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港深共識：訂政策換位思考保共贏

「科技是未來，創新是動力」

「香江無罩廣迎八方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龍）「一個隊伍跑
得遠，另一個隊伍跑得快，還有一個隊伍跳得
高，那麼當所有隊伍聯手的時候，整個隊伍就
跑得遠、跑得快，又跳得高，這就是大灣區的

概念！」行政長官李家超2月28日在接受訪問
時提到，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特別是深圳
「是強強合作，而非互相競爭」。他強調，合
作更高的一個層次是融合，想政策的時候要換

位，多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想正確的方法，確保
共贏，香港和深圳就有這個共識。
李家超表示，自己上任後就成立了「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希望更積極、主動
地融入大灣區建設。在港深合作方面，香港
已和深圳組成19個專班，涵蓋多個領域，其
中一個是針對「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北
部都會區」不只是香港的新引擎，也是跟深
圳融合起來，互相呼應，產生協同效應，
「讓香港和深圳從地理效應所謂的限制，變
成一體化去變化，相信可令『北部都會區』
的發展更快、更強、更有效益。」

河套作兩地融合嘗試
「譬如，河套地區與深圳只是一河相隔，希
望可變成『創新區』，區內有許多創新的合
作，包括人流、物流、數據流等。」李家超認
為，要盡可能克服有關港深法律系統不同，讓
「一區兩園」的概念融合起來，讓「創新區」
有更遠的流通，可以覆蓋或輻射到其他地方。
「如果這個模式在河套成功的話，就可以放在
其他合作領域的上面，那麼整個大灣區的融

合，將得到更高的提升。」
「深圳發展得很快，香港也有

自己的優勢，相信與深圳強強聯
手，定能更有效率。」李家超強
調，合作更高的層次是融合，即是
「我知道你有什麼優勢，你也知道我
有什麼限制，彌補你的限制，你也讓我
們的優勢在你的地方發揮，而且想政策
的時候要換位，多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想正
確的方法，確保共贏」。他指出，香港和深
圳已有共識，大家都知道更有效率的做法，
不會浪費時間在互相競爭上。
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引入人才方面，可協

助深圳有更高的發展。香港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優勢、亞太區東盟區域優勢以
及國際化的優勢，希望從這幾個方面，和深
圳融合起來發展。同時，香港在土地方面有
所限制，深圳土地方面的供應比香港有優
勢，因此未來可想一些共同合作的方案，就
能達到優勢互補。「大家都同一角度去看問
題，那麼這個共識也是跟深圳融入共同發展
的一個大優勢。」

在談到香港在創科方面的優勢時，李家
超自豪地指出，香港有5所世界百強

大學，也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5個百強大學
的城市。「香港本身的基礎研究非常優
越，由於香港也是國際化城市，許多外國
人都非常熟悉香港，並希望通過香港發揮
自身所長，更可以進入內地市場，這些都
是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固有的優
勢。」

發揮固有新興優勢 效應加倍
他表示，國家的創科政策很全面，加上現

屆特區政府一改以往「積極不參與」的概
念，再融合高效市場、有為政府，香港既有
的優勢依然存在，加上許多新興的優勢，相
信這種競爭力應該是加倍的，而速度方面也
不會低於其他地區。
「香港有大灣區城市的優勢，我們可以

不需要浪費時間相互競爭，而是用大家的
強項互補，實踐可發展的項目。競爭需要
消耗的時間、資源、人力等，我們都不需
要消耗，我們就能比所有人都快。」
李家超認為，在創科的發展上，香港在

上游的基礎科研上具有優勢，有70%的科
研被評為國際卓越水平，而大灣區其他城
市在下游生產力上具備優勢，如果香港可
以鞏固中游，把研發成果產業化、市場
化，整個大灣區便能互補互利，建造創新
生態圈。

培養百個研發團隊 投資百億
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推進國際創科中心方
面可謂不遺餘力。李家超指出，香港未來
要強化科研成果落地變成產業，因此特區
政府設立100億港元「產學研1+計劃」，
培養最少100個有很大可能的研發團隊，幫
助他們把研發變成成果。這些研發團隊，
有很大可能會發展成為「獨角獸」企業。
同時，特區政府成立了「共同投資基
金」，以引進和投資落戶香港的企業，以
及全新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希
望通過政府投資，以及引進一些龍頭企
業，增加民間對科研的信心，吸引更多人
願意投資科研。李家超指出，現時香港研
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約1%，
期望未來可增加至2%。

要發展創科，人才亦是必不可少的一
環。李家超認為，香港的另一個優勢就是
國際化，可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而
特區政府新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
劃」頗具競爭力，因為全球百強大學畢業
的人才都可以前來香港，沒有特別要求，
在計劃推出後一個月，已收到數千個申
請，大多符合要求，可見其吸引力相當
大。
李家超上任至今，特區政府已成立「香

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共同投資基

金」，並推出
「高端人才通
行證計劃」，還
到泰國、中東等
地區訪問，招募不
同的企業到香港，
為香港建設成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作出了努
力。因此，他對香港未
來發展的看法「很積
極，也是很有信心的！」

「科技是我們的未來，創新更是我們的動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2月28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等多家媒體聯合採訪時表示，國家「十四

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香港的優勢是基礎科研，大

灣區其他城市在下游生產力上具備優勢，如果香港可以鞏固中游，把研發

成果產業化，整個大灣區便能互補互利。目前，香港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

總值（GDP）約1%，他期望未來可增加至2%，而目前最需要考慮的是，

如何把研發成果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龍

研發投入倍增力拓中游產業特
首：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科技是我們的未來，創新
更是我們的動力。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蔡文豪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積極發
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但在資金、土地、人
力等加大投入之餘，制度上的拆牆鬆綁與優
化同樣重要。多名創科界人士2月28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要有效推動科技創
新，首要是制度上的創新。其中以氫能車發
展為例，因香港法例暫未容許氫能車駛上馬
路，無法應用使很多科研的投入淪為空談；
而香港昔日的投資心態普遍傾向保守，在創
科投資上改變作風，未來才能吸引更多資源
投入；至於數據流通上及短期工作簽證等制
度亦可大程度優化，那將是數字經濟發展和
更有效吸納所需人才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指出，科技創新必須要有
法律法規配合，才能有效地發展。「我們看
到有一些創科應用、企業未能落地，就是因
相關法律未準備好，早前氫能巴士久久未能
試行的事件正是一例。」

倡參考星洲「淡馬錫模式」
同樣以氫能車為例，黃錦輝指香港其實並
非沒有產氫能的設施，「現時煤氣公司以天
然氣、石腦油和堆填區沼氣為原料的『煤
氣』中，就有大約50%是氫氣，要抽出來並
非難事，但當社會無應用，（氫能）車無法
到地，有能源亦無用。」加上目前的油站不
可以入氫，可見完善制度確是科研發展的重
要一步。

特首早前在施政報告中已宣布成立全新的
「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黃錦輝指出，
香港體制為人稱道的其中一點在於透明度
高，「我們在用納稅人的錢，有錢銀瓜葛的
活動，大都會組織公開委員會做好監管，但
好多時成員來自商界，比較擔心冒大風險，
以致未能大刀闊斧做事。」惟保守投資很多
時候跟創科精神背道而馳，期望有關政府可
考慮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能夠以策略
性長遠目光，大力投資對未來重要的科技產
業。
商湯科技香港公司戰略顧問、立法會議員
尚海龍表示，看到香港的創科投資方式正在
改變，從昔日的「小政府，大市場」開始轉
往「有為政府」。惟他亦坦言昔日香港的投
資傾向保守，相信需時作出適應和改變。他
認為現時香港一些法例需要與時並進，例如
對無人駕駛車輛需要有更明確的法律法規指
引，才可讓無人駕駛技術真正落地應用。

數據流通推動數據經濟發展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表示，現時
不少生物醫藥公司都想來香港投資，「他們
好喜歡香港社會的一些制度，但問題在於科
研臨床需要大量數據，而香港的數據量不
夠，於是內地數據如何『過河』，包括臨床
數據、生物樣本等，是這些公司會否來香港
的關鍵。同樣，香港未來若要發展人工智
能，大量的數據流通亦是重中之重，所以香

港都需要『追法例』（法例追上社會需
求），確保數據跟內地安全往來，彼此保
護，在讓市民放心的前提下推動數據發展，
這對數字經濟、生命科技的發展都很重
要。」
人才方面，邱達根指最近的「高才通」計
劃算是一大突破，短時間內吸引大量高端人
才到來，但目前本地公司對於中等程度科技
人員其實更加渴求，「他們未必是『高才
通』對準的高薪人員，而大灣區內地城市其
實有很多這類人才，然而現時即使放寬了商

業簽證，可多次往返，但他們來港只能開
會、參展，不能短期工作。」
他建議政府可考慮推出簡便申請的短期工

作簽註，「當創科公司要開發產品、編程、
做項目，可安排他們一年來幾次，每次來十
多日，在我們如此缺人的情況下，是否可以
開通一下呢？」
他認為現時如此缺人手的情況下，無須擔

心他們會「威脅」本地就業市場，加上是短
期工作性質，亦不存在「搶港人福利」等問
題，相對是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

創新制度建議
法例上要與時並進，助科研產品落地應用
◆香港法例暫未容許氫能車駛上馬路

◆對無人駕駛車輛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指
引，致無人駕駛技術無法落地

投資方式更積極
◆考慮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以策略性長
遠目光，大力投資對未來重要的科技產業

加強兩地數據流通
◆確保數據跟內地安全往來，彼此保護，在
讓市民放心的前提下推動數據發展

◆對數字經濟、生命科技的發展都很重要

增加中等程度科技人員供應
◆考慮推出簡便申請的短期工作簽註

◆讓大灣區內地人才來港短期工作，解燃眉
之急

資料來源：各受訪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多名創科界人士表示，要有效推動科技創
新，首要是制度上的創新。圖為市民參觀
「創科博覽2022」。 資料圖片

創新是動力」

將得到更高的提升。」
深圳發展得很快，香港也有

相信與深圳強強聯
定能更有效率。」李家超強
合作更高的層次是融合，即是

我知道你有什麼優勢，你也知道我
彌補你的限制，你也讓我

們的優勢在你的地方發揮，而且想政策
，多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想正
確保共贏」。他指出，香港和深
大家都知道更有效率的做法

為香港建設成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作出了努

他對香港未
「很積

也是很有信心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子龍）無論
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還是發展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都面臨「引進
來」和「走出去」的雙重課題。行政長官
李家超2月 28日接受多間媒體訪問時表
示，香港要利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引進來」即引進龍頭行業和人才，
以至讓他們通過香港到內地不同的城市發展；
「走出去」是要讓內地城市通過香港走向世界，
以及經過香港輸出中華文化。他強調，文化藝術
可提升每個人的素質，也能令香港更具吸引力，因
此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是香港鞏固優勢、提升競
爭力重要的一環。
在「引進來」方面，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已成立

了「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和「共同投資基金」，重
點希望引進一些龍頭行業來到香港，同時培養本地企業，
帶動香港發展。同時，「引進來」還包括引進人才，特區
政府開創性地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目標每年最
少引入35,000名人才。
「亞洲是上世紀發展引擎，中國更加是引擎中的主要引

擎。」他指出，很多（外資）企業希望在香港落地，利用香港
在投資、融資方面的優勢，再進入內地不同城市發展，亦為「請
進來」帶來方便，而香港與世界聯通，建立了一些平台，許多內
地城市希望經過香港「走出去」。「香港已設有16所國家重點實
驗室、22間中國科學院聯合實驗室，很多與外國一些大學經過共
同平台研發的項目，這也是香港『引進來走出去』的重點。」

拓中外文藝交流有清晰目標
李家超於2月初率團到中東訪問，為「引進來」、「走出去」走了
一大步。他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中東企業有非常大的
吸引力，因為香港在投資融資方面具有優勢，許多企業願意把區
域總部設在香港，進而把香港視為跳板，進入大灣區其他內地城
市。
他指出，中東國家也知道自己不能僅依靠產油，未來需要更
多元化地發展，看到科技是我們的未來，因此在科技的投入
很大。「他們明白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優勢，許多投資公司都希望到香港投
資。」
「文化藝術能提升生活素質，也能提升香港的競爭
力。」李家超表示，藝術文化是所有人都認同並應該
欣賞的，可提升每個人的素質，「每年舉辦巴塞爾藝
術展、其他文化藝術展、高峰論壇等，為發展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努力。」他說，特區政府已成
立了文化委員會，會於年內協助最少4個項目、最
少20個新成立的藝術團及最少30個新進入藝術
的人士。

為「
引
進
來
」「
走
出
去
」添
動
力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2月28日上午宣布今天起
撤銷口罩令，受到社會各界
的廣泛歡迎，下午他在接受

多間媒體聯合訪問時滿臉笑容地說：「沒有口
罩很開心！香港非常歡迎內地及海外遊客。」

多間香港及內地傳媒2月28日下午輪流對李家
超進行訪問，在鏡頭前除下口罩的李家超利用間
隙時與記者朋友輕鬆聊天，他笑言，不用戴口罩
後沒有了限制，是一件令大家都開心的事情。
「我們都是一家人，非常歡迎內地及海外的遊客
來香港遊玩。」

「旅遊大使」首推故宮館
說着說着，特首更充當「旅遊大使」，邀請

大家到香港西九龍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那裏有國寶級的歷史文化展品，真的很值得
欣賞，數量足足多達九百件……」

在一番如數家珍後，他再次強調，香港是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歡迎各方朋友來感受香
港文化，「香港是個有趣的地方，在食物方面
我們是個飲食天堂，我們是不停止的、24小時
營業的城市，也是交通很方便的地方，歡迎海
內外遊客來香港、感受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熹、黃子龍

◆李家超接受媒體聯合採訪。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蔡文豪攝

◆香港和深圳的19個合作專班中，有一個是為「北部都會區」建設而設的。圖為「北部都會
區」內古洞北新發展區構想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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