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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創業故事
完善創科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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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是香港創
科發展的方向目標。衞炳江指，這
意味着科技創新需要成為香港文化
以及經濟的重要一部分，不但會經
常誕生不同的新科技，而且這些科
技成果不單單只是刊登在國際知名
學術期刊或雜誌，而是更實實在在
的對經濟民生有幫助，能夠幫助國

家甚至幫助世界。「當人們提到香港的時
候，不只是會聯想起國際金融中心，也會想
到香港在創科方面都不錯，對於那些想創新
創業的人，也會覺得香港是一個理想和吸引
的地方。」

增援學研轉化 指導成果推廣
要朝着這個目標發展，衞炳江認為，
香港需要建構好創科生態鏈，除了要大
學發揮好學術研究和基礎研究的角色，
也需要更多的政府或私人投資，幫助學
術研究轉化成應用研究；還需要熟悉市
場方向和需要的人協助，把成果推出市
場並進行推廣。

他說，雖然近年已有不少初創基金和天
使投資基金幫助基礎研究更容易從大學和
實驗室裏走出來，但研究員或科技創業者
不會懂得所有事情，需要有不同其他角色
加入，包括商業策劃和市場推廣等，只有
研發成品符合市場所需，創業者和輔助的
人都「搵到錢」，這條創科生態鏈才算整
全和健康。
他提到，對有志投入科技初創的年輕人來

說，不應沉醉於「一步登天」，打算一下子
獲取大成功的想法，而是要更清楚自身的潛
在發展步驟和路徑。例如可以多了解現時硅
谷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初創公司發展到中等
規模時吸引大公司收購，從中賺取不算巨額
但可觀的收益，然後再研發新科技和成立公
司之後再賣掉。「不需要每次都是國家級或
世界級發明，而是要看準市場需要。」
他認為，為做好整個創科生態鏈，香港現

時可多加推廣一些「中間」、貼地和務實的
科技創業故事，「除了超高科技，只要了解
市場所需，高科技和中科技同樣有很多發展
機會。」

全球創科發展

競爭激烈，香港

面對各地「搶人

才」的挑戰；而除了着力吸引人才外，從基礎做好

人才培養，亦是未來發展的關鍵。香港具備國際水

平的高等教育優勢，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近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香港尤其需要在青年

人之間營造創新文化和氛圍，鼓勵他們抱持不怕輸

的心態，敢於冒險、挑戰固有信念和做法，同時

也應該從中小學開始為學生打造良好創科風

氣，並多以青年一代的創科經歷，「把話說到

年輕人的心裏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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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研後產」太簡化
科技不分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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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香港創科發
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近年坊間
流行以「前研後產」來描述香港與
大灣區內地城市在創科上的策略分
工。不過衞炳江直言，對此種簡單
二分方式有保留，「這是不現實
的，彷彿在說內地城市不懂做研
究，香港不懂做產業，這不僅是不

了解內地城市和國家的情況，而且更是一個危險
的做法。」他強調，香港也應該發展自身的創科
產業，重點是瞄準社會需要，拓展整個灣區、全
國以至全球市場。
「我認為不應該只着眼於究竟是高科技、中科技
抑或低科技，只要能夠運用香港的優勢去解決一些
需求或問題，那就成功了。」衞炳江認為，香港創
科發展重點在於，高科技和基礎研究當然要繼續
做，但同時亦應將焦點對準市場或社會需要的應用
研究，「雖然未必能一次過完全解決問題，但亦可
逐步向完整解決推進，這樣的成功機會大很多。」
他進一步解釋，基礎研究未必全部能夠直接做
到轉化應用，但如果在意念構思階段已多從市場
需求出發，無論是宏觀的國家層面，抑或是本
地的經濟與民生需求，往往可以幫助解決很
多問題，例如是老齡化問題或者突如其來
的疫情所衍生的各樣問題。「當你能夠
解決這些問題，未必能得到諾貝爾

獎，但可以幫助和改變整個
社會，而過程中也可以有錢
賺，這就是應用研究所強

調的了解市場需
求。」

冀兩地優化「四流」利港融國家發展
他表示，現時香港與內地的創科協作交往中，包
括在「四流」（人流、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等
方面仍然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例如基因數據及生
物樣本「過河」、港人到內地工作納稅，以及兩地
人才交流緩慢等問題，很多細節仍需要一些政策鬆
綁和程序上的簡化。他期待兩地政府繼續商討將
「四流」優化，既發揮到「一國兩制」特色，同時
讓香港更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回顧過去數十年，部分人認為香港曾不只一
次錯失發展創科的時機，因而看淡未來前景。
衞炳江對此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縱然香港
的創科基礎條件不是最好，之前的發展步伐也
可能走得慢了一點，「但是香港現在有的是機
遇，而最大的機遇就是國家的支持。」他表
示，國家「十四五」規劃定位香港發展成為國
際創科中心，國家有超過14億人口，是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卻對只有700多萬人的香港有這樣的高度
期望和政策配合，「這就是我們最好的條件，其他的
困難也都可以一步一步去克服。」
衞炳江表示，自己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

當時社會經濟起飛，青年人都擁有着「只要有機會就
會去闖去拚」的特質；而現時香港迎接前所未有的創
科機遇，對青年人來說，「同樣最需要的就是敢去
闖、敢去拚的心態！」
他直言，難以說清香港於創科路上可以做到怎樣的

成就，但相信香港之所以成功，正在於人的質素、人
的拚勁。只要憑着敢闖的拚勁，把握好機遇和出路，
香港創科也肯定可以做得更好，再創輝煌。
至於是否一定要較其他城市優勝、做得比他們出

色，衞炳江說：「不是要和誰比較，重要的是
做好自己，在跑道上拚命奔跑，是否『第一』
並不重要，對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了。」那怎
樣才為之「有交代」？他務實且樂觀地期盼，
創科能夠帶動香港社會向好發展，帶動創業和
就業，「人人有工做，大家都生活得開心，這
就是一個地方最重要的事情！」

◆衞炳江鼓勵青年敢闖敢拚。圖為衞炳江（後排
左四）與學生合照。 香港浸大供圖

本身為光纖通訊科研專家的衞炳江指出，在創科發展路上，青年人
是必不可少的重點。不過，投身大學教育二十多年的他亦直言，當

前香港的教育制度、考試制度以至社會風氣，整體對青年人造成了一種怕輸
的心態，「他們害怕失敗，形成不願冒險的文化，這是十分不利創科發展
的。」而這背後的原因，就是對固有信念和權威的信從，「因此，創新就是要
離開權威！」

不要安於現狀 改變怕輸心態
想要在青年人之間營造出創新的文化和氛圍，衞炳江認為，大學以至香
港社會整體都要鼓勵和培養他們敢於冒險和勇於挑戰權威的態度，「不要
安於現狀、滿足於既有的想法和做法，而是要不斷尋求突破，這樣才會有
創新。」不過，他強調，這並不是盲目地為反對而反對、為挑戰而挑戰，
否則只會淪為「包拗頸」而非創新，背後是需要以理性有系統地從不同
面向和角度思考事物。

教育STEM學科 實現創新理念
除了要有勇於挑戰和不怕輸的心態，他指出，推廣及教育好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學科知識作為實現創新理念的
方法同樣重要，「如果你有很多想法，不過沒有方法去實現，這些
都只是沒有意思的空想；同樣地，掌握了手段但是不懂得去發問，
也是無用武之地。」
他認為，香港的大學固然在創科教育擔當着重要的角色，並且下
了很大的工夫，但若然要培養青年一代的創新思維和能力，就要從中
學甚至小學開始，鼓勵學生敢去發問、敢去懷疑，以及去做感興趣的
事情，「使他們主動接觸創科、打從心底喜歡創科。」

邀青年分享成功例 鼓舞學子
此外，衞炳江指，除了微軟、蘋果、阿里巴巴及華為等這些「遙不可攀」

的巨型科企成功例子外，大學以至香港整體社會，需要更多中間的成功例子
作為推動，在青年人以及社會之間營造一種「平易近人」的氣氛，讓年輕人覺
得「我都做得到」、「我都有成功的機會」。他強調，無論是大學抑或其他組
織，如果想鼓勵年輕人投身創科、創業，不應只聚焦邀請上了歲數的國際知名成
功人士或大科學家來分享，「這樣作用未必太大」；相反，應多讓青年一代的創科
成功例子，用他們世代的經歷和語言作分享，如此才更加容易「把話說到年輕人的心
裏去」，讓他們受到鼓舞和激勵。
至於大學可以怎樣推動創科發展氣氛，從而帶動社會的風氣興盛，衞炳江指出，傳統

上大學角色就是傳授知識和創造知識，即是把知識教授予學生，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
以及各個學科的研究，雖然這兩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在過去數十年間，大學多了一
個同樣重要的使命，就是知識轉移。他認為，「雖然不是所有知識都可以被轉移，但是只要
有一部分知識轉移出去，就可以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民生作出巨大影響，便已經足夠，我
很希望香港的大學能夠有此成就。」

抓住國家機遇 鼓勵敢拚敢闖

◆衞炳江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需要在青年人之間營造創新文化和
氛圍，鼓勵他們抱持不怕輸的心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衞炳江認為，如在研究的構思階段已多從市
場需求出發，往往可幫助解決很多問題，例如
是老齡化問題。圖為一位長者正在體驗可站立
行走的智能輪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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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炳江表示，應推
廣及教育好STEM學
科知識作為實現創新理念
的方法。圖為學生正在通

過電腦調試編程控制機
械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