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國家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創科迎來了寶貴
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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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大灣區機遇 人才是關鍵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天大研究

院日前舉辦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香港高質量
發展」 研討會，70多位來自香港和內地多個智
庫、研究機構、中資企業以及政、商、學界代
表和專家學者，共同探討香港如何抓住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機遇，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在深
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中加快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提升發展動能，實現高質量發展。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次研討會圍繞 「金融及專業服務」 、

「航運、國際航空及物流」 、 「創新科技及文
化發展」 和 「中資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
的作用」 四個重點領域進行探討，與會者紛紛
從不同角度發表意見和建議，共同為大灣區建
設發展出謀獻策。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時表示，香港本身
就是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發展和國家

發展密不可分。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發揮
連接祖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樑和窗口作
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實施
以來，香港各界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取得不
少實質進展。他期望參與研討的各界精英，包
括從事智庫研究工作的專家和學者，積極提出
建設性和前瞻性的意見，共同為大灣區建設和
國家整體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指出，粵港澳大灣區
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
法系的環境中建設，在世界上沒有先例。五年
來，香港以參與大灣區建設為契機，在加快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了更好發展。特區政府
正在推進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已成為香港
參與灣區高質量建設的重要紐帶，將有力帶動
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建設。他希望包括天大研
究院在內的各路智庫，發揮智囊團和思想庫的
作用，形成一批高質量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

為中央決策和地方實踐提供鏡鑒，同時用好智
庫平台，講好灣區故事，讓東方之珠成為全球
人才圓夢的高地，香港居民生活的福地。

金融是核心競爭力
天大研究院董事長方文權強調，香港要把

握大灣區戰略機遇，發揮獨特優勢，實現更高
質量發展。為此，人才和人氣是關鍵，要努力
使香港重新成為吸引優質人才、匯聚各方人氣
的窪地福地，築牢產業事業發展、繼續繁榮穩
定的根基；金融是核心競爭力，要敢於創新、
善於自我完善、厚植持久競爭力，要更好對接
國家戰略、更好承擔國家使命；創科是強大驅
動力，要制定符合港情的創科政策，切實推動
創新科技發展，把數碼港、科學園、北部都會
區連結起來，發揮本地大學的科研實力基礎，
攜手全國全球科技精英，遵循 「蘑菇理論」 ，
構建獨具一格的 「香港創科蘑菇雲」 。

重視外語人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接受訪

問時表示，本港引入人才不限於歐美，宜
放眼內地、中亞及東盟。

過去香港引入人才集中在歐美，原因
與經貿關係密切有關，這類人才對促進香港與歐美之間經貿往
來，自然相得益彰。香港經濟未來大方向，除了歐美市場外，
大灣區與 「一帶一路」 是重點，市場決定了人才需求。銳意投
入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 的企業，若引進不熟悉大灣區及 「一
帶一路」 市場的人才，無助公司發展，只會造成人才及資源錯
配。

正如丘應樺所言，東盟已取替美國，成為香港第二大貿易
夥伴及出口市場。香港與東盟有自貿協議，香港需繼續加強與
東盟10國的經貿合作，發掘中東伊斯蘭國家的經濟體、 「一
帶一路」 中亞國家等新商機。

香港需要引進內地、中亞、東盟，甚至非洲的人才，才能
突圍而出。本地亦要急起直追，培訓人才應付非英語系地區經
貿夥伴，懂得對方的語言，增加親和力，在 「一帶一路」 的征
程更事半功倍。香港貴為國際之都，不能只着重英語，教育局
應放眼未來，投放更多資源到校園，增設外語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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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大灣區國際科創峰
會」 亦圍繞香港創科發展規劃、
融入灣區戰略等內容進行探討。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

示，未來香港要做好頂層規劃，制定清晰
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包括協調上中下游
發展、豐富創科人才庫，以及建設智慧

城市等。
在 「香港創科發展規劃與政策」 主題

演講中，孫東表示，香港要完善創科生態
圈，協調上中下游相互發展，推動產業發展。
除了需進一步強化本地大學基礎科研優勢，鞏
固上游競爭力；亦應加大力度鼓勵大學積極將

科研成果轉化落地。至於下游方面，香港需研
究制定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產業政策，培育本
地科技公司做大做強。 「我們要幫助一些傳統
產業利用新科技升級轉型，支持企業轉向高增
值生產，實現再工業化」 。

豐富創科人才庫
孫東補充說，政府亦需要加大力度培養並

挽留人才留港發展，豐富創科人才庫。同時，
加強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進程，讓市民分享到
科技發展帶來的好處。此外，要積極推動河套
地區港深科技園的建設，以及位於北部都會區
的新田科技城發展，擴大支持港深口岸經濟帶

的建設。
活動最後亦舉辦了 「融入灣區戰略 建設

香港國際創科中心」 圓桌論壇，探討香港的發
展機遇。科大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李澤
湘表示，本港工業的生產總值（GDP）僅佔
1%，說明很多大學科研成果沒有轉化應用生
產，雖然有北部都會區發展先進工業，但還不
夠。

科技創新聯盟主席盧煜明則認為，本港應
將市場擴大至大灣區，兩地資源整合，才能更
好地發展基礎研究產業化。這不僅是為了發展
工業，更是進一步帶動服務業、金融業發展。

大公報記者鍾怡

鼓勵大學科研轉化 助傳統產業升級轉型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昨日在香港科學園主辦首屆 「大灣區國際科創峰會」 ，為建設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言獻策。

發展
規劃

▲香港
積極推動

創科發展，
助力再工業
化。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活動並致辭
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去年成

立，正值國家 「十四五」 規劃的開局
之年。 「十四五」 規劃奠定祖國發展為

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的目標，更明確支
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香港帶
來歷史性的機遇。院士聯盟凝聚大灣區內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以國
家級科學家構建強大平台，貢獻大灣區科
創發展和交流合作，助力國家實現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強。

施政報告將公布措施
李家超說，近日聽到一些意見，

認為應該趁香港邁向由治及興這個
關鍵時刻，着力發展香港的創新和
科技事業，而且也應該把握時
機，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匯聚香
港。他很認同這些意見，也
會在施政報告提出想法和措

施。他又呼籲參與峰會的兩院
院士和科研人才，積極向特區政

府發表真知灼見，助力為下一代

建設更美好、更有活力的社會。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旨在藉着自身

在科研領域及香港國際化的優勢，促進跨
學科交流合作，同時推動科技教育和科學
普及活動。該聯盟主席葉玉如致辭時表
示，在國家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下，香
港創科迎來了寶貴的發展機遇。香港應把
握時代契機，發揮自身所長，在創科領域
融入國家發展、聯通世界。院士聯盟今次
舉辦大灣區國際科創峰會，冀凝聚不同界
別人士，齊心協力進一步推動香港創科發
展，為國家作出貢獻。

激勵更多青年投身創科
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以視像形

式致辭時表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科
技部將一如既往地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國際
科創中心建設，着力推進區域資源共享與
產業互補，引導支持三地科創資源供需對
接，促進科技、產業、金融融合發展，不
斷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全面塑造創新驅
動發展的新優勢。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在視像致辭中亦

提出三點希望，一是希望院士聯盟發揮示
範作用，引領香港創科界，增強創科興
港、科技報國的使命感；二是希望其甘於
獎掖後學，激勵更多年輕人投入創科事
業；三是希望院士聯盟能匯聚全球資源，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創科發展 「珠聯璧
合」 。

中國科學院院長侯建國和中國工程院
院長李曉紅亦以視像形式表達祝賀。侯建
國表示，中國科學院將繼續加強與粵港澳
科技界深度合作，協力產出重大創新成
果，積極服務區域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李曉紅則表示，中國工程院將充分發揮國
家工程科技高端智庫優勢，以戰略諮詢、
學術活動、院地合作等方式助力。

隨後在主題演講環節中，國家科技部
戰略規劃司副司長邢懷濱講解了 「國家科
技發展規劃與政策」 ，詳細介紹了國家致
力於持之以恆加強基礎研究、為企業創新
提供良好環境、激發人才創新活力，以及
推進國際交流合作和開放創新等內容的細
則，加深在座眾人對國家 「十四五」 規劃
關於科技創新的戰略部署的了解。

▲香港要豐富創科
人才庫，政府需加大
力度培養人才。

▲要完善創科生態
圈，需進一步強化本地
大學基礎科研優勢，鞏
固上游競爭力。

建言建言創科創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