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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周宇、石璐杉

「學習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深化香港與內地創科合作座談會」 昨日在港
舉行，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與來自多所大學的專家學
者以及創科界代表17人，暢談學習心得體會，為香港與內地創科合作建言獻策。與
會代表紛紛表示，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已在香港科技界引起熱烈反響，為今後兩
地的創科工作指明了方向，香港各界應抓緊機遇，更加積極有為地推進兩地開展更
深層次、更高水平的創科合作，為大灣區和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專家學者建言獻策

【大公報訊】由京港學術交流中心主辦的
「學習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深化香港與
內地創科合作座談會」 昨日上午在港舉行。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在會上發言時強調，要深刻
領會中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部
署，全面認識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
推動作用。他希望香港創科界牢牢把握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這一歷史機遇，加強同內地科技合
作，為建設國際一流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
中心，建設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貢獻力量。

中聯辦將積極溝通協調
譚鐵牛指出，座談會匯聚了來自香港創科

領域官、產、學、研各方面的代表，各位的發
言緊緊圍繞深化香港與內地創科合作，從自身
工作出發，談了自己的切身體會，發表了中肯
的意見建議。相關建議對有關部門出台新政策
、新舉措，推動制度創新具有指導意義，香港
中聯辦將積極與內地相關部門溝通協調，不斷
為香港科技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安
排。

香港最大後盾就是國家
「一直以來，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科技創

新工作，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譚鐵牛希望香港創科界要認清一個大勢，
充分把握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大勢，深刻領會
中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
全面認識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推動
作用；要堅定一個信念，中央對貫徹 「一國兩
制」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的決心始終堅定不移；要明白一個道理，
香港發展的最大後盾就是國家，香港發展的最
大機遇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抓住一個機
遇，希望香港創科界牢牢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這一歷史機遇，立足香港自身優勢，積極發
揮創新源頭、人才驛站、合作橋樑和中介平台
作用，加強同內地科技合作，為建設一個國際
一流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科技
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譚鐵牛：
加強創科合作 共建科技強國

【大公報訊】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日主辦香港各
界青年座談會，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
成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在座談會上表示，習主席在深圳再次專門談到香港
青年，充分表明了國家對香港青年發展的高度重視及
對香港青年發自內心的關心關懷。

關鍵是做好教育引導
陳冬指出，當代香港青少年是伴隨香港特區成長

起來的新一代。從總體上看，這一代青少年是積極向
上、充滿活力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了反中亂港勢
力的操控和錯誤思潮的誤導。從非法 「佔中」 到 「旺
角暴亂」 ，再到去年的 「修例風波」 ，都暴露出香港
青少年問題的複雜性和嚴峻性。

「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強，要增強他們對國家的向
心力，關鍵是做好教育引導。」 陳冬認為，在內容上
要突出重點，要幫助香港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
人生觀、價值觀；在方式上要注重創新，教育引導要
用青少年喜聞樂見、容易接受的方式，春風化雨、潤
物無聲地提高青少年工作的實效性。

陳冬表示，回歸20年來，香港經濟社會各項事

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香港也面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等諸多問題，香港青年面臨學業難、就業難、創業難
、置業難等痛點。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團體，要努
力為青年發展搭台搭梯，幫助更多青年從暫時的困難
中走出來，轉變觀念、開拓進取，為香港繁榮穩定貢
獻聰明才智，實現自身的夢想和價值。

大灣區提供更多機遇
陳冬強調，對香港青年而言，大灣區提供的機會

與可能性，遠多於一個香港，更勝於異國他鄉。香港
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有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他
們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通曉中西文化與中英兩文三
語，可以更好推動灣區與國際市場實現更高程度接軌
，成為大灣區聯結世界的 「超級聯繫人」 。

陳冬提到，去年 「修例風波」 給香港社會蒙上了
政治陰霾，但國家對香港青年的深深期許和殷殷關切
始終如一。他強調，我們要以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為
指引，推動香港青年工作再出發，努力為香港青年成
長成才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讓他們感受到國家和全
社會的關心關愛，更好地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
闊征程。

陳 冬：
港青可擔當大灣區超級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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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局局長薛永恆表示，未來，特區政府將
積極發揮香港在對接全球創新體系、吸引世界優
秀人才等領域的獨特優勢，在人才、項目、資金
等科技創新要素跨境流動、科技產業協作、智慧
城市建設等方面，與內地進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香港大學榮譽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
認為，未來，要重點思考兩方面問題：一是如何
加強兩地在創科合作中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便捷流動；二是
如何利用好香港基礎科研優勢，加強兩地原創性
、前瞻性科研合作。

加強聯合科研攻關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建議推動兩地實施

更開放的人才政策；充分發揮香港基礎科研優勢
和深圳產業承接轉化優勢，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
基礎研究力度。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滕錦光
提出，由香港與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一起投資
成立科技聯合基金，進一步突破原有聯合資助計
劃在申報條件等方面的政策限制，進一步加強大
灣區聯合科研攻關。

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倪明選建議特區政
府在推動 「InnoHK」 創新平台等建設中要進一
步簡化行政審批程序，加強與內地高校的產學研
對接，為本地科研發展創造更寬鬆的制度環境。

加快內地科創成果「過河」
香港大學副校長顏慶雲說，港大將積極推動

與內地合作辦學，用張翔校長的話說，就是 「同

一個身體，兩條腿，跨過深圳河」 ，進一步推動
兩地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新資源的共建共享。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功能樞紐院長溫維佳
希望特區政府加大科研項目資金支持力度，並積
極推動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提升成果轉化率。

香港科學園行政總裁黃克強說，香港與大灣
區內地城市要配合互補，香港應發揮上游科研的
優勢，幫助企業提升科研能力，他亦希望政府盡
快推動內地的數據和生物樣品 「過河」 。

香港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認為，國際化城
市的氛圍可吸引國際人才在香港落腳，到大灣區
發展。內地的創科企業在走出去實現全球化的時
候，香港應發揮優勢去配合。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集成電路及系統高級總
監史訓清指出，應科院與內地及本地大學合作開
展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通過利用ITF
的資金將新科技落地；二是參與內地相關科技領
域標準的制定；三是與本地大學合作培訓人才。

商湯科技香港總經理尚海龍提出，香港在創
科要做好長遠規劃並擺正心態。香港要用自己的
科技產品，扶持自己的科技企業才能有未來。

三名獲得2019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的青
年學者也提出了加強兩地科創合作的建議。香港
大學工學院教授岑浩璋希望，建設更多聯合實驗
室並支持院校購置科研器材，在往返內地實驗室
或校區的交通上提供便利。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副教授呂愛蘭希望特區政府今後有更多的基金能
夠投放在基礎研究領域，給大學青年學者更多的
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工學院副教授盧怡君建議特
區政府應從建設綠色城市和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
，對綠色能源技術的轉化應用給予支持。

兩地深化交流
打造創科中心

青年代表滿懷期待

港青發揮優勢
融入灣區發展

大公報記者 劉越琦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昨日舉辦香港各界青年座談會，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
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本港27位青年代表出席座談會，他們
一致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青年創造了更多發展機會，香港青年應充分發
揮自身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表示，希望可以把青
年人交流活動做得更加多元一些，比如增加更多
體育和文化的元素，以此為主題促進年輕人的交
流，培養他們掌握更多中華文化，增加年輕人對
國家的認同感和對祖國的向心力。

倡舉辦深度交流活動
全國青聯副主席梁宏正說，香港近年在科技

、創新及教育方面進一步投放資源，着力培養人
才。香港青年可充分利用自身長處，積極參與粵
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青少年交流方面，兩地政
府或團體可考慮以不同主題舉辦深度交流活動。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樓家強認為，新的發展格
局為香港青年帶來無限發展機遇，未來香港青年
工作的重點為 「謀未來、懷香江、融灣區、建設
國家」 。他強調，香港必須要加強愛國教育，增
強對祖國的 「向心力」 ，堅固他們與內地青少年
國家同是 「一家人」 的觀念。

吸納內地創新金融科技
香港菁英會主席曾鳳珠指出，深

港聯動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她建議，未來可以透過舉辦
兩地深度交流活動，建立友
誼、互信及關係；鼓勵粵港
澳青年在大灣區就業、創業
及置業。

社區策展人林琳表示，
香港能夠成為中國經濟雙循
環的 「推進器」 ，建議香港
可與內地金融機構合作；透過
大灣區一體化吸納內地創新金融科技
，補足香港的內在創新動力；善用前海創

業優惠，香港青年可以發展更多區塊鏈技術業
務。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建議，首先要
正本清源，破除兩地青年心理障礙，縮短兩地青
年心理距離；其次要真正了解香港青年這個群體
，深入了解香港青年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
覆出現的問題；最後正確的事情 「大膽說、大膽
做，而且堅持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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