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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科創論壇明首在港舉行
港增「內聯外通」優勢 助建國際創科中心

海內外800專家學者政經領袖襄盛事

資料來源：博鰲亞洲論壇國

際科技與創新論壇2025年香

港會議官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智能、綠色、包容的未來
與青年領導力

●探討科技創新發展，就
加強全球科技治理、促進
國際合作提出建議和解決
方案

量子時代的到來（前沿講
座）

●探討量子時代如何改變
工作與生活

創新集群：促進創新鏈與
產業鏈「雙鏈融合」

●探討粵港澳大灣區在促
進創新鏈、產業鏈「雙鏈
融合」方面成功經驗、打
造中國產業升級、香港發
揮科技創新優勢等

生命科學的重塑與顛覆

●探討AI技術在加速醫學
研究，提升服務效率品質
和應用場景

星期五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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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全體大會

發揮內聯外通優勢，拓展
環球創科合作

●探討香港如何發揮「內
聯外通」的獨特優勢，促進
「政、產、學、研、投」的高效
協作（特區政府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致辭）

從「互聯網+」到「人工智
能+」

●討論哪些產業和領域將
成為「AI+」最早試水和
受益者，以及傳統產業如
何因應

金融服務科技創新：有「耐
心」的資本

●討論金融機構、產品、
系統如何支持科技創新，
如何拓展創投資本中長期
資金來源

未來出行

●聚焦交通方式與交通基
礎建設的智慧化、綠化轉
型，議題涵蓋軌道交通、
跨海工程、低空經濟等前
沿領域

全球科技治理：向善、公
平、開放、包容

●討論全球科技治理在實
踐中如何排除政治和意識
形態干擾，在氣候變遷、
環保、公共衞生、永續發
展等領域保持合作

科技創新：發力永續發展
加速2030議程

●探討哪些綠色技術最有
潛力成為碳中和的主力軍

論壇星期六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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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是由29個亞太國家共同發起的國際組

織，致力於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積極應對全球挑
戰。其中的國際科創論壇於2019年起舉辦，聚焦全球創
科議題，是高水平的全球創科合作交流平台。今屆論壇
由博鰲亞洲論壇與特區政府聯合主辦，香港會從中充分
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藉是次高
質量的國際科技盛會，為國家以至全球的創科發展注入
新動能。

布局開局破局 港創科穩步快速發展
孫東昨日在網誌中介紹，今次會議以「科技引領未

來，創新驅動轉型」為主題，除了6月7日上午舉行全
體大會外，會議亦設立分論壇，雲集本港及世界各地專
家探討多個熱門創科議題，如綠色化、創新集群、生命
健康及人工智能等（見另稿）。
同時，本次會議特設香港專場，邀請香港科技園公司

董事局主席查毅超、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祖恒、香
港中文大學校長盧煜明、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陳家齊、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器工程學系教授李
澤湘，英矽智能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Alex Zhavoronkov
等專家及政商領袖參與，共同聚焦香港如何發揮「內聯
外通」優勢，拓展環球創科合作。
孫東形容，當下香港的創科發展正從完善布局、良好

開局，到致力破局中穩步快速前進，主辦博鰲科創論壇
正恰逢其時。在完善布局上，特區政府2022年底已公
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並大力支持InnoHK研
發平台，推動國際科研交流合作，同時積極引進重點企

業，致力推動中游成果轉化和下游產業發展，目前引進
具潛力或代表性的創科企業已超過200家，本港的初創
公司亦已超過4,700家。
在良好開局方面，孫東分享道，特區政府過去幾年先後

推出三個百億計劃，分別是2022年「產學研1+」計劃、
2023年「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及2024年「創科產業引導
基金」，致力於推動中游成果轉化，加快下游產業發展，
構建創科產業體系。自這些計劃推出以來，業界積極回
應，本地創科氛圍日漸濃厚，讓香港創科發展揚帆起航。
在致力破局方面，孫東提到去年公布的《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闡明河套香港園區
發展方向、策略和目標。除了加快建設園區的硬件配套
外，特區政府亦會充分發揮河套「一國兩制」和「一區
兩園」的優勢，探討試行創新便利措施，促進港深兩個
園區人流、物流、資金流和數據流等創新要素跨境便捷
流動，通過政策及制度創新帶動香港創科發展的突破。

聚力人工智能 以科創驅動產業發展
同時，特區政府今年將人工智能提升至關鍵產業的戰

略層面，並提出設立人工智能研發院，連同新設的生命
健康研發院和微電子研發院，三大研發機構將極大地提
升相關前沿科技領域的科研及轉化能力，以科技創新驅
動產業發展。
孫東引用唐詩《次北固山下》中的「潮平兩岸闊，風

正一帆懸」，形容香港創科發展正當時，深信今次博鰲
科創論壇將有助強化香港「內聯外通」的國際優勢，加
快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建設步伐。

國際創科盛事「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2025年香港會議」將於明日（6日）起一連兩日在香

港舉行。今次是博鰲國際科創論壇首次落戶香港，預計吸引超過800名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及政經領袖

參加，有助深化區域及國際的創科合作，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創科領域的地位。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指出，論壇將有助強化香港「內聯外通」的國際優勢，其中的香港專場更會共同探討

如何促進「政、產、學、研、投」高效協作，以推動環球創科合作，助力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他期待海內

外朋友參加是次國際盛會，親身感受香港創科發展的新氣象、新氛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姬文風 )深化國際交往
合作，是中央對香港的殷切期待，在科創領域
上，藉本港卓越的科研水平及「內聯外通」優勢
聯繫國際，推動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
作，亦為本港首次舉辦博鰲科創論壇的主要目
標。在為期兩天的論壇中，來自2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政府官員、國際組織代表、專家學者、商
界及行業領袖、媒體機構代表等將共同出席共十
多場分論壇、前沿對話和圓桌會議進行深入討
論，為促進全球科技治理應對各種社會挑戰，帶
來重要的啟示。

重量級政要擔任嘉賓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將參與今次博鰲科創論
壇，以香港為平台，圍繞不同科創主題與國際社
群分享成功經驗與深刻洞見。其中，「全球科技
治理：向善、公平、開放、包容」分論壇，邀得
斯洛文尼亞前總統Danilo Türk，及泰國高等教育
科研與創新部前部長Anek Laothamatas任討論嘉
賓；「科技創新：發力可持續發展 加速2030議
程」邀得芬蘭前總理Esko Aho及泰國前副總理兼
外交部長Don Pramudwinai作討論；「金融服務
科技創新：有『耐心』的資本」則邀得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前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
參與，澳門特區政府前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任
主持。

各領域專家學者演講
在各個前沿科技範疇方面，「從『互聯網+』
到『人工智能+』」邀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戰略
發展部部長申金升、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郭
毅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駐華代表Tamas Haj-
ba 等作討論；「量子時代的到來 （前沿講
座）」由上海科學智能研究院首席戰略官楊燕青
任主持，中國科學院院士賈金鋒、中國科技大學
物理學院副院長徐飛虎、香港大學計算與數據科
學學院教授Giulio Chiribella演講；而「生命科學
的重塑與顛覆」的嘉賓則包括國家衞生健康委臨
床檢驗中心主任馬潔、國際科學理事會院士Wi-
bool Piyawattanametha、深圳大學副校長張學
記、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趙偉仁等。
此外，「智能、綠色、包容的未來與青年領導
力」有吉爾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青
年政策司司長Askar Shaikidinov，緬甸投資與對
外經濟關係部對外經濟關係司副處長Ei Cho Zin
Latt等參與。「創新集群：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
『雙鏈融合』」則有海南省常務副省長巴特爾、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助理總幹事Andrew Staines、
BI挪威商學院戰略教授Carl Fey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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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東(右一)表示，博鰲科創論壇在港舉行，將助力香港
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圖為孫東昨日參觀長春一汽集團。

多次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立法會
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表示，每年

的博鰲亞洲論壇也討論不同的國際性議題，能讓不同國家
地區的代表聚首一堂商討彼此關心的話題和進行交流。他
指出，論壇最重要作用是令與會者能夠建立聯繫，增進往
後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邱達根以去年有份搞博鰲亞洲論壇
青年論壇的香港菁英會為例，跟各國代表建立聯繫，冀香
港也能藉今次首次舉辦活動，與各國建立聯繫，創造機遇。
邱達根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博鰲是國際性的論壇，有
不同國家或地區代表探討大家關心的議題，包括經濟、
青年事務、科技等，他除了去年參與的青年論壇外，以
往亦有以與會嘉賓或小組討論的成員身份參與科技相關
的論壇，彼此交流跨國科技的一些想法和合作，並介紹
香港有關的發展。
對於明天及後天（6日及7日）首次在港舉行的博鰲

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2025年香港會議，他更
擔任首場分論壇「智能、綠色、包容的未來與青年領導
力」的主持人，與來自內地、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吉

爾吉斯斯坦等9個國家及地區十多位代表探討科技創新
發展趨勢等，並從青年的視角就如何加強全球科技治
理、引導新技術規則制訂和促進國際合作提出可行建議
和解決方案，「所以都很難得，大家在論壇上介紹他們
對青年的政策，包括青年的上游、教育、科技等，大家
在論壇上表達和分享。」邱達根說。

論壇搭橋 互利共贏
「其實不同國家地區的代表來港，與香港特區政府部

門及青年界別代表都有機會一起討論，我想那些才重
要，因為除論壇外，大家都有很多時間作不同的交
流。」他以香港菁英會去年舉辦青年論壇後，便與各國
出席的代表建立聯繫，「我們的青年到其他國家或地區
出訪或者合作，如一些交流互訪甚至是一些實習團等，
其實都是通過這個橋樑，做到很多跟進推動的工作，這
些論壇其實都很重要，因為始終大家有個正式來往的開
始，之後對於我們跟進其他的工作推進等都有很大的幫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議員：會內廣結人緣 會外拓展合作

人工智能創新科技

綠色技術

量子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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