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副委員長、國際部部長李洙墉
率領的朝鮮勞動黨代表團。據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表示，中方在半島問題上立場一貫，
希望各方冷靜克制，加強溝通對話，維護地
區和平穩定。

朝方來華通報七大情況
習近平歡迎朝鮮勞動黨派團來華通報七

大情況。習近平說，這體現了中朝兩黨就
重大問題進行戰略溝通的傳統，表明金正
恩委員長、朝鮮勞動黨中央對兩黨兩國關
係的重視。祝願朝鮮人民在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建設朝鮮社會主義事業中取得更

大成就。
李洙墉轉達了金正恩委員長致習近平總書

記的口信，並通報了朝鮮勞動黨七大的情
況。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朝方希望與中方共
同努力，加強和發展朝中傳統友好關係，維
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

中方籲加強溝通護和平
習近平強調中方高度重視中朝友好合作關

係，願同朝方共同努力，維護好、鞏固好、
發展好中朝關係。習近平表示，中方在半島
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希望有關
各方保持冷靜克制，加強溝通對話，維護地
區和平穩定。
國務委員楊潔篪等參加會見。

習近平3年來首晤朝代表團
另據韓聯社指出，這是習近平2013年5月

會見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特使崔龍海後，
時隔3年多後，再次會見朝鮮到訪高官。
韓國外交界也認為，從習近平強調冷靜克

制的一貫立場來看，中國和朝鮮兩國在朝核
問題上很可能仍無交集可言。
《朝鮮日報》引述外交界人士指出，朝鮮

此舉是為了打破外交孤立局面。有分析認
為，李洙墉本次訪華的理由從表面看是為了
向中國方面說明朝鮮勞動黨第7屆黨代會的
結果。但李洙墉本次訪華的實際目的是為了
討論金正恩訪華和打破對朝制裁局面的方
案。

習近平會見朝鮮代表團 籲各方冷靜克制

南方日報：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路
香港文匯報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
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
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領域科技創
新，掌握全球科技競爭先機。」習近平總書記在
「科技三會」發表的重要講話，首次明確了建設世
界科技強國的出發點和五大重點任務。《南方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講話體現了時代發
展的要求，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為我們堅定不移
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指明了方向路徑。
文章指出，經過多年不懈努力，中國科技整體能
力持續提升，一些重要領域方向躋身世界先進行
列，某些前沿方向開始進入並行、領跑階段，但總
體來看，科技創新基礎還不牢，自主創新特別是原
創力還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格局還

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
本的就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
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
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重要的是堅定不移走中國
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文章說，「行棋當善弈，落子謀全局。」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必須貫徹落實好習近
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大重點任務。一是夯實科技基
礎，在重要科技領域躋身世界領先行列。歷史經驗
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機遇走向現代化的國家，
都是科學基礎雄厚的國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成為
世界強國的國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領域處於領先行
列的國家。二是強化戰略導向，破解創新發展科技
難題。當前，國家對戰略科技支撐的需求比以往任
何時期都更加迫切。三是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

社會發展主戰場。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
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好「三去一降一
補」任務，必須在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上來
一個根本性轉變，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
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四是深化改革創新，形
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五是弘揚創新
精神，培育符合創新發展要求的人才隊伍。
文章最後指出，自力更生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

民族之林的奮鬥基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
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各地區各部門不僅要認真總結
經驗，更要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的重要戰
略部署，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向着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不斷前進，向着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不斷前進，向着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不斷
前進。

港兩學者首摘光華獎
「電動車院士」陳清泉獲工程獎 「70後」芯片專家俞捷奪青年獎

社科院：部門回應熱點
不少避重就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工程

院昨日在北京舉行第十一屆光華工程科技獎頒獎大

會。作為內地工程科技界的頂級大獎，光華獎今年首

次將港澳台科學家納入評選範圍，被認為是促進兩地科

技創新交流的重要舉措之一。兩名香港學者首次獲光華

獎，分別是：中國工程院首位香港院士、現代電動汽車

和先進能源系統專家陳清泉獲工程獎；香港科技大學教

授、半導體技術和芯片技術專家俞捷獲得青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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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李洙墉率領的朝鮮勞動黨代表團。 新華社

兩位首次獲得光華獎的香港學者，
有着不同的專業方向，卻都是

「70後」。曾任香港工程科學院副院
長的陳清泉，已有79歲高齡，仍活躍
在工程科技一線。芯片技術專家俞
捷，曾在港科大負責知識轉移和運
作，則是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正宗
「70後」。兩代香港科學家分獲工程
獎和青年獎，顯示出本港在工程科技
方面的實力和貢獻。

珠三角創新區 陳冀兩地合作
陳清泉是電動汽車專家，他長期關注

兩地科技交流。他說，光華獎首次將港澳
台科學家納入評選範圍，並授權香港工程
科學院進行提名，顯示出兩地工程院的合
作愈發緊密。他將繼續關注香港與珠三角
科技創新合作，並希望國家建設珠三角創
新示範區時考慮到香港的發展。

重大國家項目 俞盼港青參與
專研半導體、芯片技術的俞捷，正
與內地企業進行合作。他向記者表
示，很榮幸此次獲得光華獎，並感謝
光華獎向港澳台地區的學者開放。
「香港的工程資源不如內地多，如今
香港科技界與北京、深圳等地的合作
項目越來越多。」俞捷表示，他正與

華為合作高速芯片的接口研究，還在
與美國高通合作進行前沿技術研究。
「國家近幾年進口大量芯片，對進

口依賴程度甚至超過石油。」俞捷說，
擁有具有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技
術，不僅有着經濟意義，更在信息安全
等方面對國家戰略有着重要作用。他指
出，國家對此已出台戰略性的大基金，
香港的大學應該承擔更多項目，與產業
密切結合，可學習美國、英國高校與企
業的密切合作模式。
談及對兩地科技合作的建議，俞捷

表示，當前很多國家重點實驗室，都
在香港有夥伴實驗室，這對促進兩地
科技合作有很幫助。這些實驗室往往
是重大國家項目，參與者也是深耕多
年的資深科學家。未來，可以向香港
的大學開放更多普及一些的項目，給
更多香港青年學者機會參與到國家科
研體系中來。

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獲成就獎
昨日共有33位專家分別獲得工程獎

和青年獎，其中包括4名香港、台灣學
者。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在致辭中特別
感謝香港工程科學院的支持，並對港澳
台科學家的努力表示感謝。此外，呼吸
病學專家鍾南山獲得成就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法
學所昨日發佈《2015年政府信息公開第三方評估報
告》，報告指出，內地政府部門熱點回應避重就輕、持
續跟蹤性差的現象突出，有政府部門將「不清楚」、
「不知道」、「將盡快了解情況」作為回應關鍵詞，引
發更大質疑和猜測。
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對2015年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開展了

第三方評估。評估針對55家國務院部門、31家省級政
府、93家地市級政府，採取觀察各評估對象門戶網站、
分析各評估對象自報材料和公開工作年度報告等方式，
就權力清單、財政預算、食品藥品安全等重點領域信息
公開、政策解讀、熱點問題回應、公開保障機制建設等
進行了評估。
報告建議，應在現有的輿情監測基礎上，進一步提升

輿情研判能力，對於確實關係群眾切身利益並與政府管
理有關的事項，應做到第一時間回應。

陳清泉：推動電動車產業化
陳清泉（見圖），1937年1月出生於印

尼，祖籍福建漳州。1981年獲香港大學哲
學博士學位。從事先進電力驅動、能源與
信息的開拓研究。他奠定了現代電動汽車
這一新的交叉學科的基礎，對國內外電動
汽車的產業化作出了卓越貢獻。
1987年創辦國際電動車研究中心；1990

年創立世界電動車協會，並擔任輪值主
席。1992年獲選為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

學會學士；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和
烏克蘭工程科學院院士；2010年獲頒香港工程師學會最高榮譽金勳
章。陳清泉在國內外多所著名大學擔任名譽教授，政府顧問。

俞捷（見圖），1971年4月出生於江蘇
南京，祖籍福建。1998年於美國史丹福大
學畢業，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現任香
港科技大學教授及港科大—高通聯合創新
和研究實驗室主任。2013年創辦工程學院
產業交流和實習中心。2014-2015年間，擔
任港科大協理副校長。俞捷在博士畢業後
合作創立創銳訊公司，量產全球第一顆
CMOS RF Wi-Fi芯片，該公司2011年被

美國高通公司以32億美元收購。他發表學術論文120餘篇，出版著
作2部，持有14項美國專利。 ■記者劉凝哲整理

俞捷：量產全球首顆WiFi芯片

台大兩教授獲獎 分研精測及抗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台
灣大學名譽教授、精密測量學專家范光照，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地震工程專家張
國鎮，成為首次獲得光華獎的台灣學者。
致力於精密測量理論與應用的范光照，

1950年1月出生，是台灣新竹人。1984年於
英國曼徹斯特科技大學博士畢業，自1978年
起任職於台灣大學機械系，現為名譽教授。

2001年起獲聘為合肥工業大學長江學者特聘
教授，合作研製出國際最高水平並駕的低成
本納米級三坐標測量機。他長期研究數控機
床精度理論與誤差補償。今年起受聘為大連
理工大學教授，持續研究精密機械的精度提
升技術。
另一位獲光華獎的台灣地震工程專家張國

鎮出生於1953年12月，是台灣台中市人。他

1985年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土木
工程系博士畢業。現任台大土木工程系教
授、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他還任俄羅斯
國際工程院院士及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會
士等。張國鎮長期從事地震工程相關研究，
帶領台灣耐震涉及規範研擬與更新，開發創
新隔減震技術並落實使用。

內地工程科技界頂級大獎
光華工程科技獎由中國工程院管

理，被認為是內地工程科技界頂級大
獎，旨在獎勵工程科技及工程管理領
域取得突出成績和重要貢獻的中國優

秀工程師、科學家。光華工程科技獎包括成就獎、
工程獎、青年獎，每兩年頒發一次。1996年首屆頒
獎，迄今共獎勵了涉及機械、運載、信息、電子、
化工、冶金、材料、能源、礦業、土木、水利、建
築、環境、輕紡、農業、醫藥、衛生、工程管理等
領域的234位院士專家。光華工程科技獎由全國政協
原副主席朱光亞和台灣尹衍樑、陳由豪、杜俊元先
生共同捐資設立。 ■記者劉凝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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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泉陳清泉（（右右）、）、俞捷獲得光華獎俞捷獲得光華獎，，顯示本港顯示本港
在工程科技方面的實力和貢獻在工程科技方面的實力和貢獻。。 記者劉凝哲記者劉凝哲 攝攝

■■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等向獲得光華獎的科學家們頒獎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等向獲得光華獎的科學家們頒獎。。 記者劉凝哲記者劉凝哲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