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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申建國家實驗室
孫東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暢談創科發展大計

為推動科研成果產業轉化，香港特區政府投放
100億港元的「產學研1+計劃」本月中推出。孫
東形容，大學科研人員對該計劃反應「異常熱
烈」，多所大學都收到四五十份計劃書，更有很
多工商業界打算參與並投資其中。
他說，計劃透過調節知識產權分成，讓科研團

隊或發明者可獲取不少於七成利益，大大提升科
研人員積極性，而當產業轉化成功率提高，亦會
為大學帶來各種裨益。同時，計劃具備完整評選
機制，能為投資者帶來經多方專家認可的優質項
目。他呼籲業界應抓住這個投資良機。

投資者選擇多 更放心
他認為「產學研1+計劃」具備完整的評選機

制，「有大學推薦，都是深科技且經過多年積累
出來的好成果，有business review，也有很好的市

場拓展性」，再加上特區政府以配對形式資助團
隊完成項目，整個設計能讓投資者有眾多選擇，
更積極、容易、放心地參與。
是次計劃亦從制度上優化，讓科研項目所產生

知識產權收益佔比，由過去大學佔七成、團隊佔
三成，反過來變成三七比，而創新科技署其他計
劃明年起也會作相應修改。孫東指，新做法獲大
學支持，「從表面數字看，大學收益好像減少
了，但是以往很多專利是束之高閣；現在三成比
例是少了，卻可大大提升科研團隊產業轉化的積
極性，成功率提高。」
他又指，大學孵化出成功企業，不只帶來知識

產權收入，對大學知名度、影響力亦有積極作
用，加上企業可以資助協作、捐款等方式回饋母
校，亦可引領學弟學妹發展更多初創企業，整體
成效十分可觀。

就河套區建設成世界級產學研平台的願景，
孫東表示，希望能讓這個內地與香港交匯之
地，建立臨床轉化醫學研究基地，當中要做好
生物遺傳資源跨境流動政策，以善用兩地生物
樣品、血液、幹細胞等各類資源。同時亦要在
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多個方面拆牆
鬆綁，用好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獨特
優勢，讓河套合作區實現「規劃」中提出的
「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發展定位。
「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
動，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要克服很多挑
戰。」他以物流為例，今後河套將要大力發展
生命健康科學，而香港園區已計劃建立一個重
要的臨床轉化醫學研究所，需要大量的生物樣
本和信息，「按照國家規定，還有一些政策上
的制約，我們希望可以拆牆鬆綁。未來起碼在

河套地區，內地的一些生物遺傳樣品，可以更
方便、更自由地跨境到香港園區。」

盼港方受限業務可放寬
資金方面也是如此。他指內地資本要跨境到

香港來，目前還是有一些限制，「今後是否可
能做到更多內地資金跨境，至少到香港園區，
而且是投資創科，希望這方面也能拆牆鬆
綁。」與之相對，目前港人港資仍未能在內地
從事與血液、基因、幹細胞等相關業務，孫東
也希望拆牆鬆綁，讓港人港企未來可到深圳園
區從事相關業務。
「所以我們會說河套是個新政策的試驗點，

在『一區兩園』基礎上，實行專屬的跨境政
策。」他表示，相信只要做好兩地政策上的對
接，河套就會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創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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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團隊佔七成權益 計劃書蜂擁而至

國務院在8月底公布《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提出

共30項措施，涵蓋深圳園區的發展定

位、目標、總體布局、基礎設施布局，

以及如何協同香港推進國際科技創新等

範疇。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局長孫東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

調，香港會與深圳一起，全力全速推進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建設，局方

並已計劃向國家爭取於河套香港園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立香港首家、以生

命健康與人工智能（AI）兩大領域相結

合的「國家實驗室」，望能匯聚全港最

優秀的創科力量和資源，助力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聚焦生命健康與AI

◆河套最新建設進度。 港深創科園視頻截圖

河 套 香 港 園 區 位 置 與 模 擬 圖

國務院《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明確定出時
間表，包括在2025年「基本建立高
效率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
2035 年要「成為世界級的科研樞
紐」。距離 2025 年的節點不足兩
年，孫東坦言有緊迫感，為此香港
特區府計劃明年中完成對香港園區
的西區東區兩期規劃，並加緊研究
園區相關政策，務求趕及做好整體
硬件和軟件布局。
「我想（2025年）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園區規劃，也是硬件層
面。」孫東分享指，香港園區現分
為西區、東區兩期發展，其中西區
初步規劃已在前段時間完成，「現
在還在聽取包括深圳方面的意見，
在做一些修改。」至於第二期東區
規劃亦已開始，計劃在2024年中左
右定好西區和東區的初步規劃大
局，當中將包括落實設下哪些主題
發展園區，大致布局，提供多少樓
面面積，有哪些人才公寓、服務、
商業等各種設施。

開始研究實行哪些創新政策
「除了硬件規劃，更重要的是軟
件，這就牽涉到未來園區發展，特
別是在創新科技及產業發展的措
施。」他表示，「規劃」點明河套
發展定位包括成為國際先進科技創
新規則的試驗區，「比如我們怎樣

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
動，需要實行哪些創新政策，如何吸引海內外
高科技企業和人才入駐，如何利用河套匯聚世
界創科資源，這些都是我們下一步或正在開始
研究的課題。」
至於2035年世界級科研樞紐的目標，尚有逾
十年時間。孫東認為，相比香港科學園約20年
始建成今天局面，「要用一半時間，建立大四
倍的地方，可想而知挑戰很大。」惟他同時強
調，國家已明確指出這樣的宏偉願景，必須全
力完成，事實上深圳幾乎傾全市之力發展深圳
園區建設，香港也同樣對香港園區發展高度重
視，相信未來十年河套區能有理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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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投放100億港元的「產學研1+計
劃」本月中推出，孫東形容，大學科研人員對計
劃反應「異常熱烈」，多所大學都收到四五十份
計劃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
家實驗室」為引領的戰略科技力量，聚焦量

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人工智
能、生物醫藥、現代能源系統等重大創新領域組
建一批「國家實驗室」。
孫東表示，香港今後作為國家的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在全國的「國家實驗室」方面，香港應該
佔有一席之地。他解釋，有別於現時香港擁有的
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按照現在國家最新的規
定，共有兩個層面，第一就是『國家實驗室』，
是最高級別的實驗室，現時全國共有十多所，
（但）香港還沒有」，往下的層面是全國重點實
驗室，會由現時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重組而成。

冀匯聚全球創科資源
河套合作區將打造成為世界級的產學研平台，
「那麼在這裏面，我們可以想像，今後在香港園
區是不是能夠建立一所『國家實驗室』呢？香港
業界過去一直提出這要求，我們也希望在這方面
爭取。」他說。
就這所「國家實驗室」將聚焦的主題，孫東指

細節仍待與業界、大學等持份者商討，「但大家
都知道香港科研上的優勢，一個是生命健康，另
外還有人工智能。」他認為，香港應按自身長處
和特色，在人工智能加上生命健康兩者結合的領
域充分發揮。在香港建立一所「國家實驗室」，
不僅可以極大促進相關領域的科研發展，亦可充
分發展國際化的優勢，匯聚全天下的創科資源。
他相信業界會全力支持，也肯定河套必定是這所
「國家實驗室」的最佳選址。

料「過江龍」感興趣
他表示，河套香港園區港深創科園的發展，亦
會跟其他多項創科政策銜接。「一方面希望吸引
眾多的全國重點實驗室進駐河套，在這建立其產
學研基地。再者是我們前幾年推行的InnoHK創新
平台，已取得不錯發展，它們現在到了下一步發
展、升級階段，特別是在產業方面。未來的『In-
noHK 2.0』，也許就會在河套落實。」
他說，加上即將啟動的「產學研1+計劃」孵化
出來的初創企業、招商引資到來的重點企業，相
信為數不少都會對河套、新田感濃厚興趣，還有

特區政府早前預留100億港元推動生命健康科技發
展，「其中相當多的重點，是希望未來在河套地
區建立一個生命健康研究院」，充分顯示河套規
劃與香港特區創科政策緊密相連。

◆河套區在疫情期間曾作為應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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