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航天科技飛速發展，讓曾任職NASA
多年的蘇慧也大感鼓舞，更讓她有機會將研
究項目帶上太空。她憶述，在2023年11月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訪港期間，蘇慧與
代表團交流時萌生合作構想，當時項目提出
後迅速獲得航天部門、港科大校方及特區政
府支持，為加強支持香港科研團隊參與國家
航天任務，創新科技署更專項撥款資助本地
大學進行與航天科技相關的研發。

技術三方合作 政府支持
蘇慧指：「當晚即與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
公室技術團隊啟動設計籌劃，並聯合中國科
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中國
科學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心進行三方合
作。」後續迅速完成科學論證與工程設計，
並通過了載人航天辦組織的專家評審會，獲
20餘位專家投票通過立項，有望成為香港
特區首項跟隨天舟貨運飛船登上中國「天
宮」太空站，展開研究與應用的載荷。
在今年1月，蘇慧及團隊正式與中國載人航
天工程空間應用系統的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
工程與技術中心，簽署合作框架協議，規劃
五大合作領域，包括成立聯合實驗室、推動
科研協作、共享科研設施及系統、促進人才
培育及國際合作等。團隊更在同月獲委託研
製全球首款輕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
（CO2）和甲烷（CH4）點源協同探測儀載荷。
探測儀將重點監測發電廠、堆填區、油
田、煤礦及天然氣廠等重點碳排放設施，涵
蓋範圍包括香港在內的低至中緯地區。儀器
不僅能記錄相關溫室氣體的排放濃度數據，

還能同時監測潛在的煤氣洩漏，從而減少資
源浪費。為監測重點碳排放源、支持國家
「碳達峰、碳中和」戰略提供關鍵技術支
撐，體現香港對國家航天事業的主動貢獻。
港科大團隊計劃透過合作方式，將數據分
享予不同科研機構，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以至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助力國際社
會共同應對和緩解全球氣候變化。

●蘇慧（中）團隊研究成果有望上太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高解析度全球溫室氣體偵測」項目由
蘇慧（中），及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張利民
（左）共同領導。 科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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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匯聚約20億元政府、大學
及社會資源，預計可招攬約100名國際頂級科

創人才，蘇慧是其中之一。她坦言，計劃提供充足資
金鏈與人脈支援是選擇來港的關鍵因素，「在政府、
香港賽馬會與大學三方支持下，我得以成立賽馬會
『對流與降水』創科實驗室，專注極端降雨研究。香
港各界愛國愛港人士更慷慨捐助，令我們迅速獲得民
間資金支持，為科研提供堅實後盾。」

港學術體系完善 背靠國家發展機遇
選擇香港作為科研事業新起點，蘇慧坦言經過多方
考量，包括家庭因素，「在美國生活廿多年後，香
港的國際化環境讓我容易適應，同時能更靠近家
人。」她指出，香港的自由寬鬆學術氛圍、健全的
學術評價體系，以及國家政策對創科領域的戰略支

持，形成獨特優勢：「這裏的科研環境既與西方接
軌，又背靠國家發展機遇，為學者提供實現創新的
理想土壤。」
身為美國地球物理學會旗艦期刊《地球物理研究

通訊》資深編輯，蘇慧觀察到每年近 5,000 篇投稿
中，有超過40%是來自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學者，「這
種數量和質量的同步提升，感受到國家科研水平的日
新月異及飛速發展，加上投入了很多的研究基金，也
吸引大批具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回流，形成良性循
環。」
蘇慧舉例說，近年內地與香港在各項世界大學排名

中，多個學科表現卓越，有超越英美院校的現象，而
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強的大學，充分體現了國家和香
港在前沿研究的領先地位，「從基礎科學的數理化，
到生物科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及量子計算等領

域，國家和香港已建立起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研體
系，部分研究方向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國際化利頂尖交流 政府有為添信心
蘇慧特別強調香港的獨特優勢：「作為亞洲核心樞
紐，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是它最得天獨厚的優勢。讓
香港既是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門戶，更擁有高度國
際化的科研環境，吸引海外頂尖學者交流合作，充分
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她以自身加入港科大的
經歷為例，指出雖面臨實驗室空間限制，但校方仍積
極協調專屬實驗室，配備先進研究設備，並積極協調
取用內地研究數據等；而港科大首席副校長郭毅可領
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HKGAI），在創科局
支持下獲取前沿運算資源開展大規模AI研究，讓她感
受到香港社會打造頂尖科研環境的決心。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

香港以自身高等教育優勢吸

納全球高端科創人才，更是

實現「科教興國」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近年把握創科發

展的黃金時期，推出「傑出創科學人（Global STEM

Professorship）」計劃，資助大學以更具競爭力的條件吸

引國際知名「明星科學家」及其團隊來港，以進一步壯大

香港的創科人才庫。旅美20多年、曾任美國太空總署

（NASA）噴射推進實驗室首席科學家的蘇慧，兩年多前

透過計劃來港，於香港科技大學任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

授，並獲授予「傑出創科學人」名銜。她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分享指，香港獨特的科研優勢與發展潛力，是吸引其

選擇來港的關鍵因素。而背靠祖國的機遇，更讓她負責的

探測儀即將成為首項香港載荷登上中國「天宮」太空站，

助力應對氣候變化。（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除了蘇慧本人外，其在港科大的團隊成員，也體現香港
的「人才磁石」效應：博士生朱奎霖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隨其來港；助理教授吳夢希、研究員榮平平均有海
外頂尖院校背景；博士後研究員萬某峰則從內地加入團
隊，形成多元化的科研陣容。蘇慧認為，這說明特區政府
各項人才政策初見成效，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優勢，正
吸引海內外頂尖人才匯聚，為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注入
核心動力。
朱奎霖分享時強調，除導師影響外，香港超一流的學術
水平、全球排名前列的學科優勢，以及能接觸海內外前沿
科研資料的環境，是其選擇來港的關鍵。
他透露，以其所知，愈來愈多在海外的昔日同窗，均對

來港發展抱積極態度，尤其看中香港配合國家戰略、面向
國際市場的獨特定位，「許多海外華人學者希望將研究成
果與國家發展結合，香港正是最佳橋樑。」

對接國際科研 鏈接內地產業
萬某峰則指，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樞紐，提供自由寬

鬆的學術環境與多元化文化氛圍，吸引海內外人才無縫銜
接，與此同時，頂尖資源包括尖端科研設備和一手數據資
料的支持，以及優厚薪酬、住房補貼及醫療福利等都是吸
引他來港發展的理由。在內地進行研究時，萬某峰便致力
於將科研成果轉化為企業應用，來港加入科大團隊後，又
將經驗帶到產學研協作模式，「香港既能對接國際科研標
準，又能高效鏈接內地產業需求，這種雙向優勢在氣象、
能源等領域尤為突出。」

配合國家面向國際
港擁最佳「人才磁石」

「傑出創科學人計劃」獲教資
會資助大學吸引頂尖科研人才和
其團隊來港任職。特區政府創新
科技及工業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指，截至今年2月底，已有66
名「傑出創科學人」來港上任，
分別加入6所大學，其餘獲選學
者也將陸續來港；另相關科學家
獲資助聘請的團隊成員，更有接
近220名。
已來港的「傑出創科學人」頂

尖學者之中，以香港大學和香港
理工大學最多，兩校各有 15
人。以大類學科領域計，最多人
屬電腦科學及工程學，共有30
人，而醫療及生命科學、自然科
學及其他分別有19人和17人。

可獲資助聘4人協助研究
創科局又表示，各獲選學者可

獲得「研究人才庫」資助，聘請
最多4名研究員協助其進行研發
工作，為期最多3年，截至今年
2月底，計劃下有近220名研究
員獲批資助。此外，賽馬會撥出
5億元推出「賽馬會創科實驗室
計劃」，讓各來港的「傑出創科
學人」申請資助在港成立實驗
室，結合人才、硬件及資源，全
面促進前沿研發。

「傑出創科學人」
66人抵港上任

各大學各大學「「傑出創科學人傑出創科學人」」分布分布

大學

港大
理大
城大
中大
科大
浸大

電腦科學
及工程學

8人
6人
6人
6人
4人
-

醫療及
生命科學

4人
5人
3人
3人
2人
2人

自然科學及
其他

3人
4人
4人
3人
2人
1人

總數

15人
15人
13人
12人
8人
3人

●蘇慧（右六）帶領的賽馬會「對流與降水」創科實驗室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蘇慧團隊研究大氣機制的蘇慧團隊研究大氣機制的
「「微變化微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攝

●●科大牽頭研製的探測科大牽頭研製的探測
儀載荷儀載荷，，有望成為香港有望成為香港
特區首項跟隨天舟貨運特區首項跟隨天舟貨運
飛船登上中國飛船登上中國「「天宮天宮」」
太空站太空站，，展開研究與應展開研究與應
用的載荷用的載荷。。 科大圖片科大圖片

構建精準系統 預警極端降雨
在氣候變化下，全球極端天氣更頻繁出現，極端

降雨更引發了城市水浸、山洪及泥石流等災害，為
內地和香港多個區域帶來嚴重損失。主力研究遙感
與地理氣候監測的蘇慧，來港後專注帶領團隊，通
過整合衛星數據、地面觀測與氣象模型模擬，構建
高精度極端降雨預測系統，為災害監測與預警提供
科技支撐。
團隊結合港科大早前發射「香港科大─雄彬一

號」高分辨光學衛星影像 ，通過雲層結構、水氣
分布、風速及氣溶膠濃度等氣象要素，建立多維度
分析模型。蘇慧舉例說：「2023年9月『500年一
遇』暴雨事件，如透過衛星影像可更精準標定泥石

流與內澇範圍，再與數值模型預測結果交叉比對，
持續優化預報系統。」

捕捉大氣微變化 不依賴歐美數據
港科大博士後研究員萬某峰表示，隨着團隊運作

成熟，研究數據在時間和空間分辨率上實現質的飛
躍：「早期數據分辨率低且無法實時更新，現已提升
至每5分鐘採集一次，能捕捉大氣機制的細微變化。」
通過長期採集建立自主數據庫，團隊擺脫了過往

依賴歐美數據的限制，為分析極端天氣機理提供獨
特優勢。此舉不僅強化本地科研能力，更為全球氣
象研究貢獻「香港方案」。

香港土地稀缺，為團隊的研究過程帶來不少挑
戰。蘇慧坦言：「我們在科大其實最大的困難還就
是地方比較小，比如說我要安裝一個雷達，空間當
然是愈大愈好。我們探測雲粒子需開闊場地且體積
龐大的設備，團隊歷時半年最終在香港天文台支持
下，於機場附近空地完成部署並實現數據共享。」
目前，該實驗室僅能運行一台核心設備，另有五
六台儀器待空間擴充後啟用。她透露，校方正積極
尋求校外用地解決空間瓶頸，以加速研究進程。
蘇慧強調，極端降雨研究不僅涉及氣象科學突
破，更須轉化為社會防災能力。團隊期望透過準確
地預測降雨，提升天氣預報精準度，再運用在災害
監測、防治和預警上，以幫助社會更好地應對極端
天氣帶來的影響，為香港及周邊地區的社會經濟的
可持續發展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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