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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至10日，中
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
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和鹽田港進行了調研，不僅反映中
央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重視，更
體現國家對於發展工作只爭朝夕，真抓
實幹的務實作風。香港更須結合自身實
際情況，利用好各大創新合作區的發展
契機，加快融入國家發展，為自身發展
尋找新機遇，為大灣區發展作新貢獻。

夏寶龍主任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調研時，詳細了解河套「一區兩園」
的合作情況。他還特別關注科研人員的
跨境通行便利安排情況。這不僅反映出
中央對深港優勢互補，發展創新科技產
業具高度期望，亦體現出中央對影響園
區成效關鍵的準確把握。確保人員、資
金、技術的便利往來，是兩地合作產生
合力的先決條件。隨着兩地園區逐步展
開營運，兩地政府更須用更加前瞻性的
思維，為兩地創科合作發展鋪平道路，
提供有力支撐。

發揮固有優勢開展深入合作
是次調研中，夏主任到訪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9日下午，夏主任在前
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了多位特區政
府官員介紹特區政府2025年經濟發展方
向和工作重點。上述視察和座談工作，
說明了中央對香港發揮獨特優勢，更好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開創「一國兩制」
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的殷切期盼。

從夏主任的調研工作安排可以看出，
中央期盼香港不僅充分發揮自身在「八
大中心」、專業服務等方面的固有優
勢，並進一步將其輻射至大灣區內地範
圍，與深圳等地加強合作；也希望香港
在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時，可與大灣區其
他城市協同發展，優勢互補，共同構建
相關產業鏈。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
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無疑也遭受影響。
貿易、金融、地產等多個支柱性產業，

都面臨調整原有運營模式的壓力。要進
一步提升鞏固金融、貿易、航運三大國
際中心地位，香港無疑需要推動相關產
業的升級轉型。特區政府亦正圍繞「三
個中心」的鞏固提升開展多項工作，例
如發表《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
領》；提出構建金融科技創新生態圈；
開拓與東盟和中東經貿關係等。上述工
作真正要落到實處，形成有規模的新興
產業，無疑需要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展開
更加深入的合作。

以發展綠色船用燃料加注為例，香港
自身可以推動相關綠色燃料的技術應
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法律法規完善。
但綠色燃料的供應生產、相關技術的研
發、產業人才的培養，都需要與大灣區
展開廣泛合作，共同構建綠色燃料的產
業鏈。同理，貿易與金融的創新發展，
香港更多是作為服務提供者，為大灣區
企業和用戶提供服務，為其匹配和對接
海外機遇，這需要香港發揮內聯外通作
用，積極聯繫各持份者促成合作，從中
煥發生產力，如果香港只是單打獨鬥，
是肯定行不通的。

通盤推產業發展避免資源浪費
故此，香港發展新興產業時，不僅要

加強部門間的合作協同，從更加全面的
視角，通盤推動相關產業發展；亦要深
入考量相關發展在大灣區範圍內的定位
角色，與大灣區各城市的相關發展形成
聯動關係，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避免資源重複及浪費。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粵港澳三地
正積極謀劃，解決影響大灣區一體化
發展的制度對接、規則銜接等議題。
這無疑為香港實現下一階段的高質量
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正如夏主任在
座談會上所言，「希望特區政府深入
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
和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繼續勇於改
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並期望粵港澳
大灣區更多互惠合作、聯動發展。」香港
需要以更加快的步伐，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一起打造世界一流
灣區，創造新的經濟動力。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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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意研究所」（以下簡稱「香港民研」）在社交平台發文，宣布即日起無限期擱置所有
自費研究活動，並將轉型甚至結業。作為一個長期操控民調、支持反中亂港勢力的機構，「香港
民研」的結業不令人意外，而是其長期以政治凌駕專業，披着專業外衣幹着反中亂港勾當的必然
下場。「香港民研」在違法「佔中」、修例風波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多次被揭發收取黑金、炮
製虛假民意、欺騙公眾，甚至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仍然頂風作案，組織「35+」串謀顛覆案，公
然漠視法治，危害國家安全，「香港民研」走上末路咎由自取。但「香港民研」收檔，不能撇清

其可能要承擔的法律責任，有關部門必須依法徹查追究，勿讓其逃避罪責。

高志明 時事評論員

「香港民研」的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成立於1991年6月。自成立以來，該機構便以操控民
調、支持反中亂港勢力而臭名昭著。由於所謂民調長期
受鍾庭耀操控，民調被形容為「鍾氏民調」，其以往常
做的民調就是給特首打分以及搞所謂港人身份認同調
查，藉以抹黑特首、詆毀特區政府，擾亂市民的身份認
同，挑撥兩地關係。這些行為不僅嚴重違背了民調的學
術倫理，更對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造成嚴重破壞。

打着學術幌子 政治凌駕專業
「香港民研」在進行民調時，經常預設政治立場，借

假民調之名搞政治把戲。其民調結果往往被用來支持反
中亂港勢力的政治主張，而非客觀反映民意。這種將政
治凌駕於專業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民調的公信力和科學
性，更對市民造成極大的誤導。

在2014年的非法「佔中」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期間，
「香港民研」不僅為這些違法活動提供所謂的「民意支
持」，還通過操控民調結果來煽動市民情緒，加劇社會矛
盾。例如，在非法「佔中」期間，「香港民研」曾與「佔
中」主事者合謀舉辦所謂爭取「真普選」的遊行，並發起
所謂「民間全民投票」，企圖將非法「佔中」合理化，以
所謂民意凌駕法治。在修例風波中，「香港民研」通過操
控民調結果，煽動仇警情緒，為黑暴勢力「繼續示威抗
議」搖旗吶喊，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

國安法通過後仍頂風作案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民研」不收手，反而頂風作

案。2020年，攬炒派發起違法「初選」活動，企圖搶奪香
港管治權、顛覆特區政府，也就是後來的「35+」串謀顛

覆案，由「香港民研」一手包辦，負責設計投票系統，並
提供黃竹坑總部辦公室作為點票及傳媒聯絡基地，「香港
民研」不折不扣是此案最重要的組織者和策劃者之一。

此外，「香港民研」還在完善選制後的立法會選舉
前，展開多項針對新選制的所謂調查，並通過偏頗數據
操弄民意結果，企圖削弱新選制的認受性。這些行為明
顯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規定。2022年4月，「香港民研」
的副總裁鍾劍華明知干犯法律，已離港竄逃英國，正被
警方國安處通緝。而「初選」的大部分搞手已在「35+」
串謀顛覆案中獲刑，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香港民
研」、鍾庭耀和鍾劍華與此案有千絲萬縷關係，較早
前，警方國安處根據法庭手令，帶走鍾庭耀助查。

可如今，「香港民研」卻發聲明稱，「香港民研一直
奉公守法，惟鑑於現時環境，研究所雖然希望繼續推動
科學民研的發展，但覺舉步維艱，唯有停步」，這種自
說自話、欲蓋彌彰的解釋，實在此地無銀三百両。

追究到底徹查真相
實際上，「香港民研」過去曾多次被揭發出收了不少

「黑金」，包括收受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80萬港
元，做有關非法「佔中」的「民意調查」，以及收受「禍
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100萬港元撰寫所謂「反送中
事件—民間民情報告」，用作散播「抗爭」意識及反政府
情緒。可見「香港民研」實際只是一個收取酬金為外國
反華勢力辦事的捏造民意工具。儘管「香港民研」已經
宣布結業，但其做過的事不能當沒有做過。執法部門必
須追究到底，對「香港民研」及其相關人員的違法行為
查個清清楚楚，追查清楚「黑金」的來龍去脈，讓公眾
了解真相，彰顯法律公義，不容有人逍遙法外。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到橫琴、前
海、河套等大灣區合作平台調研，反映中
央高度重視關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大
灣區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拔得頭籌、搶佔制
高點寄予厚望。大灣區擁有國際一流的大

科學裝置群和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廣東省正全力建設中
試基地及中試驗證平台，並力推跨境電商及產業「走出
去」；香港亦已準備好資金並推出多項支援計劃，支持創
科產業及前沿科技研究。灣區協同發展、一體化發展可謂
萬事俱備，香港要勇於創新破局，在科研研發、產業轉化
及「併船出海」上，用好用足兩制優勢，全面推進灣區一
體化發展進入快車道。

新春伊始，中國人工智能DeepSeek橫空出世、震撼世
界，緊接着歐洲宣布投資千億歐元發展人工智能，美國亦
成立總統科技委員會全面規劃領導科技發展。國際科技界
認為，2025年將是全球科技變革全面提速的一年，各國科
技競爭將空前激烈。

善用大科學裝置發展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創新是當今產業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人工

智能DeepSeek的突破，正是高度重視基礎研究的結果。廣
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在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上指出，要建好
用好國家實驗室、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深入實施「廣東強
芯」、核心軟件攻關等重大專項，採取「大兵團」戰役式作
戰模式，讓「超級平台」產出「超級成果」。「超級平台」
就包括大科學裝置等重大科技基建。

目前香港數碼港建有「人工智慧超算中心及人工智慧實
驗室」，廣東省建有和在建的國家大科學裝置數量達10
個，是支撐大灣區乃至我國攀登全球科學研究高峰的「大
國重器」。這些大科學裝置，正帶來世界科技研究的範式
轉型，即更強調依託大科學裝置、實施「大兵團作戰」方
式，調動更多科學家及實驗室聯合攻關。香港擁有世界級

的基礎科研能力，正好與廣東省的大科學裝置對接，讓香
港的科研人員可善用大科學裝置、加快科研突破。

目前香港將啟動30億元的前沿科技研究支撐計劃，該計
劃瞄準7個科技前沿領域，每項申請可獲批1億至3億元資
助。特區政府可用好該計劃，在國際上吸納頂尖科學家來
港，並與國家實驗室對接，讓香港在基礎科研上保持領先。

對接中試平台做好成果轉化
香港研發與「灣區智造」對接、科技與金融互促共進，

同樣是灣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課題，亦是灣區制度創新的
關鍵領域。

廣東省近日公布措施，提出圍繞集成電路、低空經濟、
智慧機械人等重點產業，推動製造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
等聯合建設一批概念驗證和中試驗證平台，將在今年建成
30家至50家省中試驗證平台。中試是產品大規模量產前的
中間試驗，是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的重要環節，經過中試
驗證的科技成果產業化成功率可達80%。

國家政策鼓勵河套深港創新合作區發展成為灣區重要的
中試基地，而新措施亦特別留位給香港參與，支持河套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極點，推動粵港檢
測驗證合作。這為香港用好廣東中試平台、加快科研成果
轉化，提供了極好的機遇。

併船出海擴大跨境電商市場
目前廣東省正力促製造業的服務型升級、深度融入國家

生產網絡、創新網絡，並將在2027年前建設20個產業集
群+跨境電商試點，拓展國際市場。香港可用好國際貿易
中心、航運中心、金融中心等優勢，與廣東推進一體化合
作，做大跨境電商業務，並利用自身出色的專業服務，建
立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引進內地企業到香港落戶並建立
管理離岸貿易和供應鏈的國際或區域總部，助力內地資本
及產業「走出去」，共同拓展中東、東盟及「一帶一路」
沿線等多元市場。

用足用好「兩制」之利 協同發展灣區創科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拓寬合作領域
完善灣區產業鏈

解決劣質「劏房」問題已達成強烈的社會共
識。由2022年施政報告規劃建立三萬套「簡
約公屋」，到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工作
組處理劣質「劏房」，再到2024年施政報告
提出立法取締不合規或無登記的「劏房」，並
確立住屋最低標準的「簡樸房」；特區政府和

立法會在解決「劏房」問題上有節奏、有步驟。現時「簡樸
房」立法階段將至，特區政府須建立完備的法律框架、執法
架構、行政支援和宣傳動員，高效落實相關措施，以振民
心、解民憂。

「簡樸房」的法律框架，是設定標準、限時登記、賦時適
應和專業認證。住屋標準本屬剛性，但可以區分為幾個層
面。如事涉居所安全的，必須不能含糊；但如屬生活質素，
例如光線、空間的，則應給予充分時間給業主整改，並可設
置一個處理標準更新的工作小組，加強社會參與。法例生效
後的登記期和適應期，應長達48個月，並讓有資格登記成為
「簡樸房」的出租業主押後認證資格，由刊憲當天至三讀通
過當日前，使社會各界有充足時間預備。

「簡樸房」法例的執行，包含執法部門、執法方式和執法

優次。特區政府應明確執法隊伍，並採取「先勸喻、後執
法」的方式，優先對家有兒童或長者的「劏房」戶或「簡樸
房」戶進行執管，並配以「簡約公屋」或過渡性房屋作執法
的後援，不致讓受執法影響的家庭無居所可住。

整個解決「劏房」問題的政策包括執法和安置，涉及數以
萬計基層居民的生活。特區政府除了要加快興建公屋及「簡
約公屋」，籌組「劏房社區服務隊」，挨家逐戶講解法例和
保障，還要對相關家庭提供個案支援，符合「主動扶貧」和
「精準扶貧」的工作原則，切實透過「簡樸房」政策和「簡
約公屋」的「組合拳」，使基層居民生活質素有所改善。

「簡樸房」法例內容要「入屋」，確保業主和租客認識法
例和權責。特區政府須用好法案在立會密集式審議的黃金機
會，做大做深宣傳。業主申請「簡樸房」認證的資格應延後
至三讀通過當日，好讓潛在合規的業主不會錯失機會。特區
政府也要動員全社會和教育、福利、民政、房屋等政府部
門，組織政策宣講隊和家訪隊，築成全面的宣傳教育網。

告別「劏房」，知易行不易，政府要有決心、有配套，用
兼聽而果敢的態度，聯結社會和議會，令好政策有序落地，
讓市民實實在在地感到香港正邁向由治及興。

鄧家彪 立法會議員

建立完善「簡樸房」執行框架

近年來，看「賀歲片」已經成為內地
民眾的春節習俗。隨着內地消費市場的
成熟，再加上「國潮文化」的形成，國
產賀歲片更是屢創佳績；截至目前，六
部大年初一上映的賀歲片的總票房，合
共是151億元。

春節是中國人的大節，喜慶、歡樂是
主流基調，所以賀歲片多數是輕喜劇，
並且是適合一家大小的大眾口味。綜觀
今年的賀歲片，大致也是這些模式，而
且票房首四位的賀歲片都是「續集」或
者「系列電影」。例如，《哪吒1》總
票房超50億元；《熊出沒》系列電影總
票房超80億元。因此，今年賀歲片市場
的旺盛，很大原因是挾前集成功之勢，
用良好口碑吸引民眾入場。並且，中國
農村的「城市化」也是賀歲片旺盛的重
要原因。一方面，民眾消費能力比以往
強大了；另一方面，電影院數量的增加
也便利了民眾觀看。

守正創新挖掘傳統文化新魅力
從題材角度去分析，可以發現票房第

一的《哪吒2》和票房第四的《封神2》
其實都是以《封神演義》故事作為原型
的電影。

《封神演義》成書於明代中葉，是一
部長篇章回小說。它全書一百回，依託
周武王伐紂作為綱領，寫眾仙渡劫的故
事，是一部結合歷史與神魔題材的小
說。歷史小說在過去千年以來，都深深
觸動着我國廣大的民眾，像《三國演
義》、《隋唐演義》便是其中佼佼者。
可是，歷史小說畢竟不能過於脫離史
實，所以創作空間相對神魔小說而言小
了一點。因此，融二者於一身的《封神
演義》可謂恰當地選中了命題，既有歷
史依託，也可以有足夠空間去寫神魔故
事。

此外，根據2023年8月30日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
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
的意見》，我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
達到95.5%」，「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
率91.6%」，我國基礎教育普及水平總

體達到世界中上行列。因此，相信沒有
聽到「武王伐紂」這段歷史的人寥寥可
數。再者，在近年的影視作品、手機遊
戲（例如《王者榮耀》）的推動下，
《封神演義》的故事與人物都深入民
心。因此，在這個良好基礎上創作的
《哪吒》系列電影焉能不大賣。

文化自信是國潮熱的底氣
《哪吒》系列電影通過獨特的藝術風

格和技術創新，實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再
創造。嶄新的科技與厚重的傳統文化的
完美結合，既是「時勢造英雄」，乘國
潮熱而起；也是「英雄造時勢」，電影
推動國潮熱。這股國潮熱不光是一道文
化熱浪，更是國人文化自信的最佳寫
照。根據《環球時報》在兩年前的一份
民調顯示，「超九成年輕人『平視』或
『俯視』西方」，而且不少人認為，中
國在社會治安、歷史文化及人權狀況方
面優於西方國家。這是國人民族自信的
來源，也是國潮熱的底氣。

固然，「打鐵還需自身硬」，但是
「滕王閣」也需要「時來風」相送。電
影《哪吒》、《封神》，乃至電玩遊戲
《黑神話：悟空》都是這股「時來風」
的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作為綜合國力
亞軍的中國，正是構建一個新的時代。
全球的價值觀不再是單一的西方為主
流，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價值觀也開始
擁有越來越多的市場。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
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
港有責任為弘揚中國文化作出貢獻。特
區政府去年年底發布的《文藝創意產業
發展藍圖》明確表示支持電影發展，鼓
勵電影業界發揮香港創意，製作弘揚中
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電影。其實，今年賀
歲片中，排第六位的正是由香港導演徐
克自編自導、改編自金庸武俠小說的
《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它的票房
也已經達至6.34億元。港產片擅長依託
國際化的視野，用獨特的敘事手法描繪
細膩入微的情感，應當再接再厲，發揮
更重要的作用。

葉德平 香港教育大學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

「哪吒」票房火爆
彰顯中國文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