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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內部動力 完善參與機制

科技部：推港融入國家創新體系
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科技創新合作體系不斷完善，香港科研人員

進一步深入參加國家科技計劃。在新的中央財政科技體系下，2016年度
，有香港學者參與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立項數達到61項。科技部在回應
大公報採訪時表示，香港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 「十
三五」 規劃和 「一帶一路」 倡議下，將發揮其 「超級聯繫人」 的作用，

激發香港科技創新的內生動力，努力在科創領域實現 「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同時，圍繞有關領域建設香港
科技創新平台，進一步推進兩地科研交流與合作。

Anniversaryth

兩地融通 大公報記者 周 琳

紫荊花開 飄零百年香港回家

【大公報訊】記者何玫海南報道：由
海南省委統戰部主辦的 「紀念香港回歸
弘揚法治精神──香港基本法墨寶玉石碑
刻展」27日在海南省博物館開幕，海南省
委副書記李軍、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張韻聲
、海南省政協副主席王勇，及香港華僑華
人總商會會長古宣輝、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常務副會長鍾保家等，與來自美國、英國
、俄羅斯、新加坡、日本、泰國、印尼、
菲律賓、文萊、蘇里南等國家的華僑華人
代表和香港同胞出席開幕式。

「香港基本法墨寶玉石碑刻展」是一
次高規格的紀念香港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
，旨在展示 「一國兩制」的偉大創舉，弘

揚法治精神，激發愛國熱情。該碑刻作品
是愛國華僑鍾保家於20年前斥資，邀請啟
功、沈鵬、張海、蘇士澍、周韶華、林凡
、陳振濂等97位中國知名書法家精心創作
，並以此為藍本，用靈璧石為載體，邀請
了56名碑刻名家精心雕刻完成了石刻墨寶
及拓本，於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完成。

9月下旬香港展出
鍾保家表示，香港基本法墨寶石刻長

卷的創意和製作，體現了祖國人民和香港
同胞對香港回歸的深摯感情，也讓博大精
深的中華碑刻文化廣為人知。香港華僑華
人總商會會長古宣輝則表示，全國知名的

書法家、碑刻家們通過自身所長，共同繪
製這幅巨作，可以看出民眾對香港的關心
與關懷。

據悉，該香港基本法墨寶玉石碑刻將
於9月下旬首次登陸香港，在中央圖書館
隆重展出，此項香港展覽活動以被確定為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慶典重點活動之一

」，由全國歸國華人華僑聯合會原主席林
軍、香港特區新一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
特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等任展覽組委
會榮譽主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
華僑華人總商會等30多家團體機構共同參
與舉辦。

啟功沈鵬基本法墨寶海南展出

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科技創新合作體系
不斷完善。科技部表示，香港科研人員進一
步深入參加國家科技計劃。在內地與香港科
技合作委員會機制下，兩地圍繞鼓勵香港科
研人員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開展基礎研究、
應用研發和產業化基地建設，鼓勵創新創業
實踐，制定香港配合國家科技發展規劃的重
點領域和方向，以及深化粵港、深港區域科
技合作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2014年底，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
啟動，港澳台科技合作專項納入國家重點研
發計劃統籌整合。與此同時，香港科技創新
體制不斷完善。2015年11月，香港創新及科
技局正式成立，隨後由創新及科技局提出了
包括推動香港與世界最頂尖的科研機構加強
合作、壯大香港創科人才庫等未來9大工作
重點。2015年底，由香港科學界知名學者組
建成立了港科院，加快推動本地的科學研究
和科技教育。在2017年的政府施政報告中，
「創新及科技」單獨成章並佔據了較大篇幅

，報告明確將預留經費用於支持創新及科技
發展， 「香港全社會共同關注、支持和參與
科技創新發展的良好氛圍迅速形成」。

科技部稱，香港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
組成部分，要發揮好香港地區國際化創新資
源優勢，增強共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向心力
和凝聚力，為香港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和政
治穩定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

對此，科技部高度認同並將全力配合，
全面推進香港科技創新發展的歷史性契機，
使香港積極投身到國家 「十三五」科技高速
發展的歷史潮流中來，推動更多創新技術轉
移轉化，積極參與培育各類創新人才和創新
團隊。

港科技創新體制不斷完善內地香港科技交流密切
（2006年至2014年）

港人參與國家科技計劃課題 472位

國家科技計劃課題負責人 43名

入選國家科技計劃專家庫 192人

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獎 30餘

港人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1項

港人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項

科技部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4年，
472位香港科研人員參與了973計劃、863計
劃等國家科技計劃課題的研究工作，其中
課題負責人有43名。至2014年，香港入選
國家科技計劃專家庫的人數已達192人。十
多年來，香港推薦項目獲得30餘項國家科
學技術獎，其中包括1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
獎和1項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在新的中央
財政科技體系下，2016年度，有香港學者
參與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立項數達到61項
，84人次。

積極推港融入雙創氛圍
科技部國際合作司有關負責人表示，

香港基礎科研平台建設不斷加強。在科技
部的支持下，香港6所高校建設了16家國家
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香港科技園設立
了3家國家產業化基地，香港3所高校、香
港應用技術研究院設立了6家國家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2015年，瑞典卡羅
琳斯卡醫學院宣布在香港設立首個海外科
研基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宣布在香港成
立全球首個海外創新中心。

科技部指出，中央高度重視與香港的
科技創新合作，將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
科技創新體系，充分發揮香港 「一國之利
，兩制之便」的優勢，努力在科技創新領
域實現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成為國
家科技創新領域的 「超級聯繫人」。積極
推動香港融入內地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的良好氛圍中，與內地開展更為緊密的
合作。

該負責人表示，下一步要推動香港建
設成為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一方面充分
發揮香港在資訊流通、科研基礎、市場觸
覺、服務業、知識產權等優勢，積極擴大
香港創科人才庫建設，推動香港與世界最
頂尖的科研機構加強合作，鼓勵吸引國際
頂尖科研機構。

另一方面，要完善兩地科技創新合作
機制，推動香港科研和創新深度融入國
家創新體系。其中包括進一步鞏固兩地科
技合作委員會機制，從不同層面開展內地
與香港的科技創新合作，深化與香港科創
局、團結香港基金會的合作，加強科研和
產業化基地、青年科技人才合作交流等綜
合性合作平台體系建設，推動內地高校、
科研機構、企業與香港相關機構的合作研
究。

盼港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
同時，繼續推動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

夥伴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等創新基地建設。進一步完善香港
科學家申報國家科技獎勵、承擔國家科技
計劃項目的參與機制，建立兩地聯合資助
研發項目長效合作機制。

科技部稱，相信在國家 「十三五」規
劃的整體部署下、在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的
統籌和推動下，香港的科技創新必將迎來
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也希望港方進一步加
大科技投入，關注兩地的科技交流與合
作。

▲今年2月11日，第三次南海大洋鑽探（IODP）367航次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孫珍教授（右一）向香港中文
大學理學院師生介紹 「決心」 號上的科研設備 資料圖片

▲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共獲頒六個國家科技獎獎項 資料圖片

▲香港基本法墨寶玉石碑刻海口展出 大公報記者何玫攝影

▲四位港中學生設計的 「太空養蠶」 實
驗2016年跟隨神舟升入太空 資料圖片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終於回家，五星紅旗與紫荊花
旗第一次同時升起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趙一存北京報道：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中央電視台
推出的5集大型紀錄片《紫荊花開》27日
播出第2集《神聖時刻》。1984年《中英
聯合聲明》正式發布，香港進入回歸前的
過渡期。然而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就任
，隨即拋出與中方對抗的 「三違反」政改
方案，進而演變成中英之間的公開較量。
至此，如何才能實現平穩過渡就成為擺在
中國面前的首要難題，中國政府為此有力
回擊了英方的不合作態度，最終迎來了萬
眾矚目的 「回歸」神聖時刻。

1985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正式成立

，開始為香港順利交接、平穩過渡展開一
系列艱苦談判。然而，彼時中國國內發生
政治風波，國際上，東歐、蘇聯發生劇變
，英國由此錯判形勢，決定在1997年之後
繼續保持對香港的控制。1992年4月 「強
勢人物」彭定康出任香港港督，隨即推出
了一個與中方對抗的 「三違反」政改方案
，導致中英兩國間公開進行較量。1993年
3月，中方採取了第一項反措施，設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備工作機構。同年
，中英之間進行了長達半年之久的17輪談
判。

1996年3月，香港特區籌委會正式決

定成立特區臨時立法會。1996年12月11日
，香港港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舉行第
三次全體會議，選舉董建華為香港特區第
一任行政長官。

1997年7月1日凌晨，飄零百年的香港
終於回家，五星紅旗與紫荊花旗第一次同
時升起。鄧小平夫人卓琳代表鄧小平赴港
出席回歸慶典活動，見證香港回歸祖國的
世紀盛事。紀錄片展示了范徐麗泰、張明
敏、曾憲梓、陳滋英、張浚生、朱育誠等
人在回歸時刻心潮澎湃、熱淚盈眶的鏡頭
。新華社原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感慨道
： 「那個場面是一生不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