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大灣區高校合作進入加速時代
【大公報訊】記者湯嘉平報道：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 「高校．科創．灣區
─大時代的角色與挑戰」研討會時指出，
近期的中美糾紛，體現科技自主對國家的重
要性，希望大灣區亦能在這方面有所貢獻，
要用創新來驅動發展，以科技引領未來。

對港高校受內地歡迎感驕傲
林鄭月娥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

，必須要用創新來驅動發展，以科技引領未
來，這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傳
達的精神一致。她指出，香港與內地，尤其

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校合作已進入一個加
速的時代，港高校紛紛在廣東設立分校。她
說，上周到訪粵港澳大灣區三個市─佛山
、肇慶、江門，一談到高等教育，當地領導
向她 「訴苦」，稱追港校的合作就如同 「追
女朋友」一樣 「追得很辛苦」。林鄭月娥說
，作為香港特首，見到香港高校如此受內地
歡迎，感到非常高興和驕傲。

至於科創方面，林鄭月娥表示，打造國
際科創中心，必須要有政府的行為，才能推
動某一個經濟體在科創的發展。現時已推出
八個有關科創的發展，包括在落馬洲河套地

區多建一個科學園，現已進入建設的最後階
段。

此外，第五期的數碼港也將開始建設。
「我們對高教、對科技的發展是不遺餘力的

、不遺財力的，要是希望我在什麼地方能再
進一步的參與，我們也非常願意。」

林鄭月娥指出，現時在粵港澳大灣區做
高教、做創科，還需要中央不斷的支持。她
說，如果校長們有什麼問題和建議，可以向
她反映，她會轉達給教育部、科技部等相關
部委，並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提出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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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者協會主席、香港公開大學校
長黃玉山表示，有人說香港院校的基礎科
研實力強勁，人才輩出，但研發力量比較
薄弱，加上香港還未有大型的企業研發機
構，應和深圳地區緊密合作發展科技產業
，實現 「優勢互補」。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校長徐揚生亦有相類看法，他指香港
是多元社會，深圳則有許多高學歷移民、
專利數量灣區第一，兩地借灣區城市的優
勢互補，能培養出具國際化的綜合型人才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透露，科大在廣
州新校區會開辦香港沒有的課程，以跨系
跨院的形式授課，讓兩個校區二合為一，
互補學習。

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表示，澳門處於
粵港澳大灣區西岸，相對高等院校及國家
重點實驗室集中的東岸，未來可將澳門大
學建設成為大灣區西岸科技創新中心和人
才培養基地，引領西岸和東岸一起在科技
等領域發展，積極發揮智慧城市、微電子
、中醫藥等三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作用。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陳十一分享說，南科大
的發展得益於香港高等教育，如導師制、
書院制、精英化等理念，南科大也一直在

學習香港辦高等教育的經驗，同時港澳高
等院校有不少高層擔任南科大理事或者顧
問等職務，為南科大培養了師資力量，令
學校起點高、特色新、發展潛力足，可與
灣區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機
構組織。

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認為，應重視人
才引進，充分利用港澳和內地的政策優勢
，例如實現科技人員自由行及讓灣區科技
人才可按香港標準交稅，初期可先在前海
、河套、橫琴及南沙試行。

須加強頂層設計
暨南大學校長宋獻中稱，未來應加強

大灣區應通過機制協同、服務協同、項目
協同，優化三地人才流動和合作模式，打
造灣區知識共同體。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指
出，大灣區有騰訊、華為、大疆等大型民
企，創新氛圍濃厚，亦可制度差異互補，
進行制度創新，政府又有大量資源投入科
研，但也面臨制度不同、關稅制度不同、
貨幣不同等問題，建議大灣區內的各地政
府和大學要加強頂層設計，訂立創新機制
，藉以吸引人才。

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 湯嘉平（文） 麥潤田（圖）

由香港學者協會主辦的 「高校、科創、灣區──大時代的角色
與挑戰」 研討會昨日在香港大學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大灣區
多間高校的校長及高科技公司代表均有出席。多位大灣區內知名高
校的校長為大灣區建設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出多項具體建議，包
括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科技人員到港自由行及向他們徵收港稅、建立
高校合作機制、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及打造灣區知識共
同體等。

大學校長建言：灣區科技人才自由行
高校、科創、灣區─大時代的角色與挑戰研討會在港舉行

華為看好大灣區 加大在港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湯嘉平報道：

近日華為公司成為中美貿易戰中的
焦點，華為董事、戰略研究院院長
徐文偉（圓圖）在研討會上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在人才、配套、專利
申請和風險投資等多方面，在全球灣
區中具有重要優勢；華為將持續開放式創
新，加強與灣區以至全球的高校合作。

1991年已進入華為打拚的徐文偉在昨
日的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大時代、大機
遇─從創新到發明》的主題演講。他坦
言，現在沒有理論突破和革命性的基礎技
術發明，通訊產業和行業會遇到瓶頸。但
徐文偉強調，華為創新要從1.0時代到2.0時
代。他表明，這一創新會是開放式創新，
與大學聯合起來，創新的成果和所有大學
和全人類共享。

徐文偉透露，華為會加強與粵港澳大
灣區以至全球高校的合作。目前華為每年

與大學合作方面已投資超過三億
美元。

徐文偉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在人才、配套、專利申請和
風險投資等多方面，在全球灣

區中具有重要優勢。在大灣區內
，華為與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澳門大學等高校已有合作，亦在香港建立
從事人工智能、芯片等研究的研究所，進
一步加大在香港的發展。華為與香港大學
的合作也在探討中。徐文偉表示，作為大
灣區企業，華為樂意挺身而出，助力大灣
區發展。

暨大「全盤接手」李曉江團隊
在討論環節上，有與會者關注中美貿

易戰會否影響內地學者的交流，暨南大學
校長宋獻中回應時提及近期李曉江夫婦被
美國埃默里大學解僱，李在美的實驗室亦

被停止運作一事時表明，暨大決定全盤
接手李曉江團隊的所有教授、人員歸國
，並為其提供場地、實驗室等繼續從事
研究。

宋獻中指出，中美貿易摩擦一定會對
在美中國人才有影響，但只要他們願意回
來，內地高校能夠把他們接納下來。這是
內地高校在經濟社會建設中應有的責任和
使命擔當；待他言畢，全場掌聲雷動。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在演講中表示，國
際人才非常重要。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
下，很多國外人才回流亞洲。他說，香港
國際化程度高、專業服務能力強、稅率很
低，對國際人才有很強的吸引力。張翔認
為，香港可以加強國際人才儲備工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研討會由香港學者協會主席、香港公
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及澳門科技大學教授蕭
文鸞主持。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大疆
創新董事長、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昨
日以 「大灣區的機遇與挑戰：科研成果商
業化」為題進行演講。他認為，粵港澳大
灣區在科創方面最大的優勢是效率，可以
做到科研產品的創新速度比硅谷快10倍，
但成本只是其十分之一。

李澤湘分享過去將科研產業化的經驗
，他指出，產業化之路遠比學術研究要艱
難，且成功率極低。因為需要在機制、資
源、人員保障基礎上無數次迭代。在這種
反覆迭代的過程中，為發揮這一優勢，為
創新企業提供人才聚集、政策、資金、資
源等方面的支持尤為重要。他說，打造出
系統性的孵化體系，將大大提升創新企業
的孵化成功率。

李澤湘說，教育有助推動產業創新，
但過去內地多數大學可達到60至70門課程
，流於形式化，認為創業者應具備創新思
維、驅動力及技術知識的素養。他認為，

香港發展科創最大的劣勢在於，經濟結構
嚴重不平衡，缺乏製造業。因此，科大很
多校友，一畢業就去了深圳。他指出，現
在香港很多房地產公司也想做創科，但缺
少的是頂層設計。

李澤湘：灣區創新速度快硅谷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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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

大灣區
內的各地
政府和大
學要加強
頂層設計
，加強機制
創新，吸引人才。

政策優勢
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

充分利
用三地政
策優勢，
例如科技
人員自由
行及讓灣區
科技人才可按香港標準交稅
，初期可先在前海、河套、
橫琴及南沙試行。

資源共享
暨南大學校長宋獻中：

未來大
灣區應通
過機制協
同、服務
協同、項
目協同，優
化三地人才流動和合作模式
，實現與港澳台僑優質教育
資源的共享，打造灣區知識
共同體。

合作發展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

香港具
備基礎科
研實力和
人才，但
研發力較
弱，應和深
圳地區緊密合作發展科技產
業，實現 「優勢互補」 。

向港學習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陳十一：

南科大
一直在學
習香港辦
高等教育
的經驗，
同時港澳高
等院校有不少高層擔任南科
大理事或者顧問等職務，可
與灣區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
技基礎設施的機構組織。

跨院授課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

科大廣
州新校區
會開辦香
港沒有的
課程，以
跨系跨院的
形式授課，讓兩個校區互補
學習。

優勢互補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

香港屬
多元社會
，深圳則
多高學歷
移民、專
利數量灣區
第一，兩者可優勢互補，成
就更多國際化的綜合型灣區
人才。

灣區知名大學校長為科創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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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養
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

澳門處
於粵港澳
大灣區西
岸，可建
設成為大
灣區西岸科
技創新中心和人才培養基地
，引領西岸和東岸一起在科
技等領域發展。

▲李澤湘表示，大灣區在科創方面最大
的優勢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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