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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
周年慶祝大會發表講話，提到要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改革開放，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加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要以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
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為抓手，加強與港澳創新資源協同
配合。多名專家學者表示，香港和深圳優勢互補，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歷史機遇之下，期待香港和深圳未來在科創方
面共創輝煌。有學者認為， 「西有前海，東有河套」 將會
是未來港深合作的重要平台，對港深科創合作的 「海河會
」 格局充滿信心。

基礎研究推到中下游
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榮休化學講座教授及

研究教授、港科院創院院士黃乃正表示，香港的大學世界
排名靠前，在基礎研究方面很有優勢。而珠江三角洲和長
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相比，高等教育相對較弱。如何將
香港的基礎研究由上游推到中游和下游，是港深可以互補的。

黃乃正提到，中國芯片產業目前相對落後與基礎研究
薄弱有關，數理化基礎研究就是芯片技術背後的支柱，希
望基礎研究日後能夠更受關注。

當前，在與香港接壤的深圳落馬洲河套地區，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的建設正加速推進，而深圳前海的定位是深
港兩地在現代服務業方面的合作。在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外務）副院長黃錦輝看來， 「西有前
海，東有河套」 將會是未來港深合作的重要平台。

黃錦輝指出，河套地區定位是高新科技研究，香港與
深圳合作可促進 「前研後產」 生態圈的發展。香港在基礎
研究上表現卓越， 「前研後產」 首先由香港進行基礎研究
、技術研發，再通過深圳進行測試，進而面向粵港澳大灣
區進行量產，打開市場。

再者，香港的融資服務發展成熟而多元化，同時可以
為區內科技企業提供專業的融資服務。 「香港的科學家、
研究人員將會傾向到河套地區，香港青年如想創新創業就
會跑到前海。」 黃錦輝對港深科創合作的 「海河會」 格局
充滿信心。

生物科技大數據互通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說，香港

和深圳合作交流已久，隨着時間的推進，合作程度也不斷
深入。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目前已經在深圳有研究院和分
校，兩地一起做研究，也不斷有共同的研究基金。

在生物科技領域，莫樹錦認為未來有兩方面可深入合
作，包括基因樣本的流通和大數據互通。 「我很盼望將來在
河套區科技園更深入地和深圳的研究者合作，這兩點我相
信對將來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特首：港深強強聯手 定有更大作為

•將香港的基礎研究由上游推到中游
和下游

• 「前研後產」 ：先由香港進行基礎
研究、技術研發，再通過深圳進行
測試，進而面向粵港澳大灣區進行
量產，打開市場

•香港可以為區內科技企業提供專業
的融資服務

•兩地一起做研究，並設立共同的研
究基金

•在基因樣本的流通和大數據互通
方面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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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擁有深圳
這樣實力強勁

的姊妹城市是求之不
得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通社
報道：10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
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講話提
到，必須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在全球
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權。要
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
局產業鏈，前瞻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
培育發展未來產業。香港科技界人士表
示，香港擁有深圳這樣實力強勁的姊妹

城市是求之不得，不少港人擁有的科研
成果，可在深圳落實轉化為商品，輻射
內地及海外市場，突破科研人員在港的
瓶頸問題。

香港數碼港董事局主席林家禮說，
習主席的講話讓他感到非常振奮。 「我
們看到深圳有這個成果，我們是引以為
榮、驕傲還有高興的。」 他說，香港擁
有深圳這樣實力強勁的姊妹城市是求之

不得，香港應該充當互補、可靠、信任
的夥伴角色，期待下一個40年和深圳共
創輝煌。

林家禮形容，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
一個黃金機遇，不但擁有7000萬人口的
市場，還有國際金融中心、高端製造業
、良好的創科基礎等眾多利好因素。他
鼓勵香港數碼港1600多家科技公司和企
業的年輕人才把握機遇。

互聯網專業協會（iProA）會長冼
漢迪2009年離開投行職位回深圳與友人
合作創辦遊戲公司。他表示，深圳經過
多年發展，現有良好的創科產業鏈，能
將科研成果變成商品和服務；進入市場
，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均配套完善，
在科技研發、人才供應、生產製造、內
銷及外銷市場各方面都有明顯優勢。冼
漢迪說，深圳對港人的優惠政策亦較多

，不少港人擁有的科研成果，可在深圳
落實轉化為商品。

「今天，深圳的創投基金、政策優
惠、住房補貼、人才供應、交流引路等
配套已經十分齊備。」 冼漢迪說，新的
政策讓深圳更容易吸引天使基金的投資
，也為缺乏資金的創業者提供機會；再
加上即將落成啟用的河套創新科技園，
將為創科創業打造更廣闊的實踐空間。

科研成果變商品 輻射海內外市場

兩地合作新征程 開拓科創新格局

林鄭月娥昨在社交網站發布帖文表示，
「與深圳市歷任領導都是好朋友，因此昨天
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的慶祝大會
，既感到親切，亦十分興奮。」

林鄭月娥表示，深圳在四十年間由一個
邊陲小鎮，極速發展為今天的全球領先城市
之一，創造了經濟奇跡；香港亦是在戰後
蛻變為國際金融、航運、商貿中心，輝
煌成就有目共睹。

她又表示， 「隨着區域經濟發展
的趨勢和科技創新時代的來臨，香港
和深圳強強聯手，定能有新的更大作
為！」

上載影片 回憶合作點滴
林鄭月娥亦上載影片，回憶多年

來她參與港深兩地合作事務的點滴，
包括：在發展局局長任內，於2007年
參與深港合作會議，於2008年參與港
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第一次會
議、於2008年參與簽署深港合作協議
；在政務司司長任內，於2015年訪問
深圳前海，於2016年與深圳市市長共
同主持深港合作會議，於2017年參與
簽署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區共同發展
合作備忘錄等。

2017年7月就任行政長官後，林
鄭月娥亦先後參觀深港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出席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儀式、率團參觀
改革開放展覽館、視察蓮塘香園圍口
岸並參加開通儀式、參觀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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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榮休化學講座教授

莫樹錦
中大醫學院腫瘤系主任

黃錦輝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

香港數碼港董事局主席
林家禮

社 評

港深聯動天下無雙 融合發展前景無限
——習主席在深圳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系列評論之二

深圳特區建立四十周年，被賦予新的歷史使
命。有人擔心深圳受重視，香港在大灣區的地位
會弱化。其實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多慮。習近平主
席在講話中強調，必須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基本方針，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
相互促進；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
對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促進人
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
體化水平。這是中央對深圳的要求，何嘗不是對
香港寄予的厚望？港深雙城攜手並進，未來發展
前途無可限量。

香港與深圳作為大灣區兩個重要城市，被拿
來比較不足為奇。去年初，中央公布《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澳門、深圳、廣州
並列為大灣區 「核心引擎」 ，不存在 「偏心」 的
問題。過去40年，香港全面且深度參與了深圳特
區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也發展了自己，既是貢
獻者，也是受惠者，深圳今日的榮光，香港也有
份。同樣道理，深圳迎來大發展，對香港也是重
大利好。

中央日前頒布《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
）》，核心思想就是加大開放力度，包括擴大金
融業、教育等專業領域的開放。深圳繼續成為全
球矚目的投資熱土，香港近水樓台的優勢無疑得
到更有利的釋放。以教育為例，香港有多所大學
名列國際百強，也已有多所院校在深圳設立分支
機構，將來兩地教育合作有增無減；以科技創新
為例，深圳有許多科技大企業，長於商業轉化，
香港在基礎研究上有優勢，雙方完全可以取長補
短，謀求合作雙贏。例如，在深圳創立大疆無人
機的汪滔就是來自港科大，他的導師李澤湘，日
前更被評為對深圳有貢獻的模範人物而受到表
彰。

香港長期扮演溝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樑角色，
或者叫做 「超級聯繫人」 。今年以來，習主席多
次提及，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香港是國際
金融中心，熟悉國際市場運作，擁有大量專業人
才，在促進雙循環發展方面作用顯著，這就是香

港的優勢及機會。
機會有了，關鍵還在於，能否看清形勢及時

把握。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新冠疫情
加速了變局的演進，中國發展的韌性與潛力愈益
顯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剛出爐的《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中指出，世界經濟今年萎縮百分之四
點四，中國則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全年增長率有望達到百分之一點九，明年更
有望增至百分之八點二。如果說，中美在過去十
多年內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引擎，那麼現在
中國就是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單引擎。港人應該
對發展前景有信心，趁勢而上，搭上國家快速發
展的順風車，以更加積極的心態主動擁抱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不可否認，在外力干預下，香港近年來出現
由經濟城市變成政治城市的趨勢，陷入政治爭拗
的泥沼難以自拔，去年的黑暴更一度將香港推向
墮落的萬丈深淵。雖然香港公認是一塊得天獨厚
的 「風水寶地」 ，但也禁不起無休無止的自我折
騰。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須知香港不是兔子，

沒有資格驕傲自大；深圳在新時代擔負新使命，
更加奮力地奔跑；香港與其計較誰是大灣區 「龍
頭」 、 「引擎」 ，不如埋頭踏實苦幹，在新時代
以實際行動豐富 「一國兩制」 新實踐。

習主席總結深圳發展的十大成功經驗，當中
每一樣都是幹出來的，浸透着辛勤的汗水。香港
當年是區域最耀眼的城市，成為光彩奪目的 「東
方之珠」 ，也是拚搏出來的。對香港而言，不怕
深圳成為新標桿，就怕自己不爭氣；不怕誰在大
灣區的 「定位」 更強勁，就怕自己的危機感不足
，或者抱定香港一切都比別人強的盲目心態，故
步自封。令人欣喜的是，在慶祝深圳特區建立四
十周年的今天，香港已有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有
了勇立潮頭譜新篇的覺醒，對未來信心大增。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以
慶祝深圳特區成立四十周年為契機，中國吹響了
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號角，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提
速，有着廣闊而靚麗的前景，為區內城市群提供
共同發展、各自精彩用武之地。香港只要肯拚搏
，整裝再出發，一定能夠再創輝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網
站發布帖文，回顧過去十多年間
港深兩地合作結下的不解之緣。
她說： 「隨着區域經濟發展的趨
勢和科技創新時代的來臨，香港
和深圳強強聯手，定能有新的更
大作為！」

不 解 之 緣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