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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貼近產業的研發環境，讓這裏日益成

為科學家青睞的試驗場和孵化器，以中國科學院為代表的國家級科研機構將大量前沿科研項目

及科技成果帶到大灣區。17日，2024大灣區科學論壇在廣州南沙舉行。中國科學院在空天信

息、高端裝備與智能製造等六大領域遴選了240餘項科技成果參會，尋求在大灣區落地的機

會，其中12個項目已率先簽約對接。中國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侯建國表示，中國科學院將繼

續強化在大灣區進行科研布局並與各方緊密合作，搭建聯合研發平台，共享優質科研資源，瞄

準世界科技前沿和大灣區產業鏈的重大科技需求，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產出更多創新成

果。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採訪發現，不少項目處於實驗室研發階段，研發人員看好灣區產業

應用前景，能為科研項目帶來大量數據和調試機會，期盼與大灣區企業對接、孵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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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廣東省省長王偉中17日在2024大灣區
科學論壇開幕式上表示，廣東全省科研經費跨境撥付至港澳已經超過4.6億元人民
幣，廣東散裂中子源支持港澳科研機構完成超100項課題研究，廣州國家超算中心
專線連接港澳提供算力服務，大灣區科技開發合作的活力持續迸發。
王偉中介紹，廣東約有超過135萬名研發人員，7.6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未

來將推動產業科技相互促進和壯大，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攜手港澳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取得更大成效。

李家超：共推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本屆論壇首次由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共同主
辦。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開幕式上發表視頻致辭稱，今年論壇首次由粵港
澳三地政府共同主辦，希望藉此機會進一步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交流與合作，共
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根據最新的全球創新指數，「深圳—香港—廣州」科
技集群連續五年位居全球第二位。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創科領域具有領先地位，發展潛
力雄厚。李家超指，早前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改革措施。政府將推進新型
工業化和創科產業發展、推動研發及數字轉型、增加創科土地、推動河套港深創科園發
展等。為做好「政、產、學、研、投」的高效合作，亦將革新政府投資創科產業的思
路，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戰略性新興和未來產業。

賀一誠：冀加強澳門與全球科學界交流合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在視頻致辭中表示，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核
心引擎的四個中心城市之一，具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一直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和
科學教育的發展，積極參與「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吸引
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落戶澳門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今年恰逢澳門回歸祖國25
周年，本屆大灣區科學論壇特設澳門論壇等活動。希望通過進一步加強澳門與全
球科學界的交流合作，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和創新資源，推動高水平科研項目和
新興產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亞太經合
組織第三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日前在秘魯利馬
舉行。11月16日，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秘魯利
馬會見加拿大國貿部長伍鳳儀，雙方就中加經貿關
係及各自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務實和坦誠的溝通。
王文濤特別提到，加方對中國電動車、鋼鋁等產品
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等，給中加經貿關係帶來嚴峻
挑戰，並呼籲為中加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

加方有關歧視措施對兩國經貿關係帶來嚴峻挑戰
王文濤表示，中國連續多年穩居加第二大貿易夥

伴，經貿合作始終是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引擎。雙
方應共同努力，管控並推動解決雙邊經貿關係中存
在的分歧，這符合兩國及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王文濤指出，加方對中國電動車、鋼鋁等產品
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持續加嚴針對中國企業的
外資審查，給中加經貿關係帶來嚴峻挑戰。加方應

採取實際行動，合理界定國家安全邊界，為中加經
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中方歡迎加方重申支持多邊
貿易體制，堅定維護自由貿易原則和世貿組織規
則。希望加方與各方一道，共同反對單邊主義、保
護主義。
伍鳳儀表示，加方重視發展對華經貿關係，願同

中方在各層級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以建設性的方
式推動解決雙方各自關切。加方支持中國擔任2026
年APEC東道主，願與中方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動
2026年APEC取得成功。
今年8月26日，加拿大總理宣布政策細則，宣布

自2024年10月1日對來自中國的電動汽車徵收100%
的關稅，加徵關稅車型除了純電動車外，還包括插
電混合動力乘用車、油電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
車，且涵蓋乘用車、卡車、巴士和貨車等多種類
型。此外，加拿大還宣布了於10月22日對自華進口
鋼鋁製品正式加徵25%附加稅的最終產品清單。

商務部部長會見加拿大國貿部長
中方：加方應為兩國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

科學家詳解月壤磚：
抗壓強度超普通磚三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月壤磚在太空完
整暴露時間為三年，每隔一年我們會下行一塊樣品
板，開展力學性能、熱學性能、抗輻射性能研究，
為將來到月球上蓋房子積累科研數據。」中國工程
院院士、國家數字建造技術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丁
烈雲17日在武漢表示。 北京時間11月16日，丁烈
雲團隊研製的月壤磚已搭乘天舟八號貨運飛船運抵
中國空間站，正式開展太空實驗。
第二屆地外建造學術研討會17日在武漢召開，丁

烈雲介紹了月壤磚等月球基地原位建造的最新進展
及技術挑戰。丁烈雲介紹，送入空間站的月壤磚由
團隊根據嫦娥五號月壤樣品成分，模擬配成後再燒
結而成，共3塊樣品板，內含74塊小樣，包括片
狀、柱狀兩種形態和5種不同模擬月壤成分、3種
不同燒結工藝的月壤磚。
「要在月球上蓋房子，需要克服大溫變、低重力、

高真空、強輻射月震、微隕石衝擊等挑戰。」丁烈雲

說，其團隊研製的月壤磚，密度與普通磚塊相當，但
抗壓強度卻是普通紅磚、混凝土磚的三倍以上。

第一塊月壤磚預計2025年底返地球
丁烈雲介紹，太空實驗將主要圍繞月壤磚力學性
能是否退化、保溫及隔熱性能、能否經受住輻射等
開展驗證，為月球基地原位建造的材料選擇、工藝
優化提供科學依據。完成太空實驗後，第一塊月壤
磚預計在2025年年底返回地球。
月球基地原位建造主要指利用月壤、月岩等月球原
位資源進行建築材料的製備和結構的建設。2015年，
丁烈雲從建築3D打印中獲得啟發，開始帶領團隊從
事月球基地原位建造研究。近10年來，其團隊將中
國傳統建築榫卯結構與3D打印建造方式相結合，持
續開展月球屋建造探索，除燒出帶有榫卯結構的月壤
磚外，還設計出穹頂結構的月面建築雛形及可以在月
球上從事真空燒磚、組裝、連接等工作的機器人。

專家：看中灣區政策支持和產業活力
如果低空飛行器能夠像鳥類一樣感知風的流動，會發生
什麼？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寬域飛行科學與工程中心副
研究員楊文超帶來了一項充滿想像力的技術——讓飛行器
「長頭髮」。 「我們的研究可以讓飛行器像生物一樣感知
周圍的流動。」楊文超解釋稱，「鳥類、昆蟲及蝙蝠身上
的絨毛或觸角可以感知氣流，這讓牠們在飛行時能迅速調
整姿態，即使遇到風也很穩定。我們的技術等於給飛行器
『裝上』了柔性的『毛髮』，它們能夠感知氣流的變化，
從而讓飛行器在颱風等惡劣天氣下依然飛行自如。」
「這項技術目前正處於從實驗室向產業轉化的關鍵階
段。大灣區的企業資源豐富，非常適合尋找合作夥伴，將
技術孵化落地。」 楊文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將技術帶
來大灣區尋找對接落地機會，是看中灣區的政策支持和產

業活力。大灣區低空經濟快速發展，為該技術提供了豐富
的應用場景和商業化機會。

研究人員讚灣區研發環境產業需求緊密結合
中國科學院蘇州生物醫學工程技術研究所此次帶來了一

款「智能手」技術，可以給殘障人士佩戴，幫助他們完成
提重物等日常活動。據研究人員介紹，這款「智能手」核
心器件之一電路板是由廣東深圳的科技企業生產製造，該
企業推出的電路板「拼單智造」服務，讓電路板打樣訂單
最快能在12小時內出貨，滿足了「智能手」的研發製造。
大灣區的國產芯片研發如火如荼，中國科學院不少有關

芯片製造技術的項目亦來尋找落地機會。「我們的目標是
研發能夠替代國外先進設備的國產化解決方案。」中國科
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研究人員趙迪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近幾年他們團隊從北京來到大灣區，通過深度學習工

業平台，在PCB（印製電路板）和半導體高端製程領域不
斷攻克技術難題，為國產化裝備的研發鋪平了道路。趙迪
讚賞大灣區貼近產業的研發環境。「在北京的時候，我們
更多是完善技術，等待轉化。在大灣區，我們和企業的交
流頻率高了很多，幾乎每個月都會見面，根據企業的需求
直接調整研發方向。」趙迪認為，這種研發與產業需求緊
密結合的模式，不僅縮短了產品落地的周期，也讓他們的
技術更具有市場競爭力。

將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截至目前，中國科學院與廣東省開展合作的科研院所達

90多家。侯建國表示，中國科學院未來圍繞大灣區產業鏈
上的國家重大科技需求、卡脖子技術難題，持續推進院屬
單位與省內重點高校、科研機構和科技龍頭企業開展關鍵
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

2024大灣區科學論壇在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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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日日，，20242024大灣區科學論壇在廣州大灣區科學論壇在廣州
舉行舉行。。圖為中國科學院科技項目的展示圖為中國科學院科技項目的展示
現場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中國科學院每項技術項目都吸引中國科學院每項技術項目都吸引
不少來自企業和科技界的人士諮詢不少來自企業和科技界的人士諮詢
討論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攝

▲科研人員在展示其新一代電
生理電極與柔性三維力觸覺傳
感技術。該技術通過在皮膚上
「貼」上用水凝膠支撐的彈性
材料，採集生物電進行人機交
互，從而對健康監測、殘疾人
假肢控制、外骨骼穿戴使用帶
來便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中國科學院12項落地大灣
區的重大科技合作項目在會上
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中國科學院帶來高端裝備與智能製造中國科學院帶來高端裝備與智能製造、、新新
一代信息技術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等六大領域的科研項新材料等六大領域的科研項
目參展目參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大灣區科創合作成果豐大灣區科創合作成果豐
廣東科研經費跨境撥付至港澳：超4.6億元人民幣
在粵的港澳高校數量（包括目前正在籌建）：9家
廣東建成面向港澳的科技孵化載體：超130家
廣東正在孵化的港澳企業和團隊：接近1,100個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31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