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園區交通配套失衡 巴士遲到20分鐘 運輸署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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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第十一屆香港大學生創新
及創業大賽共吸引25間香港
大專院校、687個項目、2,033
人參賽，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
囊括了22個獎項，為全港院
校之冠，並因此獲得優秀組織
獎。其中，該校學生團隊研發
出全球首個全光操作的神經形
態光學處理器，可望大幅提升
人工智能（AI）模型訓練效
率，在創新項目勇奪特等獎及
資訊技術組別一等獎。
大規模AI模型訓練需要劃

一超低延遲和節能高效的數據
互連技術，讓大量圖形處理器（GPU）合為統一系統運算，
但現有技術存在高延遲與高功耗的問題，限制了AI發展。在
中大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黃超然指導下，中大學生團隊研
發出新型光傳輸數據連接技術，該系統為全球首個全光操作
系統，無須使用會引致延遲的電子零件，比傳統處理器快一
萬倍、能耗減少達千倍，傳輸距離由現時的2公里增加至80
公里，能實現百萬GPU無延遲互聯，降低硬件成本與能源消
耗，為未來AI發展提供堅實支持。
至於中大工商管理學院學生羅玉兒及化學系學生張一鳴，

聯同隊員共同創立社企「稻一」，將稻殼升級再造轉化成具
價值的纖維板，並可在不同行業應用，有效解決農業廢料，
還促進了循環經濟。有關項目獲得此次大賽的創業項目特等
獎及社企/文創組一等獎。

開發新抗體打破治血癌技術瓶頸
此外，有中大團隊留意到現時治療血癌的CD19/CD22免

疫療法，雖可大幅改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的治療

效果，但最終僅有三分之一患者能長期緩解病情。在中大兒
科學系助理教授梁錦堂指導下，博士生伍穎曦成功開發全新
的CD9抗體，透過大幅消除血小板毒性，同時保留對耐藥
ALL的活性，徹底打破CD9靶向治療的臨床技術瓶頸，為首
個CD9生物製劑的臨床轉化鋪路，團隊目前正籌備成立初創
公司，推動其進一步發展。
針對早期胃腸道癌症方面，內窺鏡黏膜下剝離術屬非侵入

性的內窺鏡治療技術，醫生需通過內窺鏡進行組織治療，但
操作複雜且學習及訓練需時。中大外科學系副教授李崢遂指
導學生研發新型磁控內窺鏡技術。與傳統內窺鏡技術相比，
新系統可讓醫生在手術期間更靈活地完成手術，提升安全
性、縮短手術時間。上述兩項研究分別獲生命科學、數理/機
械組別的創新項目一等獎。
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舉辦，

獲獎項目將代表香港參加「挑戰盃──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
技作品競賽」、「挑戰盃」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中國國
際大學生創新大賽、國際創科比賽暨展覽會等大型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教育局聯
同香港教育城於本月
30日至 7月 7日舉辦
全港首屆數字教育周
2025，屆時將透過大
型博覽會、教育界領
袖高峰會、校長論壇
及教學工作坊等多元
化活動，為教育界及
創科界提供跨界交流
及合作機會，共同探
討如何運用人工智能
（AI）及創新科技提升學與教效能。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林峯介紹指，學
與教博覽2025為數字教育周的重點活
動之一，今屆主題是「共塑教育 創建
未來」，特別增設內地及亞洲展區，
有來自內地、韓國及新加坡等機構參
與，亦首次增設創科交流圈及校長論
壇。
特區政府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

程支援)謝婉貞在記者會上表示，為配
合國家科教興國戰略，行政長官在去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推動數字教
育的重點工作，以促進創新科技與教
育深度融合。教育局在教育數字化轉
型邁向新里程的關鍵時刻，與香港教
育城舉辦是次活動，冀推動教育界對
AI及前沿科技的深入探索與應用，為
期一周的活動歡迎師生及家長積極參
與。
她又提到，年初成立的數字教育策

略發展督導委員會會參考內地最新發
展，及其他地方的政策和經驗，為香

港中小學推動數字教育訂立目標和策
略，包括加強老師的相關專業培訓、
優化基建配套等。

設600展位 辦逾270場演講
是次學與教博覽將設有約600個展

位，舉辦逾 270 場主題演講、研討
會、公開示範課等，向公眾介紹創新
教學方案與科技應用趨勢。當中的人
工智能在語文及不同科目的學與教應
用國際高峰會及會後工作坊系列將匯
聚各地教育界人士，分享AI於不同學
科的實踐經驗。
博覽亦將展示優質教育基金的電子

學習配套計劃內22個創新電子學習方
案，又新設創科交流圈，為教育科技
初創公司提供平台，展示其嶄新產品
和解決方案。
數字教育周專題網站（http://

digitaleducation.hk）已經開通，有興
趣人士可瀏覽詳情及登記參加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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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創新創業賽 中大奪22獎成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創科發
展講求效率，所謂「時間就是金錢」，
惟香港科學園現時的交通配套落後，不
少上班族向香港文匯報反映指，園區內
非繁忙時段接駁巴士不足、的士服務分
布不均且缺乏深港直通跨境巴士，建議
增加班次及開設直通深圳灣及落馬洲的
巴士路線。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
現，最近一次園內交通意見收集已是
2016年的事。有立法會議員批評相關意
見早已落後，認為園方應「一年一
檢」交通狀況，與持份者加強溝通。
在園區工作的高小姐表示，其公司近

半員工居於深圳，目前缺乏直達深圳陸
路口岸的巴士，僅能依賴東鐵及接駁巴
士上下班，建議開設直通深圳灣及落馬
洲的巴士路線，配合深港創科合作趨
勢。
大埔區區議員羅曉楓亦曾接獲居民反

映指，82D偶有延誤到站情況。他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居民的訴求
是將該路線全日恒常化。他說：「現時
82D每日僅得早上一班大圍前往科學園
及傍晚一班回程的班次，服務密度未能

配合居民日常出入所需，白石角居民尤
其受影響。」

上次調查已2016年 明顯不合時宜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

務）、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表示，特區政
府於2020年底公布創科藍圖，吸引大量
企業與工作人員進駐香港科學園，但園
方對上一次交通意見調查已是2016年，
明顯不合時宜，建議園方應與不同持份
者加強溝通，「一年一檢」收集交通意
見，令園區交通配套跟隨發展速度。他
亦指出，隨着深港創科聯繫加深，園方
應加強與深圳南山及香港科學園深圳分
園的交通連接。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會繼續密切監察科學園一
帶的公共運輸服務水平及乘客需求，按
需要與不同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跟進合
適的服務安排，以及與包括科學園在內
的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
該署亦已敦促九巴密切留意272K與

272A兩條巴士線的實際運作情況，有需
要時調整班次以配合乘客需要。

議員：園區交通
應「一年一檢」蒐

意見
進駐香港科學園的企業數量由2020

年起激增，工作人員（包括科研
人員）數量亦由13,500人大增至24,000
人，增幅77%。特區政府雖然計劃港鐵白
石角站將於2033年或之前通車，但該站至
今仍未動工，導致不少在園區工作的上班族飽
受等車困擾，尤其是住市區的員工，通常只能選
搭公司專車，或乘屯馬線或東鐵線到大圍站，再乘
搭九巴82D往科學園。
惟82D每日僅在上午及傍晚來回方向各開一班車，導致

每日大圍站大排長龍，更甚者是82D頻頻誤點。香港文匯報記
者早前到大圍站附近的運輸交匯處現場直擊，原訂8時40分抵達的
82D，當日誤點8分鐘。記者登車觀察，發現車上入座率近九成，約行
駛20分鐘後，抵達科學園第一期附近的巴士站時，已是9時10分，上
班族要遲到。
園區的科研人員徐女士居於大圍，每日搭乘82D上班，她指出自今年4月

下旬起，巴士常遲到5至10分鐘，直言：「9時打卡的員工根本趕不及。」
她指出，非繁忙時段園區內往往要等候15分鐘至30分鐘才有其他交通工
具，嚴重影響需臨時外勤的工作安排。她續說，園內雖設有直通港島各區
的遠程直通巴士，但每天下班時段僅得一兩個班次，導致部分員工需提早
下班趕車，變相減少了實際工作時數。的士服務方面，她指的士多集中在
園內1W大樓與6W大樓之間的的士站，在科學園三期上班的員工需步行7
分鐘方可到達，盛夏高溫下尤為不便，亦影響訪客對園區的專業印象。
同樣居於大圍的楊小姐平日亦是搭乘82D前往科學園上班，她指該條巴

士線最近頻繁遲到，每次遲到約5分鐘至10分鐘，且抵達時間並未真實顯
示於九巴手機應用程式上，令上班族難以掌握巴士抵達時間。82D亦是
梁先生日常上班的必乘路線，他亦因為巴士經常誤點而遲到大為頭痛，
「有時8時50分才到（大圍站），去到上班地點已經約9時15分了！」

交通配套追不上園區人口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距離科學園位置較近的四個港鐵站

中，僅沙田站與大學站兩站的接駁巴士較為頻密，火炭站則未設相關
接駁巴士。作為新界與市區交通樞紐的大圍站，也僅有82D一條線路
連接科學園，2021年 3月至2023年 7月曾試行每日來回方向各開四
班，及後卻大減班次，只餘上、下午繁忙時間來回方向各開一班。
至於服務時間也被延後，以往科學園方向的班次為例，由最初上午8

時、8時30分在大圍站開出，改為現時上午8時40分由大圍站出發，
追不上科學園快速增長的企業與人口。
運輸署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根據該署今年5月的班次紀

錄，發現前往白石角的82D班次於部分日子未有按時開出。該署已要
求九巴跟進調查及作出改善，並得悉九巴已於上月22日起調整車務安
排，以確保班次能按時由港鐵大圍站開出。

九巴：昨早延誤因修正收費系統所致
九巴回應指出，會修改相關車長於早上開出82D線前的行程以避免影響

82D的開出時間，並會繼續密切留意該路線的運作情況，為乘客提供穩定
的巴士服務。至於昨早的延誤，發言人解釋車長開車前發現車上的收費系
統異常，需要修正，因而延誤。九巴已即時調派另一輛巴士，短時間內在
大圍站巴士站開出，對乘客造成不便，九巴向受影響乘客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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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致遠、簡 旼本 港 新 聞A11

隨着香港科研產業日漸壯大，進駐大埔科學園的科技公司大

增，由2020/21年的950間科技公司增至最新的2,300間，進出園

區的打工仔也增加逾77%，達24,000人，惟交通規劃被指追不上

需求量，尤其是接駁大圍與科學園的九巴82D線，每日僅在上下

班繁忙時間來回方向各開出一班，近月班次延誤頻繁，影響人員

上班作息。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實測，發現該路線於早上繁忙時

段屢次誤點5分鐘至10分鐘，且手機應用程式未能如實反映到站

時間，不少候車上班族心急如焚。經本報與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

及九巴等不同持份者反映後，該線路誤點情況一度好轉，但近日

疑故態復萌，有園區工作人員昨日反映，巴士延遲約20分鐘，事

件更突顯園區的交通供求失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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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園
公司數量與工作人員人數

年度

2017
至

2018

2018
至

2019

2019
至

2020

2020
至

2021

2021
至

2022

2022
至

2023

2023
至

2024

2024
至今

註：大約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科學園歷年年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

公司
數量

675

747

830

950

1,100

1,300

1,700

2,300

科研
人員

9,000

8,300

9,100

9,300

11,000

13,000

14,000

15,000

工作
人員

13,000

12,000

13,000

13,500

17,000

19,000

22,000

24,000

議員：應「一年一檢」蒐意見

●中大於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獲得最多獎項 。 中大圖片

●謝婉貞（左二）及林峯（左三）介紹數字教育周一
系列焦點活動。 主辦單位圖片

●上午8時35分左右，82D線路的始發站已經排滿了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到大圍站總站
實測，發現巴士延遲約8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記者
早 前 到

16W與17W
兩座大樓間的

士站查看，發現上
客區被雪糕筒圍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攝

●楊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梁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高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