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 港科技政策將鼓勵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
家重大科技項目、申報國家人才計劃；

啟動新一輪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
室的遴選新建工作。政策雖然不複雜，卻極具
操作性，同時涵蓋科技發展的最主要環節。

鼓勵港人參與 擔當「核心智囊」
「鼓勵港人參與國家重大項目，主要分為兩

方面」，曹健林表示，一是內地將更多地引進
香港科學家參與項目評審。「香港科學家普遍
具有更好的科學精神，他們距離內地的『小圈
子』更遠，評審更公平，也有公信力」，曹健
林表示，未來將吸納更多的香港科學家進入重
大項目評審名單。二是香港科學家在國家重點
項目中發揮 更重要的作用。曹健林表示，擔
任內地重大項目首席科學家的港人越來越多，
他們已成為重要研究的主要負責人。
據了解，近年來，就有香港科技大學土木

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李宗津成為「國家重點
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項目的首席
科學家，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張大鵬
教授任北京新技術應用研究所首席科學家等
等。多位香港科學家成為內地科研項目的領

軍人，科研機構的「核心智囊」。

最大限度開放 直接參與項目
除此之外，在香港科學家參與國家重大科技

項目方面，已從此前的「曲線」方式變為直接
參與。曹健林表示，雖然兩地合作意願強烈，
但由於「一國兩制」原則，內地重大科技計劃
的資金不能過境直接撥付給香港的科學家和科
研機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科研機構可通過
設立內地分支機構，例如香港大學成立的深圳
研究院，即可直接申請國家科研項目。另外，
香港科研機構也可以在內地尋找夥伴實驗室，
聯合申請科研項目。這些已是在現有制度下最
大限度的開放。但曹健林仍表示，未來希望能
夠更加開放。
目前，香港已擁有12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或夥

伴實驗室，這一數量已超過部分內地省市。

三類人才計劃 制定豐厚待遇
談及即將啟動的新一輪夥伴實驗室遴選，曹

健林表示，這主要看香港實驗室的發展是否已
達到相應水平，並在內地已找到有合作意向的
夥伴實驗室。兩地實驗室合作要雙贏，大門是

敞開的。他希望，香港能根據國家的迫切需
求，以及技術特長綜合考量，選擇重點支持和
重點發展的實驗室，與內地更好地合作。
香港參與國家人才計劃的問題，被兩地科學

界密切關注。曹健林介紹說，目前國家人才計
劃，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國家級，面向全世
界、全社會的，主要有「千人計劃」；二類是
部委級，例如教育部的「長江學者」，中科院
的「百人計劃」等；三類是地方級的，例如
與香港緊密相連的粵港人才，山東的「泰
山學者」計劃等。
「這三類計劃，全部向香港開放」，

曹健林說，世界上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視
科技，而且都知道「科技是在人的腦袋
裡」，人才是科技的根本。
曹健林介紹說，以國家級「千人計劃」為

例，原則上是人才回到祖國後，事業上給予1
千萬元的事業科研經費，同時要求其所接收單
位有相應匹配的待遇，至少也是實驗室主任等
科研負責人級別。同時，並給予生活上的安家
費，以及配套照顧等。與此同時，若科學家是
千人計劃成員，也將成為申請國家級重大項目
時考慮優先的因素。

讚香江科技發展 冀兩地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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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中國科技部副部長

千人計劃，即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主要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重點
引進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
軍人才的一項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
計劃從2008年開始，用5到10年時間，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

實驗室、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主的各類園區
等，引進並有重點地支持若干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
目前，千人計劃已有2,263位專家入選。部分專家已擔任國家重點實驗室、

高校院系或企業研究部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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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健林辦公室中，最搶
眼的擺設是一個國產艙外太
空服「飛天」的仿真模型。
曹健林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
代初，他曾作為主要科研負
責人直接參與載人航天工
程。「短短20年，中國就發射
了9艘飛船、一個目標飛行
器，最近更圓滿完成載人交
會對接，發展速度之快、質
量之高是我們當時無法想像
的」。
在從事科研工作期間，曹

健林主持設計研製了中國第
一台離子束測射鍍膜設備，
技術性能達到該類產品的國
際先進水平。他製備的多層
膜反射鏡應用到國家重點工
程，有效GL值達17.5，更創
世界最高紀錄。他還曾為國
際著名的英國盧瑟福實驗室
等提供X射線激光用多層膜
反射鏡，取得滿意效果，為
中國光學界爭得榮譽。
「學而優則仕」後，曹健

林並沒有忘記科研人員的訴
求，「科學家需要項目經費
的支持，更需要明確的研究
發展目標，重大工程則是給
科學家們的平台」。他高度
評價載人航天、高鐵等重大
工程對中國科學的拉動作
用，「這些重大工程能拉動
很多基礎科學的研究，並將
研究成果轉化造福民生」。

國家「千人計劃」 挖掘新軍人
■圖為香港

科技大學教

授李宗津 (中)

與混凝土研

究計劃的科

大團隊。　

資料圖片

中央此前推出多項惠港政策大禮，尤其是兩地科技合作方面，通過項目、人才、夥伴實驗室三大新

政策推動科技交流發展。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內地主席曹健林近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詳細解讀了中央的惠港科技政策。他表示：「香港科學家將在內地科研平台

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香港科技界將更深入地參與國家科技、經濟、社會發展，一起樹雄心、立壯

志、幹大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劉凝哲

科技新政
國家提供大舞台

■圖為研究「天宮一號」的科研人員。 網上圖片

■曹健林與出席「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的成員於會前合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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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重科技

回歸前後大不同
記者：曹部長曾多次牽頭召開內

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會議，全

力促成兩地科技合作交流發展。回

歸15年來，您個人對兩地科技界交

流合作感受最深刻的是什麼？

曹健林：近年來，我在內地與香
港有科技合作委員會中擔任內地方
面的主席，的確有很多感受。最深
刻的是，香港近年來科技發展的巨
大進步。在港英時期，香港的科技
並不領先。香港回歸之前，我在中
科院工作，感覺到當時香港的科技
基礎比較薄弱。
回歸之後，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科

技，拿出優惠待遇吸引大批全球頂
尖的優秀人才。這是特區政府選擇
的最便捷、快速的科技發展方式。

內地凝聚力漸強

港人積極性高漲
記者：從您的親身經歷來講，您

覺得兩地科技合作近年來最大的變

化是什麼？

曹健林：感受到的最大變化是，
香港科學家參與祖國科技發展和經
濟社會進步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坦
白講，2000年以前，香港科學界與
內地合作的積極性並不高。那時
候，內地科研項目資金少，實驗裝
備也不好，而且那時候內地具有國
際視野和留學經歷的人也不多，兩

地溝通並不順暢。
內地自2000年以來，R&D（研究

與試驗性發展）投入以年均20%的
速度增加。很多企業也抓住高速發
展期，持續加大對科研的投入，這
讓內地科學家有機會參與很多重大
科研項目。目前，內地科研能力大
幅提高，重點高校和國家級研究機
構的實驗設備，已達到國際一流水
平。
我有過做科學家的經歷，親身體

會到，做自然科學和基礎科學研究
雖然應該授課，但不能長期脫離科
研和做實事的主戰場。相信如今一
些香港科學家看到內地的重點項
目，會非常願意參與，這不僅可以
更新他們的知識技術，也能將這些
新技術教授給更多香港人才。

國際化優勢依舊

倡一道科技創新
記者：目前，香港正面臨 經濟

轉型，而科技創新被普遍認為是香

港轉型的關鍵。您能否以一名科學

家的視角分析，給香港的科技創新

提出一些建議？

曹健林：香港最大的優勢是國際
化。雖然，內地近年來發展很快，但
香港國際化的優勢依然存在。我對香
港科技創新的建議是，要跟內地同行
更緊密的結合，共同參與國家科技和
經濟社會發展。在這種參與過程中，
香港科技創新應該和內地一道，樹雄
心、立壯志、幹大事。

納港才

曹健林，中國科學技術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55年10月生

1982年： 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

1989年： 獲中科院長春光機所與日本東北大學聯合培養博

士學位。

1989-1992年： 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歷任中科院長春光機所研

究員，博士生導師，常務副所長、所長，中科院

長春光機所所長，中科院院長助理兼中科院光電

集團籌備組組長，中科院光電研究院院長。

2005年1月： 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兼任中科院光

電研究院院長、應用光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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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部副部長

曹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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