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中大機械人建功 完成橫跨歐亞遙距手術
滬團隊先開刀 倫敦接力 港全程監督支援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聯手上海交通大學醫

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英國倫敦皇家馬斯登醫

院，應用香港研發的腹腔鏡手術機械人平

台，實現橫跨歐亞兩萬公里、三地同步進行

遙距機械人輔助手術。此舉展示了港產手術

機械人處理複雜臨床場景的能力，有望為偏

遠地區病人爭取更快的手術治療，同時證明

了在遠距離、遠端多點進行複雜癌症手術在

技術和臨床上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為未來跨

國協作治病和推動手術機械人創新帶來重大

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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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項目獲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的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資助。港、

滬、倫敦三地的外科團隊利用香港研發的手術機械
人遠端平台，由三地外科醫生合作，按照癌症手術
指引所需的嚴謹程序和要求，完成在香港豬模型的
胃及食道上進行胃切除術及淋巴結切除術，並重點
評估系統在不同地域和環境下的操作穩定性、可靠
性和協作效率。
負責手術的成員包括：港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助
理教授陳詩瓏、上海仁濟醫院胃腸外科行政主任張

子臻，以及知名癌症手術機械人外科醫生兼倫敦皇
家馬斯登醫院顧問醫生Asif Chaudry，他在亞洲及
中東多個地區率先推動機械人手術的發展。
手術首先由身處上海仁濟醫院的團隊開始，隨後

由身處倫敦帝國學院的倫敦團隊接力，成功在豬模
型上實施遠端機械人胃切除術，而身處豬模型所在
地的香港團隊，則提供關鍵的手術系統平台，並全
程實時監督及支援。

突破地域限制 減少病人長途跋涉

地域限制一直是患者未能及時接受妥善治療的一
大挑戰，尤其是身處偏遠地區的病人。是次遠程多
點協同手術反映香港研發的手術機械人發展成熟，
全球醫療專家可不受地理及時區限制即時協作，在
更有效、精準及穩定的情況下執行複雜的臨床手
術，減少病人轉院或長途跋涉，降低醫療成本。
有份見證是次手術的港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表

示，此次手術是技術創新與科研成果轉化的重要里程
碑，彰顯香港能突破地域界限，匯聚國際知名醫療專
家為全球病患提供頂尖手術服務的關鍵角色，也充分

展示不同地區之間在智慧醫療及醫學教育緊密合作的
潛力。他期待未來能促進更多智慧醫療專案落地，並
為未來醫療人才提供嶄新的醫學遠程交流及國際手術
應用場景，為全球醫療體系的進步作出貢獻。
此外，兩名一直有研究手術機械人的中大醫科生

參與了這場遠程多點協同手術，爭取實戰經驗；一位
正在英國牛津大學修讀博士的中大醫科畢業生在倫敦
參與手術，同場還有一名來自科威特的學生參與。透
過視像轉播，近200名香港中學生深入了解到遠程機
械人手術的最新發展，也開拓了國際視野。

◀陳詩瓏醫生以及兩名港中大醫科生助手參與是次手術。港中大圖片

▲圖中電視熒幕顯示身處上海及倫敦的外科醫生遠程遙距操作位於
香港的腹腔鏡手術機械人遙距平台，成功實時對置於香港的豬模型
進行手術。 港中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正全力推動創科發展，人才資源
及培養是當中的關鍵。香港科技園
公 司 昨 日 舉 辦 創 科 活 動
「RHYTHM OF INNOVA-
TION」，並提供機會讓科技園實
習計劃下的大學生與培育計劃的初
創交流。科技園公司首席人才總監
王秀麗透露，今年實習計劃收到各
地和香港逾5,000份申請，創歷年
新高，最終錄取約450人，其中三
分之二來自全球排名前50的名校，
如牛津大學、倫敦帝國學院、史丹
福大學、哈佛大學等。
科技園公司初創企業生態圈培
育及發展總監粘清澤介紹，培育
計劃會協助初創研發產品、融資
和拓展市場，並尋找投資者，而
賦能初創的重點是幫助他們做好
海外拓展工作。雖然中美關係會
為企業帶來挑戰，但科技園賦能
企業今年出海的數字按年仍有所
上升，故只要做好技術和創新，
便能應對挑戰。
他表示，科技園會將生態圈參
與者劃分為：創業者、投資者、
產業界及中介，並以不同方式推
動各方協作，而初創企業只要仍
與科技園保持合作，就會獲得融
資、營運等方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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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楚意）香港都會大學昨日
舉行第三屆「創業日」，逾200名初創培育機構代
表、業界人士、校友和師生參與。校方同時宣布，去
年為推動學生、教研人員及校友創新創業而投放的
5,000萬元都大初創基金，其轄下的天使基金計劃近日
已選出首批5間具發展潛力的初創公司，分別投資最
高達100萬元，支持其業務發展，有關公司的業務涵
蓋智慧醫療、人工智能（AI）、數據分析及可持續發
展等領域，校方希望支持創新技術和產品推動香港及
整個地區社會和經濟發展。
都大校長林群聲與上述5間獲選初創公司代表昨日

一同主持啟動儀式，標誌天使基金計劃首輪投資正式
展開。5間公司均由都大校友或研究人員成立，其中
「EpigeneticsAI」利用AI和表觀遺傳學，開發出能推
算用家身體生物年齡和疾病風險的流動應用程式；
「MotoNerv」是以AI將影片轉化為詳細文字分析，
可應用於加強保安、提升服務及工作效率，以推動建
設智慧城市；「WHOSiFY」主力開發碳中和電子名
片，推動企業無紙化數字轉型，並協助用家聯繫潛在
客戶。此外，「金谷智能科技」是透過物聯網垂直農
耕，革新農業發展；「蜜語」則是保育本地蜜蜂的社
企，為養蜂行業帶來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都大初創基金下設有培育計劃及天使基金計劃，分
別為不同階段的初創企業提供支援，兩項計劃至今共
接獲逾80宗申請。前者的目標是為展現早期市場潛力
的團隊，提供25萬元的種子資金；後者則支持已驗證
商業模式，甚至有營收，並具備擴展客源策略的高潛
力初創公司，提供最高100萬元的投資。
作為支援學生起步創業的薈創點創業比賽，本年度
獲選結果亦在昨日公布。10支優勝團隊各獲得10萬元
的執行基金和10個月的孵化支持，團隊除了設有攤位
展示其商業理念，亦參與了一分鐘電梯簡報比賽，角
逐最佳創意獎及最佳演說獎。

都大培育首批5間初創企 分別投資最高100萬

▲獲選的初創公司講解項目。 都大圖片

◀都大昨日舉行第三屆「創業日」，逾200人參與。
都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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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建議在龍鼓灘/屯門西提供總
面積約301公頃的新發展土地，以「智
綠產業港」為發展定位，主力發展4個
具增長潛力的核心產業，包括新能
源、先進建造業、循環經濟及現代物
流業，全部均可發展成綠色產業。土

地是香港珍貴的稀缺資源，長期對香

港的大型產業發展造成限制。特區政
府此次發展建議，為未來產業發展打
下堅實的土地支撐基礎，其以產業導
向的規劃，充分利用當區獨特的地理
優勢及便利的交通網絡，可與北部都
會區發揮協同效應，推動香港產業多
元發展、改善就業，促進香港繁榮發
展、安居樂業。

為配合「智綠產業港」的發展，發

展局建議透過在龍鼓灘及屯門西近岸

填海造地合共約190公頃，以及改造約

111公頃的現有土地，並採用現代化的

園區式發展。特區政府透過填海造地

及改造現有土地，有助突破產業發展

所面臨土地短缺的桎梏，規劃所得的

大面積土地能夠有效支撐園區四大核

心產業發展，包括可以為容納大型建

設、完善周邊配套設施及打造優質環

境提供充足空間條件，從而提升園區

的運作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以產業導向為特色

的「智綠產業港」，匯聚了具備高增

長潛力的新興與傳統產業，並能充分

利用龍鼓灘/屯門西的臨海優勢與便利

交通網絡。例如，綠色能源產業將可利用

較長的臨海泊位深海通道支援海路運輸；

先進建造業則可與周邊鋼鐵廠、英坭廠形

成協同效應，而循環經濟更直接呼應《香

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的減碳目標。

龍鼓灘/屯門西往返機場便捷，並鄰近

北部都會區，屬於北部都會區的高端專業

服務和物流樞紐，更可通過水路連接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多個港口，陸海空交通連接

便利，加上規劃中的十一號幹線、屯門繞

道等基建將進一步強化區域聯通性，將使

該區成為連接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關

鍵節點。

「智綠產業港」的發展將對香港經濟與
社會發展帶來多重貢獻。例如，將會為區

內帶來多元化就業機會，預計可創造3.5

萬個就業機會，有助進一步推動屯門區內

的職住平衡；4個核心產業也可推動香港

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低碳方向轉型，綠

色能源產業可助力香港實現碳中和目標，

而現代物流業的智慧化升級將鞏固香港的

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當局也回應社會關注

對外的交通連接，提出興建全新的跨灣橋

連接龍鼓灘填海區至龍門路，以應付新增

的行車流量。

此外，局方又計劃引入綠化水道、生態

海岸線及低密度園區等設計，保留龍鼓灘

村生態及文化資源，促進城鄉共融，並以

智慧基建（如透水路面、雨水回收系統）

提升應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抗禦能

力，能夠實現產業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填海造地支持產業多元發展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舉行「高質量完成『十四

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商務部部長王文

濤回顧了「十四五」商務發展主要成就。面對當前
錯綜複雜的國際貿易格局，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
的基本國策，持續擴大外資准入，加強與世界各國
的經貿合作。這不僅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同
時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彰顯中國的大國擔當。
在國家持續深化開放、鼓勵「投資中國」的進程
中，香港更要做好「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服
務，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以增強香港競爭優
勢。

自「十四五」規劃以來，內地始終堅持對外開

放，推動貿易多元化，為世界經濟穩定貢獻力量。

內地上半年對美出口有所下降，但整體出口數字是

增長的，這說明內地的「朋友圈」在持續擴大。日

前，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表示，內地將

對53個非洲建交國實施零關稅，用內地的大市場

帶動各國共同發展。我們對歐美國家不斷擴大開

放，對發展中國家亦敞開大門，充分展現了大國自

信。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會見美國英偉達公司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黃仁勳時表示，內地吸引外資的政策不

會變，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截至今年 6 月

底，「十四五」期間內地實際使用外資累計達

7,087.3億美元，提前6個月完成7,000億美元的引

資目標。同時，累計新設外資企業 22.9 萬家，比

「十三五」期間增加了2.5萬家。這充分說明了內

地市場規模巨大，應用場景豐富，創新創造充滿活

力，持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資金和企業進駐。包

括美國科技巨企在內的外國企業紛至沓來，積極投

資中國市場、搶佔中國機遇，足以證明中國堅持對

外開放、鼓勵「投資中國」，中外互利共贏的合

作關係更牢固。

展望未來，內地將持續擴大市場對外開放的格
局，繼續減少服務消費領域的限制性措施。既做
好「對外開放」，擴大醫療等領域的開放試點，
引進更多優質服務，也做好「對內放開」，減少
限制性措施、豐富服務供給。尤其是內地近年高
新科技發展迅猛，AI產品、低空經濟、自動駕駛
等技術的普及，將會進一步激活市場需求。

為了鼓勵外資持續增加對華投資，國家發改

委、財政部等多個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實施鼓

勵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再投資若干措施的通知》，

將在多方面開展針對性工作，促進外商投資企業

境內再投資。例如對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境

內再投資項目，可納入重大和重點外資項目清

單，並享受相應支持政策；優化簡化有關辦理流

程、便利外匯資金使用等，這些措施將激勵外國

企業長期投資、持續深耕中國市場。

香港實行零關稅、自由港政策，一直是重要的

國際貿易中心和中轉港。王文濤提到，去年內地

和香港的貨物進口佔全球總進口約13.3%，與美國

的13.6%只是相差0.3%。「也就是說我們是幾乎和

美國進口相當的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同時，我

們是近80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目
前，個別國家掀起關稅戰、貿易戰，外部不確定
性風險增加，香港更應持續發揮固有優勢，積極
拓展更多新的合作夥伴。一方面利用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
供專業服務和支持；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國際企業
和資金「引進來」，促進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深度
融合，也為香港拓展更大發展空間。

堅持開放合作共贏「投資中國」正當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