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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派發活動明信片。巡展將於中環街市一樓INNO體驗區一連五日迎客。 市民駐足觀看灣區各城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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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大灣區創新成果巡展香港站啟幕

粵港創科合作無間結碩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
霞報道： 「2022粵港澳大灣
區創新成果暨粵港合作輝煌
成就巡展」香港站得到特區
政府和工商界和社會各界大
力支持，其中不乏猛人名
流，他們駐足觀展，感歎祖
國的發展變化及大灣區的無
盡潛力。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
長朱國基，在內地改革開放
大潮中回到家鄉東莞投資建
設五金廠，見證了當地的發
展繁榮，白手起家的他當年
被稱為 「五金大王」。他於
觀展時感慨萬千： 「我曾是
東莞外商協會會長，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一日千里，令人
鼓舞和振奮。大灣區城市人
口眾多，各有所長，優勢互
補，當前最重要的就是發揚
創新創業精神，為國家和香
港發展注入新活力。」

華懋集團業務轉型及創新
總監胡達明表示，自己在廣
州出生，經過幾十年發展，
廣州這座城市從市容市貌、

發展規模、產業升級轉型等方面都令
人感受到灣區城市的能量。這次展覽特
地選在中環街市——這座充滿港式街市
文化且年代悠久的歷史建築中展出，一
方面能夠讓展覽真正融入市民生活，幫
助大家更貼地地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成
就，另一方面也能展現中環街市 「親」
「動」 「融」的社區創新理念，這是香

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灣區城市中
不可多得的一抹色彩。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黃家和
致力於推廣港式奶茶文化，其創辦的
「金茶王大賽」自2009年開始舉辦，

在培養和甄選出多位奶茶大師的同
時，也將港式奶茶推廣至大灣區其他
城市；增設的 「金茶王大灣區賽」通
過軟性文化，更將幾座城市柔和地聯
繫在一起。他讚揚商報舉辦此次展
覽，令市民深入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成就，也希望大灣區未來能在飲
食文化領域取得更多創新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韓商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於
「StartmeupHK創業節──2022大灣區科技創新論壇」致

辭時表示，國家 「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在過去5年投放超過1500億元
推動創科發展，為孵化科技初創企業創造了有利的發展環
境。希望本地初創企業善用大灣區平台，多在大灣區開拓
市場，把握發展機遇。

4000家初創企業在港發展
陳茂波提到，港府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協助初創企業，

使研發成果實踐化和商品化；港府成立的創科創投基金亦
鼓勵私有資本，通過共同投資本地科技初創企業，一同為
本港年輕企業家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為推動多元化和高質量研發，港府成立了InnoHK創新

香港研發平台，包括聚焦醫療科技的Health@InnoHK和聚
焦於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的AIR@InnoHK。平台今年5
月正式啟動，至今成功吸引30多間來自11個不同經濟體
的頂尖院校和研發機構，與本地院校合作設立28間研發實
驗室，進行環球科研合作。

陳茂波介紹，香港初創企業數量從2014年約1000家倍
增至目前約4000家，亦有10多間獨角獸企業在香港誕生
和成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特區政府宣布成立50億
元的KK 「策略性創科基金」，專注投資具戰略價值、較
具規模和發展潛力的科技企業，豐富本地創科生態圈，並
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力促創新要素跨境流動
陳茂波指，作為中國的國際門戶，肩負協助企業 「走出

去」和 「引進來」的重要責任，一直以來，香港在創科路
上都與大灣區其他兄弟城市合作無間，尤其是深圳。港
深兩地政府正共同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建設，實
現 「一河兩岸」的 「一區兩園」。為配合國家發展科創
的前沿領域，及發揮香港自身優勢，港府將會在港方園
區的港深創科園設立InnoLife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同
時，香港科技園公司亦會在深圳園區設立香港科學園深
圳分園。

「粵港澳大灣區是科技創新推到更高、發展得更寬廣的
最好平台。」陳茂波強調，為便利創科企業在大灣區發
展，港府將會與內地相關單位積極探索更多可行措施，進
一步促進有利人員、資金、數據、物資等各項創新要素跨
境流動。港府歡迎各位有志在區內大展拳腳的朋友，利用
香港這個平台，好好把握創科發展的龐大機遇。

昨日展覽開幕式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
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華懋集團業務轉型及創新總
監胡達明、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黃家和、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副會長朱國基、香港島婦女聯會主席金鈴、香
港商報執行總編輯羅興輝及香港商報副總經理徐文等擔任
主禮嘉賓。

巡展一連五日於中環街市展出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商報創刊70周年，

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地向海內外展示大灣區
建設成果，以及讓廣大市民加深了解大灣區在科技創新交
流合作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香港商報承辦了 「2022粵港
澳大灣區創新成果暨粵港合作輝煌成就巡展」，首展深圳
站已於 9 月 1 日開幕。本次巡展以 「融通大灣區」為主
題，採用 「圖片展+明信片+全媒體呈現+雲展覽」等形
式，全景展現粵港澳大灣區 「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
的蓬勃圖景。

香港作為本次巡展第二站城市，展場位於中環街市一樓
INNO 體驗區，展出 100 多塊展板，供市民盡覽大灣區
「9+2」城市的創新成果及粵港合作的輝煌成就，展期至

9月9日結束。巡展在港展出之後，還將分別在廣州、東
莞、惠州、江門、肇慶、佛山、珠海等大灣區城市進行巡

迴展出，展期長達兩個月。巡展期間，承辦方將在各灣區
城市現場派發活動明信片，包括在香港各地鐵口、博物
館、太空館、圖書館、出入境口岸等地公益派發。此外，
活動還開啟了 「雲展覽」線上看展互動模式，只需掃碼進
入就可看到大灣區各城市創新成果。

張曼莉：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科創機遇
張曼莉在致辭時感謝香港商報舉辦是次巡展，讓大灣區

各城市居民了解大灣區科技發展的輝煌成就。她提到，香港
在創科發展上一直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無間，尤其是與香
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兩地政府正共同推進深港創新合作區建
設，實現 「一國兩制」下位處一河兩岸的 「一區兩園」。

張曼莉又形容廣東省是香港創科發展的重要夥伴，早在
2004年兩地聯合推出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加強機構間
的科研合作，特區政府透過計劃至今已批出近9.8億元支
持340個項目。截至去年底，廣東省亦批出了3.7億元人
民幣，支持香港科研機構進行研發和建立實驗室。展望未
來，香港將繼續發揮 「一國兩制」獨特優勢，把握國家發
展帶來的科創機遇，與大灣區各城市加強合作、優勢互
補，為把國家建設成科技強國作貢獻。

韋志成致辭時稱，市建局一直以創新、突破的思維，處
理舊區更新工作，用大量的智慧科技提升更新項目效益，

將舊區打造成智慧城市的一部分。他提到，《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將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智慧城
市群，期望未來各城市間有跨市的空間數據分享平台，利
用數據令城市間有更好的融合。

韋志成盼灣區利用數據「連城」
胡達明亦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把創科作為施政重點，近年

大力投入科研，孕育了不少初創企業和獨角獸企業，而且本
地生物科技的融資規模已是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在特區政
府及大灣區各地政府聯手推動下，大灣區將會發展成為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為國家科技發展注入動力和作出貢獻。

羅興輝代表主辦方致歡迎辭。是次巡展獲香港中聯辦宣
傳文體部、澳門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廣東省科
學技術廳、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
公室、廣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新聞
辦公室、珠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佛山市人民政府新
聞辦公室、惠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東莞市人民政府
新聞辦公室、中山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江門市人民政
府新聞辦公室、肇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深圳報業集
團作支持機構，華懋集團、市區重建局、中環街市作協辦
機構。

陳茂波冀港初創企業把握灣區機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
強報道：昨日，由香港商報
承辦的 「2022 粵港澳大灣區
創新成果暨粵港合作輝煌成
就巡展」 香港站在中環街市
舉行開幕式。香港作為本次
活動的第二站，巡展將於中
環街市一樓 INNO 體驗區一
連五日開門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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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承辦的 「2022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成果暨粵港合作輝煌成就巡展」 香港站在中環街市舉行開幕式。圖為一眾嘉賓合照。
記者 蔡啟文攝

民建聯近日派出三團出訪東
盟五國，與當地商界領袖就香
港社會環境、防疫政策、粵港

澳大灣區機遇等議題深入交流，希望深化與這些地
區的經貿民生互聯互通。民建聯此舉正是響應特區
政府的呼籲，積極向海外人士介紹香港、說好香港
故事，尤其是回歸祖國25年來的輝煌發展成就，這
當然是一個值得支持和推廣的做法。展望未來，特
區政府、各行各業各界、社會民間團體乃至普通市
民，都應各自努力，齊齊加勁，多走出去多請進
來，對外多講事實，多講道理，幫助國際社會正確
認識一個真實多元、生機勃勃的香港。

近年香港確實經歷了不少嚴峻挑戰，特別是修例
風波和疫情打擊——前者在反華勢力推波助瀾和抹

黑下，導致部分海外人士對香港產生誤解偏見；後
者則由於外界一些人不了解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
導致其中一些人一時看淡香港的營商環境。過往，
香港政府總是在遇到部分外國政府和人士無理批評
時才急忙澄清，而在主動 「說好香港故事」 上還存
在不小差距，以致釀成三人成虎之窘局。新一屆政
府在總結經驗教訓後，開始更加強調對外推廣說
明，重塑形象；並與社會各界持份者分工合作，化
被動為主動，粉碎種種不利香港聲譽的惡言流言。
今次民建聯的外訪就是一次不錯的嘗試。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
後，香港社會逐漸恢復和諧，實現了 「由亂及
治」 ，正處於 「由治及興」 的關鍵階段。加上新一
屆政府有效落實 「精準防疫」 策略，疫情大體保持

可控，整體而言，社會亦保持穩定有序。可以說，
現在正是向世界推廣 「一國兩制」 在港成功實踐經
驗、重新吸引各國企業來港投資、攜手共建美麗新
香港的大好時候。

為什麼香港故事精彩有吸引力，值得持續投下信
任票？是因為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具備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回歸25載，
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穩固，近年創
新科技產業迅速發展，自由開放保持雄冠全球，營
商環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得到
了切實維持和發展。同樣重要的是，國家 「十四
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 倡議
皆為香港預留了位置、搭建了舞台。香港的發展前
路只會越走越寬廣，優勢也將越來越明顯！

誠然，亦不能寄望於一時三刻可以消除所有人的
誤解，關鍵還在於辦好自己的事，寫好香港故事。
當務之急，在於進一步快速遏制疫情，恢復通關和
社會正常運作，讓四面八方人士都放心和方便來港
旅遊、求學、經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解決好長
期累積的各種社會問題，建設更宜居的家園城市，
這樣才會讓香港故事更有說服力。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表明，會按原定計劃親自率
領官員，出席 11 月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領導人峰會，屆時會向與會領袖講述香
港的實際情形。當然，說好香港故事不只是特區政
府和行政長官的責任，每一位市民和團體都應盡一
分力。希望官民合作講好香港故事，讓生機盎然的
香港形象深入人心！

官民合作講好香港故事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2022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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