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全會15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科技改革藍圖細節
「浮出水面」，香港各界也極為關注。香港軟件行
業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葉毅生表示，香港已錯失
內地科技發展的黃金10年，未來5年是最後機
會。因此，香港必須發揮科技企業作為市場創新
主體地位，政府需要加大對企業科研扶持、投
入。

港企規模小 難打入內地

葉毅生在香港軟件業從業超過20年，見證10年
來內地軟件企業的迅速崛起。「5年前，內地軟

件龍頭企業的員工不過數千人，現在有的大型企
業員工已達數萬人。反觀香港，90%以上的軟件
公司規模不超過50人，85%以上不超過20人。因
此，規模太小的港企想單打獨鬥進打入內地市場
非常困難。」

港府投入少 成業界心病

今年年初，在香港軟件協會多次建議下，港府
正式撥款470多萬港幣資助香港中小科技企業參
展南京、深圳、成都三地舉辦的科技博覽會，欲
藉機打入內地市場，尋找商機。港府此次撥款有
史以來最多，顯示港科技企業重視發展內地市

場。不過，葉毅生直言，「港企目前在海外市場
尚有優勢，但亦會逐漸消失。」
政府科研投入不足成業界心病。香港資訊科技

聯會會長黃錦輝對比香港、深圳、廣州對科研投
入經費指出，過去五六年來，香港科研經費的投
入僅為GDP的0.76%，一直未有增長。而深圳和廣
州均繼續上升，目前已佔GDP近3.2%。今年中國
國家社科院作調研顯示，中國各大城市競爭力，
香港、深圳、上海分別居前3名，但是其差距越來
越小，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創新科技比較慢。
香港的創新人才主要集中在研究員和教育，而年
輕人不大願意投身科研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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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漸式微 快譯通轉型

業界：港府須加碼港企科研

中國科技創新

高交會折射窘境：缺乏自主設計 科技附加值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昨日巡

視高校高新技術展區時強調，加強「官產學研」結
合模式，發展協同創新。
高交會昨日在深圳舉行，汪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出席了啟動儀式。汪洋
昨日巡視高校高新技術展區，在詳細了解深港產學
研基地部分科研成果後指出，大學要協同創新，在
產學研上多做工作，同時強調了大學應該與企業結
合，把企業的需求作為科技發展的契機，發展協同
創新。
商務部副部長王超致辭時表示，本屆高交會突出

展示高新術領域的先進技術與產品，為中外企業深
入交流與合作搭建平台，創造更多商機。

40港企參展 分兩批亮相

高交會上集中展現了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最新成
果。其中，商務部以「科技創新、貿易發展」為主
題設立專館，全面展現科技興貿創新基地建設成
果，37個國家科技興貿出口創新基地及120家科技興
貿企業參展，帶來生物醫藥等領域的項目和產品。
此外，科技部、工信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國家知識產權局、中科院等也將展出創新驅動發展
的最新成果，35個省、市及25所高校團組將展示戰
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區域轉型升級的成果。
此外，香港軟件行業協會亦首次攜40家港企參

展，分兩批亮相，每批展示3天。該協會副會長葉毅
生表示，此次參展是獲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的
支持，參展的港企中有六成以上拿過香港、國際科
技獎，「希望通過這次展覽，港科技企業能順利打
入內地市場，接觸到更多商機。」

2000年前後，由香

港權智有限公司開發

的「快譯通」電子辭典曾風靡內地，當時深圳

高校幾乎人手一台。然而，短短幾年，隨 文

曲星、漢王詞典筆等興起，「快譯通」幾乎在

市場上銷聲匿跡。

不少曾經使用香港權智有限公司研發人員認

為，一直堅持走高端路線的「快譯通」被市場

快速淘汰，原因有二：沒有根據市場需求及時

轉變；沒有研發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

兒童學習機 符內地文化

然而，即將被市場遺忘的時候，這家港企又

低調地捲土重來。在昨日的高交會香港優秀軟

件企業展區中，香港權智有限公司打出了「成

為我們的夥伴，共同構建兒童只能科技平台」

的口號，展覽了一款名為「快譯通兒童平板」

的產品。該產品有些類似「步步高點讀機」，

主要在於提供兒童趣味學習，但又增設了體感

運動遊戲、手機app遙距控制等新功能。

據該公司營運總監顏世芳介紹，該款產品研

發了1年多時間，雖在香港設計，但使用的動

漫形象、內容均符合內地文化，產品下個月在

內地市場正式售賣，目前正在尋找內地開發

商、技術供應商等第三方合作夥伴。「以前我

們沒看中內地市場，產品都是銷往海外。但現

在發現內地市場更大，於是決定重新開拓這個

市場。」顏世芳表示有關注三中全會的決策，

國家欲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給了港企很大信心，

「內地市場不容再失！」

科研人才培養機制不完備是中國與

世界科技強國的差距之一。對此，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中科院

院長、兩院院士路甬祥表示，要繼續

改革創新，必須打破阻礙和束縛優秀

人才脫穎而出的屏障，多種形式引進

國外優秀人才和智力，吸引境外資本

來華投資，「建立公平有序和統一自

由的開放的市場，這個是最重要

的。」他強調。

路甬祥認為，中國未來面臨發達國

家重振高端製造和新興發展中國家低成本製造競爭的雙重挑戰。

同時，受制於中國人均資源儲量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粗放發展付

出了巨大資源環境代價，資源能量對外依賴度逐年上升，生態環

境約束加劇，傳統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未來10年將是我國發展方式轉型，迎接新產業革命的機遇和

挑戰，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關鍵時期。」路甬祥認為，中國必

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創新設計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

術，引領集成創新，創新產品，工藝裝備和經營服務模式。從而

引領推動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促進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效

益，最終實現綠色低碳科學智能可持續發展。

全球首創「變形金剛牆」，車載Wi-Fi

熱點帶來高速4G體驗，光學指紋採集

器開啟「指紋生活」⋯⋯第15屆中國

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

昨日在深圳開幕，數萬觀眾親身體會到

科技不僅改變生活，更是中國未來產業

升級引擎。不過，高交會是一面鏡子，

不但見證中國科技發展走過的黃金15

年，亦折射出當前中國科技創新的窘

境：以跟蹤模仿為主，創新能力較弱；

缺乏自主設計、引領世界的產品；製造

業信息化水平低，科技附加值不高等。

中國科技創新，何時才能擺脫跟蹤模仿

的怪圈？對此，有關專家指出，中國推

進全面深化改革箭在弦上，深化科技體

制改革迫在眉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郭若溪、李薇、李昌鴻 深圳報道

近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系統闡述了深化科技體制

改革，建立健全鼓勵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
化吸收再創新的體制機制，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
機制，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
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

突破核心技術 促「製」轉「創」

到2020年，中國科技創新需要克服哪些障礙和
困難？在通往世界一流的科技創新之路上，科技
界還需要作出哪些努力嘗試？原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原中科院院長、兩院院士路甬祥表
示，未來10年中國必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提升創新設計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引領集
成創新，推動「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路甬祥昨日參加了高交會「科學與中國」院士

專家巡講活動，並作了「提升創新設計能力，加
快創新性國家建設」的主題發言。「這是我第13
次參加高交會」他說，親眼看到高交會規模比最
初擴大4倍，展出的內容和科技含量有大規模的
提升。他認為，按照三中全會精神，深圳應進一
步推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加快建設創新
性國家的步伐。今年，高交會提出以美國拉斯維
加斯展會為標桿，未來5年力爭辦成世界一流展
會。一流的科技展會需要一流的科研創新實力為
基石。中國距離世界一流展會還存在哪些障礙？
路甬祥表示，中國科技創新面臨許多困難，如創
新能力比較薄弱，仍以跟蹤模仿為主，不僅科學
原創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少，而且缺乏自主設計
創造引領世界的產品，技術裝備和經營服務模
式。同時，中國製造業信息化水平低，人均生產
率，附加值低、落後產能過剩，缺少全球著名品

牌，總體仍處於全球產業鏈中端，還不是「創造
強國」。

缺乏創新理念 窒礙產業發展

數據表明，在發達國家，科技為經濟所作的貢
獻達65%至70%，但中國僅有30%至40%。中科院
院士姚建銓同樣認為，缺乏創新理念是產業發展
局限。「中國人在國外讀書考試名次可以非常靠
前，但實際的研究中卻遠落後於外國人。」
姚建銓指出，科研領域急需「頂層設計」，即宏

觀規劃和創新體制設計。「在部分科技領域，國
家相關部委缺乏對全國性的宏觀規劃，不同國
家、部委重複設立相近科研課題，造成企業競相
申請，重複投入、盲目競賽。」他說，「最後變
成多部委『亂箭齊發』，缺乏統一方向的混亂局
面。」

■汪洋昨日出席中國高新技術開幕論壇並巡館參

觀。 中通社

■路甬祥 郭若溪 攝

■香港權智有限公司運營總監顏世芳向參觀者介

紹快譯通兒童平板。 本報記者李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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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第15屆高交會在深圳開幕。 圖為

一名參觀者體驗利用N-show體感交互軟件

和體感互動行銷工具試穿衣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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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高交會 逾萬參展項目
第15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

易會昨日拉開帷幕，這是它連續第

15次在深圳舉辦。這場有「中國科技第一展」之稱的高新

科技盛宴，將持續6天。該屆高交會以「堅持創新驅動發

展，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為主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多個代表團、3,000多家參展商、1萬多個項目參展。

高交會創辦於1999年，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

力的科技類展會，由商務部、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農業部、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

院、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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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亟待脫

路甬祥：建自由市場 破束縛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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