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昨
日到場聽「量子通信」專家講座
的，包括周先生一家四口。本身從
事IT行業的他一向對科技有興趣，
出外旅行亦會帶同太太和兩位兒子
往當地的科學館參觀，所以是次亦
特別帶他們來聽，希望一同了解最
新的科技發展。
周先生兩位小朋友分別13歲和10
歲，就讀於直資學校，已上中學並
開始學習物理的哥哥坦言，預料講
座中會有不明白的地方，屆時會請
教爸爸。
周先生笑言這態度正確，對孩子
來說，是否全然明白科學講座的內

容還是其次，最希望提升他們的興
趣。
而正就讀小三的陳小朋友，則跟

隨表哥潘先生一同參與昨午的高鐵
專家論壇，希望認識更多有關中國
鐵路智能運輸系統的知識。她笑言
於博覽玩得很開心，特別喜歡當中
的飛機和潛水艇展品。
潘先生則指，是次博覽可讓更多

港人認識內地的創科和社會最新發
展，而他自己平日已有留意中國首
款按照最新國際標準研製的幹線民
用飛機「C919」及「蛟龍號」潛水
器等的新聞報道。
為了參觀是次創科博覽，他在一

星期前已訂票準備聽兩場專家論
壇，了解更多。
不過，他亦坦言，原本期望能看

到更多科技項目的組件實物，但博
覽中較多屬陳列模型，略感未能
「盡興」。

IT爸攜兩子聽量子講座

創科興兩地 港青前途美
李萌：國家重視特區作用 盼發揮優勢增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國家科技部副部長李萌

於「創科博覽2016」首日，

為本港各界精英們舉行了一

場內容極扎實的專家講座

「中國科技發展大勢」，全

面介紹了國家科技發展的必

要性、優良基礎、各界投

入、矚目成就和未來趨勢，

並分析了香港在國家創科大

潮中的作用與角色，指出一

個深刻的客觀事實：「中國

比歷史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香

港的前途、香港青年的未來

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

李萌表示，國家力推科技興國是國際、國內發展的必然結
果。國際上正進行全面、深刻的高科技產業革命，改變世

界的各領域科技尖端成果井噴式呈現，任何國家、地區若未能投
入其中，均將承受落後苦果。
他續說，中國正處「中等收入陷阱」的樽頸，以往憑藉低人
力、土地成本迅速坐大的中低端製造業已難以為繼，創紀錄的20
年高增長速度無可避免地放緩。因此以推動科技發展實現結構優
化、發展動力轉換、傳統製造業和中高端升級優化勢在必行。唯
實現科技領先的興國國策，方能令國家規模世界第一的製造業，
由利潤稀薄的中、下游產業鏈向上游發展，奪取優良發展空間。

中央全面推進科創潮
李萌表示，中央政府對此有充分認識，果斷而堅決地全面推進
科創潮。國家主席習近平樹立「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國
策，進行全國科創總動員。戰略上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
全方位措施力推科技與經濟的全面結合。具體落實方面，以國家
「十三五」規劃，在推動國家科技方面進行了具體部署。
他指出，國家已具備優良的科技發展基礎，如發達的輕、重工
業，雄厚、多層次的人才儲備，巨大、便利的市場交易體系等，
政府和各界齊心協力積極參與下，國家科創潮揭起大幕，各領域
科研成果由量到質均呈現飛躍式進步。本次來港的50餘項國家

頂尖成就正是國家科創潮的初步體現。

市場發達 學府高質
李萌指出，香港於國家科創大潮中有獨特優勢，包括與國際接
軌的發達自由市場機制，高素質且於多項領域擁有尖端科學先進
水平的高等學府，發達且規範的金融、商務、法律、知識產權體
系等，近年城市基礎建設中的高科技和互聯網產業發展迅速等。
國內外科創大潮形勢下，兩地科技創新合作正全面提速，目前
472位本港頂尖科研人員參加了143項國家級科技項目，109個本
港科研機構參與93項國家科研課題的研究。兩地科研合作正進
一步擴大，促進國家和香港科技發展的作用日益增強。
李萌表示，國家很重視本港科創界作用，希望香港能發揮獨特
科技優勢，提升香港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促進內地
與香港科技合作制度化、不斷深化和拓展合作規模，於港於國均
有十分重要而積極的意義。

把握大機遇 創美好人生
青年科技人才永遠是科創業中堅力量，國家積極為兩地青年

科創發展提供機會和途徑。李萌呼籲香港青年把握國家與世界
的科創大潮機遇，興港興國，同時也為自己創造優質而美好的
人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創科博覽
2016」除了以實物現場展現國家和本港科技
界的頂尖成就，另一重頭戲是集合兩地頂尖
科學家進行36場「專家論壇」。他們不僅在
會場做科學講座與各界關注創科的人士交
流，還會走進大、中學府，為數千名有志科
創業的學子舉行科普講場，希望播下本港創

科業火種，催生創科業熱潮，助港加入國家
創科大潮，為港發展增添科技新動力。
昨日國家科技部副部長李萌、「量子」科

學家潘建偉和高鐵專家賈利民，已進行了3場
「含金量」極高的科學講座。今後一周於展
館演講舉行的專家論壇均免費對公眾開放，
具體安排如下：

「國寶」南來播種 為港創科添動力

1. 9月25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 「改變我們生活的北斗衛星導航」

2. 9月25日下午4時30分至6時 「對抗傳染病毒──免除恐懼的奮鬥和希望」

3. 9月26晚上7時至8時30分 「香港科創齊步向前」

4. 9月28日晚上6時至8時 「智慧城市──香港還在等什麼」

5. 9月28日下午5時30分至8時 「論創投．打擂台」

6. 9月29日晚上7時至8時30分 「中國商用飛機創新發展之路」

7. 9月30日晚上6時30分至8時 「深海奇幻之旅」

8. 10月1日下午4時 閉幕總結論壇「創科博覽2016對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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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雯）
創科博覽成功邀
得 6 名 「 國 寶
級」科學家進行
專家論壇，與香
港市民及業內人
士交流分享。其
中早前成功發射
的世界首顆量子
衛 星 「 墨 子
號」，有關項目
首席科學家潘建

偉昨日便主講了「量子通信的絕密世界」講座及座
談會，與香港學者對談及闡釋相關研究發展，現場
約有500名觀眾，座無虛席。潘建偉在會後接受訪
問時表示，現時中國的量子通信領域已達領先水
平，而香港的大學於量子科技等領域較以往有進
步，希望將來有更多合作機會。
目前眾多研究通信技術的科學家，均希望提升傳
訊的保密度，而量子通信是可避免訊息被竊聽的尖
端新技術。隨着中國上月成功發射世界首顆量子衛
星「墨子號」，可與地面接收站測試量子傳信技
術，被視為開拓通信技術嶄新領域的突破。在昨日
的講座中，潘建偉便親身闡釋有關研究發展。

潘建偉：無法破譯 截聽即知
量子通信技術是利用量子處於糾纏狀態下的特

性，將一對對量子透過發射光波，分別傳輸到地面
的訊號站。潘建偉介紹指，量子通信是不可破譯
的，因為量子不可被分割或複製，如果傳訊中途有
人嘗試截聽，定會立刻被發現，因此保密度非常
高。量子通信在軍事、國防、金融等訊息安全領域
有着重大的應用價值和前景，被視為全球下一代通
信和計算機技術的基礎。在構建廣域量子通信體系
方面，目前內地已建立起衛星與地面通信通道，展
望未來可建立全球化量子通信基礎設施，以至完整
的量子通信產業鏈。
在座談會環節，香港學者包括科技大學物理學系

助理教授羅錦團及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助理
教授王欣亦有參與其中，為觀眾說明量子通信的科
學試驗。羅錦團就傳輸量子技能問題向潘建偉提
問，欲了解衛星在傳輸量子到地面接收站時，接收
站如何在眾多光源干擾下，準確測量出指定接收的
量子。潘建偉指，雖然技術上是非常困難，但可以
做到，首先是傳輸量子的光源要有特別設定，一是
只在特定時間傳輸，所以地面接受站只需檢測特定
時間傳來的光源；另一則是，傳輸光源波長設定是
非常短，方便接收站作篩選；而在運作上，現時都
只在天氣晴朗的晚間作傳輸。

港研究進步大 盼有更多合作
座談會後，潘建偉接受本報等多個媒體訪問，他
直言，觀乎現時國際量子物理學研究，中國於量子
通信領域已達領先水平，至於其他領域，則尚需要
努力與歐美等國競爭。他又提到，香港學者包括中
文大學教授劉仁保及科技大學教授杜勝望等，於量
子科技等領域研究都與內地科學家有很好的合作，
發展空間非常大，特別是他觀察到香港近年於相關
方面有很大進步，希望將來有更多合作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雯）
中國高速鐵路網絡
的建設，成功克服
複雜地形及極端氣
候，至今總里程已
達1.9萬公里，技
術甚至擴展至亞洲
其他地區、歐洲、
北美和非洲等，屬
重大的工程突破。
而有關高鐵項目的
靈魂人物、中國鐵
路智能運輸系統技
術專家賈利民，昨出席香港創科博覽主講「走往世
界的中國高鐵」專家座談會及接受媒體訪問，分享
當中的挑戰。

未來深化鐵路安全研究
現為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國家高鐵科技重點專項

專家組組長的賈利民，長期從事高速鐵路、智慧交
通、軌道交通、交通安全測控工程等領域教學、科
研和政府諮詢工作。在昨日座談會上，賈利民淺談
世界和國家高鐵技術發展歷程與趨勢，全球視野下
國家高鐵的現狀和未來。他指出，中國雖然於2008
起建設自己的高鐵，但現時技術已非常完備，未來
要深化鐵路體系安全保障技術研究。他提到，現時
中國於英、美及世界各地均設有高鐵相關聯合研究
中心，設立了56家分佈在21個國家的境外子公司，
是支撐中國和平崛起並服務全球的一項發展。

盼港創科結合內地發展
在接受訪問時，賈利民指出是次創科博覽非常有

意義，將國家過去5年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國家
科技工業實力和創新的成果都展示給港人，認為有
助增強相互了解。他認為香港的創科非常有潛力，
因有發達的高等教育，希望香港可結合內地創科發
展潮流，從而發揮潛力，培育創新科技新產業。
賈利民又指，中國高鐵特別之處是在於涉及從西

到東的廣大地域，各地區有不同的地形和氣候，建
立龐大的鐵路網絡需要適應這兩方面挑戰。而截至
去年，中國高鐵總里程達1.9萬公里，佔世界總數約
六成。當中管理、服務知識和技術有很高完備性，
這些情況都是其他國家鐵路難以比擬的。
對於國家高鐵「走往世界」的情況，賈利民指，

中國目前已向不少國家如俄羅斯、馬來西亞、土耳
其等輸出建設鐵路技術和裝備，其意義不在於經濟
上得益，而在於與鄰國分享國家創科發展帶來的成
果。對於有傳他為發展鐵路特意改名為「利民」，
他笑指其名字只是恰巧與「人民鐵路為人民」的理
念相關，本身與鐵路並沒有直接關係。

「墨子號」功臣親談量子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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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與表妹對創新科技
很感興趣。 吳希雯 攝

■周先生與家人一同出席專家論壇。
吳希雯 攝

■■賈利民昨介紹內地的高鐵發
展。 梁祖彝 攝

■■潘建偉介紹量子通信的研究
和最新發展。 梁祖彝 攝

■■場內展出多項頂尖科技成果。 梁祖彝 攝

■■「「創科博覽創科博覽」」吸引大批青吸引大批青
少年入場參觀少年入場參觀。。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國家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在開幕禮上致辭。

■■國家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在國家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在
「「創科博覽創科博覽」」開幕禮上致辭開幕禮上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