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在講座中，
憶述自己與改革開放的關係。原來，他在
1978年考入中科院，是該院首批研究生，也是
改革開放40周年的親歷者及參與者，故特別以親
身經歷訴說改革開放的進程。他憶述在1987年從美
國回流中國擔任副教授的時候，月薪只有122元人民

幣，當年想爭取科研經費，得到五萬元，但當中三
萬用於購買IBM PC/AT電腦，其餘兩萬則用於添

置其他器材，可見當時的情況有多困難
，所以對於中國現今的科
技成就，感觸特別深。

白春禮回流
親歷改革開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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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地科技界帶來新機遇
根據《備忘錄》內容所示，中科院將重點推動其 「廣州

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及 「自動化研究所」，分別落戶港
府於科學園建設的 「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 「人工智能及機
械人科技創新平台」，作為中科院在港的院屬機構，開展研
發工作。之後亦會總結該院屬機構建設的經驗，逐步建設具
全球影響力的 「綜合性創新研究院」，並優先考慮落戶香港
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另外，亦會推動科研成果
轉移轉化、協調中科院與本地大學的合作，以及進行科技
教育和推廣等工作。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與中科院簽署《備
忘錄》落實有關安排，是兩地科技合作的 「重要新篇章
」。她指出，中科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將為香港科技
創新發展發揮重大的推動作用，為兩地的科技界帶來新機
遇，特區政府非常歡迎中科院轄下兩所研究機構落戶兩個創
新平台，並會繼續宣傳推廣，鼓勵更多頂尖科研機構落戶。

撥3000萬資助聯合實驗室
林鄭月娥同時宣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將成立 「聯合

實驗室資助計劃」，並於2018/19學年一次過撥款三千萬元，
為獲中科院認可的聯合實驗室提供研究資助。

白春禮在簽署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備
忘錄》是雙方貫徹落實國家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的具體舉措，
對於深化內地和香港科技合作，助力香
港創科事業，支持大灣區創科發展意
義重大。他表示，生物科技和人工
智能是中科院的優勢所在，可有
力支撐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

白春禮透露，中科院在
港的院屬機構亦會作為日
後在香港成立的 「大灣區
院士聯盟」秘書處，支
持聯盟的日常運作，
協助鼓勵大灣區內的
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院
士更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凝聚頂尖科技人才，貢獻
國家科技事業發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中科院院長白春禮
昨日在香港禮賓府，簽署《關於中國科學院
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備忘錄
》確立中科院將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包括
內地兩間研究所將落戶香港科學園等。林鄭
月娥透露，院屬機構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 「一大亮點」 。白春
禮表示，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是中科院的優
勢所在，在港設立院屬機構有利支撐香港大
力發展創科。

中科院兩研究院將落戶港科學園
林鄭白春禮簽備忘錄 打造大灣區創科亮點

【大公報訊】記者趙凱瑩報道：中國
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就中國科技發展，在香港
公開大學發表演講。他指出，中國科技發展

自改革開放至今可分為五個階段，時至今日碩
果纍纍，過程中香港科學家與改革開放同行，在承

擔國家科技任務、建立創新平台、各方科研合作方面貢
獻良多，隨着中科院在港設立院屬機構，冀未來能進一
步加強兩地科研合作。

「百人計劃」吸引留學人才回流
適逢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公大特別籌辦《

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四十周年》講座系列，首場講
座邀請到中科院院長、納米科技專家白春禮任

主講嘉賓，以 「中國科技創新的發展和成就
」為題，帶領與會者回顧中國創新科技在

過去40年的發展進程，並展望未來。
講座中，白春禮嘗試把過去40年分

為五個階段介紹。首階段為1978年至
1984年。他稱，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

科學大會中，國家率先在科技界解放思想
，中國迎來科學的春天，科研秩序得以恢復

，並重建了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基礎；1985年

至1994年間，國家科技事業踏入改革開放積極探索的重
要發展階段，打開了科技創新的新局面。

1995至2005年，國家把科技創新及人才強國定為國
家戰略，當中中科院自1994年實施 「百人計劃」，成功
吸引大批留學人才回流中國；踏入2005年至2011年的第
四階段，國家明確指出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
、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把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
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心環節。

2012年至今，國家科技發展正式進入加速發展的快
速道路，白春禮表示，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科技創新發展
，始終與國家發展同步，從打基礎、建設施、組隊伍開
始，經多年努力，終取得今天成就，近年國家開創多項
科技成就，如研發出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 「墨子
號」、第一艘國產航母順利下水、成功創建國際首例人
造單染色體真核細胞等，反映中國科技實力不遜外國。

展望將來，白春禮相信中國科技事業將於不同領域
上更上一層樓，並獲得許多開創性的科技成果，推動中
國社會及經濟進一步發展。他強調，中科院將繼續與科
學共進，與國家共行，積極培育更多科技人才，促進創
新發展。他又感謝香港科學家過去在中國科技發展上的
重大貢獻，隨着中科院在港設立院屬機構，冀未來能進
一步加強兩地科研合作。

從習主席上海講話看香港應有何作為？

中國開放的大門愈開愈大，中國改革的
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
關鍵時間節點，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出了「改革再出發」的時代最強音！

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習主
席宣示： 「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不
會停滯！」在上海考察期間，習主席指出 「
堅定改革開放再出發信心和決心」；再追溯
到最近半個月，習主席在視察廣東時向世界
宣示： 「中國改革開放永不停步！」習主席
在主持民營工作座談會時強調： 「我們毫不
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
方針政策沒有變！」

「四十而不惑」。歷經四十年波瀾壯闊
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向未來的腳步更加堅定
、更加穩健、更加自信，不怕風風雨雨，不
畏前路艱險，不懼任何壓力。在國家日益繁
榮昌盛、開放包容的大背景下，香港的發展
之路也會愈加寬廣，呈現出美好發展前景。
「改革再出發」不僅是對上海、對祖國內地

的新要求，也是對香港的新要求。香港應抓
住機遇，積極作為，落實好 「改革再出發」
的新要求。

「改革再出發」是「新南巡講話」重要內容
世界局勢的風雲變幻，預示着什麼？下

一個40年，中國的路怎樣走？習主席在上海
視察時指出： 「我們仍然處在大有可為的歷
史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
。現在，我國發展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
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各種周期性
、結構性、體制性因素交織疊加在一起，加
大了工作難度。但是，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
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我們認準的
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這是對國情、世情做出深刻分析後做出
的判斷，這是對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進行綜
合分析後做出的判斷，這是站在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高度做出的判斷，這體現出以習近平
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政府的洞察力
、決斷力和處變不驚的非凡定力。 「任憑風
浪起，穩坐釣魚船。」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
事情，就是應對外部各種不利因素的上上之
策，就是對 「中國威脅論」、 「中國崩潰論
」等各種聲音的最好回答，就是對改革開放
40周年的最好紀念。

1992年的春天，鄧小平視察廣東、上海
等地，發表了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 「南巡講
話」。南粵大地，歷來領風氣之先，以深圳
特區的建立為標誌，改革開放的第一筆落筆
廣東，書寫了 「深圳速度」、 「深圳效率」
的傳奇。浦江兩岸，歷來是開放前沿，以浦
東開發開放為標誌，改革開放的第二筆落筆
上海。四十年間，滬粵兩地並駕齊驅，把中
國的改革開放引向了新高度。在改革開放40
年的關鍵時間節點，習主席半個月裏兩次南
巡：到廣東，他親自宣布粵港澳大橋竣工通

車；赴上海，他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覧會上發
表主旨演講；在浦東，他登上中國第一高樓
，俯瞰浦江兩岸，發出 「改革再出發」的最
強音。習主席在上海的講話是 「新南巡講話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上海 「堅定改革開放
再出發信心和決心」與在廣東 「中國改革開
放永不停步」共同構成了 「新南巡講話」的
精神內核。

「改革再出發」是對全國發出的總動員令
改革開放如何向縱深推進？習主席視察

上海時指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準確識變
、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堅決破除條條框框
、思維定勢的束縛，深入推進重要領域和關
鍵環節改革。

哪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亟待突破？習
主席指出，加強系統集成，繼續抓好國資國
企、民營經濟、商事制度、社會信用、人才
發展、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改革舉措的完
善和落實，放大改革綜合效應。要深化資本
市場改革，吸引培育本土更多科創企業發展
壯大。要瞄準最高標準、最高水平，優化政
務服務，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要在更
深層次、更寬領域、以更大力度推進全方
位高水平開放，為長遠發展夯實基礎。要
帶頭貫徹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發展
的政策舉措，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制度
環境。

與40年前改革剛剛啟動時不同，今天的
改革已經從 「摸着石頭過河」變為 「頂層設
計＋精準施策」。因而，習主席在要求 「破
除條條框框、思維定勢的束縛」的同時，要

求 「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這
其中蘊含着 「精準施策」的新要求，要防止
「改革走偏」、 「改革無序」、 「改革無效

」等 「改革亂象」，始終保持改革的正確方
向，始終聚焦人民群眾的最根本利益，讓
改革的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讓人民
群眾從改革開放中得到實惠，提升幸福感
、安全感、獲得感。─這是新一輪改革
開放的大方向、大原則。習主席要求 「加強
系統集成」、 「深化資本市場改革」、 「打
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推進全方位高水
平開放」。─這是改革需要攻克的重點和
關鍵。

綜觀習主席視察上海時的講話，不僅指
出了 「改革再出發」的方向和路徑，還劃出
了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海是內地最發達
的城市，上海將繼續引領中國新一輪改革。
習主席上海講話不僅是對上海 「改革再出發
」提出的新要求，更是對全國 「改革再出發
」發出的總動員令！

「改革再出發」促香港積極作為
中國的 「改革再出發」是在什麼背景下

推進的？習主席在視察上海時的講話中強調
：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
鑼打鼓就能實現的。」這就是把 「改革再出
發」置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來觀察
和思考。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想，是百餘年
來無數仁人志士終身奮鬥的目標。在民族復
興的路上，香港不應、也不會缺席！在 「改

革再出發」的路上，香港同樣不應、也不會
缺席！

回首過去40年祖國內地的改革開放歷程
，香港是推動者、貢獻者，也是受益者。香
港地域狹小，借改革開放所賜良機，香港成
功地把製造業轉移到內地，集中力量發展 「
含金量」更高的現代服務業，建成了國際金
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面向未來，香港依然
有條件成為內地繼續深入改革開放的推動者
、貢獻者和受益者。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
例，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如果香港的科研優勢與珠三角的高端製造業
優勢能夠有效對接，香港在保持 「三個國際
中心」的基礎上，還有望建成 「第四國際中
心」，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將達到新水平。再
以內地擴大開放為例，隨着降低關稅、放寬
市場准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打造對
外開放新高地等措施的實施，中國將從貿易
大國變為貿易強國，將為香港提供無限商機
。如果再以大視野來觀察， 「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對於內地改革開放具有不可替代的
特殊作用，香港的許多機遇是具有明顯的 「
唯一性」。投身 「改革再出發」偉大征程，
香港責無旁貸，也將受益匪淺。

「改革再出發！」習主席已經發出總動
員令。香港應主動對接內地，聚焦 「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積極作為，貢獻國家，發
展自己，書寫下一個40年！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港區
上海市政協常委）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大公報記者 林海莹

科研創新：吸引一流科創領軍人

才、具國際影響力且應用前景明確的研
發項目落地香港，開展核心技術研發。

1

成果轉移轉化：推動兩地科技成果的雙向

轉移轉化。創建青年創新創業平台，形成優良的創
新創業生態。

2

協調聯絡：推動由中科院和香港的大學共建的

22個聯合實驗室，及曾為夥伴實驗室的六個國家
重點實驗室合作。

3

科技教育與科學普及：培養

兩地年輕科技人才，開展科學普及活
動，舉辦高水平學術會議、科創展
覽等。

4

中科院落戶香港四大目標

◀中科院在港設院屬
機構有利支撐香
港大力發展
創科

▲林鄭月娥、白春禮在香港簽署備忘錄，確立中科院
會在港設院屬機構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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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階段 2012踏上快速道路

中國科技發展碩果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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