩。香港
還設有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承認的臨床試驗基
地，推動生命健康的科研和產業發展，優勢顯著。
他在2018年撥出100億元成立的「InnoHK創新香
港研發平台」旗艦項目，至今已成立了28所由本地
大學與三十多家國際頂尖大學/研究院合組的實驗
室，其中就有16所與生命健康相關，是一股強大的
科研實力，能締造更多顛覆性的研發成果。
為進一步推動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的發展，陳茂

波表示會預留100億元，為香港長遠提供更完備的
配套，包括硬件、科研人才、臨床試驗及數據應用

等各方面，提升不同機構包括大學在這方面的容量
及能力，並建立更完善的產業鏈。特區政府將在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設立「InnoLife Healthtech Hub生命
健康創新科研中心」，以上述16所實驗室，以及8
間相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為基礎，匯聚全球頂尖研
究團隊，聚焦生命健康領域的研發及環球科研合
作，包括生物醫學、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範疇，應
用於預防、診斷、藥物開發、先進治療、康復等領
域。醫管局會協助更多機構探討如何更好利用其轄
下醫院作研究和臨床試驗，以及其累積的寶貴臨床
數據作研發用途，目標是促進科研多元合作及產業
發展，建設香港成為生命健康的研發重鎮，匯聚相關
的產業集群。
在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陳茂波表示，
針對科研成果轉化和生命健康科技研發這兩大範
疇，他會在此前預留作推動香港在生命健康科技發
展的100億元中，撥出60億元用作資助大學及科研
機構設立主題研究院，促進橫跨院校、機構和學科
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已預留百億推動「生命健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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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計
劃投放60億元
設立「生命健康
研發院」供八所
資 助 大 學 申
請。圖為本港
的大學科研人
員進行細胞培
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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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表示，國際調

解院總部將落戶香港，本月底會就改建

舊灣仔警署為國際調解院的工程，向立

法會工務小組作進一步解釋並爭取議員

支持。國際調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

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

法律組織，其總部設址香港，彰顯國家

及國際社會對香港獨特法治優勢的重視

和信任，將極大強化香港成為全球「調

解之都」的國際形象，是香港建設國際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重大利好。

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要珍惜信任、合力做

好國際調解院總部建設工程，準時將總

部交付予國際調解院，為和平解決國際

爭端貢獻香港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22年與多個持相

近理念的國家簽署了《關於建立國際調

解院的聯合聲明》，根據聲明，國際調

解院將是全世界第一個專司調解的、政

府間國際組織，是我國繼牽頭成立亞投

行之後，為全球治理提供的又一重要國

際公共產品，將成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的新平台、開啟中國大國外交新篇章。

在國家大力支持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

公室於2023年2月16日在香港舉行成立儀

式，之後籌備辦公室已在香港成功舉行兩

輪《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的磋商，磋商

內容亦包括議定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地的

選址程序。特區政府向國家表達了希望國

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的強烈意願、同時

選定屬二級歷史建築的舊灣仔警署為合適

地點，香港建議獲得國家全力支持。

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設立籌備辦公室、

並決定將總部設址香港，再次彰顯國家

高度珍視香港獨特而良好的法治優勢，

亦顯示國際社會高度認可香港的法治水

平、國際營商環境、作為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實力。由於國

際調解院將成為首個及唯一一個專門以

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議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與設於海牙、專門以其他方式解決

爭議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和常設仲裁法院

看齊，因此，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

港，將大大提升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

都」的國際形象，提升香港的國際地

位，同時吸引爭議各方、調解員、律師

及其他專業人士來港進行調解，從而為

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注入強勁動能。

參與《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磋商的

各方已經協定，國際調解院總部須於

2025年年內就緒，以便國際調解院能在

磋商結束後立即開始運作。為配合此時

間表，特區政府已就改建舊灣仔警署進

行了文物影響評估，目前已獲古物諮詢

委員會支持，改建計劃亦獲灣仔區議會

支持，政府希望在本年第一季內獲立法

會批准撥款，爭取2025年年中完成基本

工程、準時在2025年年底前將建好的總

部建築交付國際調解院。因此，特區政

府、立法會要不負信任、高度重視、齊

心協力做好有關撥款審議和公眾解說工

作，並與社會各界一起，大力支持、合

力做好國際調解院總部建設工程。

珍惜信任建好國際調解院總部
港股在龍年首個交易日紅盤高收，全日上升

0.84%。對於近日有投資銀行前高層撰文稱香港

市場「已經玩完」的謬論，多位財金官員都予以

反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牢固，市場

流通量高、法治基石牢固，加上香港具有「一國

兩制」的獨特優勢，在與內地市場的「互聯互

通」上不斷取得突破，發展前景廣闊，國際投資

界的主流亦是看好。事實證明，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不是靠別人賦予的，也不是某些人可以

隨意否定或罵倒的，香港人最重要的是團結一

致，思考如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用亮麗的成績

來反駁唱衰香港的人。

昨日是港股龍年首個交易日，恒生指數低開高

收，收漲0.84%，恒生科技指數更漲2.26%。對於

近日有投行前高層撰文指香港市場「已經玩

完」，港交所主席史美倫反駁說，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例如法治精神、透明度都沒有

變，投資者對香港有信心。

所謂香港金融中心「玩完論」，與早前的金融

中心「遺址論」一樣，都是只着眼於個別指數和

股份的一時升跌，而沒有客觀理性看到香港金融

市場的深厚底蘊和在結構上的與時俱進發展，是

一葉障目和以偏概全的歪曲與抹黑謬論。

事實勝於雄辯，去年是港交所上市23年，回顧

過去23載，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數目由約800家

增長到去年的近2,600家，港股市值增長7倍至約

35萬億港元。除了上市企業，香港的交易產品日

益豐富，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去年日均

成交額較前年上升了兩成，創下歷史新高；證券

化衍生產品的總成交金額排名更為全球第一。這

些成績都是香港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和深化的有力

見證。

香港有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在國家的支持下，不斷鞏固作為國際投資者

通往內地門戶、以及內地投資者進軍海外窗口的

雙重角色。近年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取得了很多新突破，包括「跨境理財通」、

債券通、互換通等相繼推出，大大提高了國際投

資者對內地金融市場的認受度和參與度，亦提升

了人民幣資產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效助力內地

股票、債券納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指數。

另一方面，去年全球最大、亞洲首隻沙特ETF在

香港掛牌，下一步將積極爭取香港股票ETF在沙特

市場掛牌，從而加速推動香港與中東市場之間多層

次、多方向的產品互通和資金互動，令香港與海外

市場的聯繫更趨多元化。在綠色金融領域，香港一

直搶先把握機遇，引導國際資金投資內地的綠色金

融資產，支持內地實體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

無可否認，港股市場去年受內外多種因素疊加

影響，錄得一定跌幅，但這是作為自由開放市場

所必然承受的波動，是受複雜多變的世界局勢的

深度影響。但香港在金融服務、法治等方面的優

勢沒有任何改變，一定能夠不斷在危機中找到新

的機遇。過去二三十年來，不斷有人預測香港

「玩完」，但這些悲觀預言全部落空了，反證香

港市場的極大韌性和久經歷練的能力。

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新春開市儀式致

辭所指，香港當前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多想辦

法、多創新、多探索。香港擁有完善的結算及交

易市場設施，又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隨着國家的穩步發展，香港金融市場面對的機遇

肯定大於挑戰。只要堅持自身特色埋頭苦幹，持

續為資本市場可持續發展增添新動力，香港的未

來一定會令唱衰者無地自容。

唱衰香港毫無道理 團結苦幹前景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