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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
是國家推行改革開放40周年，在國家
繼續擴大開放，香港亦藉此獲得無限機
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在
本月的《紫荊》雜誌中，以《香港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題撰文，指國家
改革開放促使香港成功經濟轉型，可見
香港的發展從來都與國家緊密相連。未
來，香港在掌握國家發展機遇、積極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的同時，也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競爭
力，繼續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功
能，在國家的發展中再作貢獻。
林鄭月娥在文章中指出，改革開放
40周年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日
子，「在習近平總書記於十九大報告中
明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背景
下，這個國家改革開放的里程碑對香港

的意義特別重大。」
她解釋，過往廣東省的改革開放，促

使香港從以製造業為主、產值較低的經
濟結構，成功轉型為以高端現代服務業
為主、產值較高的經濟體，認為這個經
驗清楚說明，香港的發展從來都是與國
家緊密相連。

善用內地資源 活用自身優勢
目前，中國是全世界發展最快的主要

經濟體，林鄭月娥表示，在「一國」和
「兩制」的雙重優勢下，香港可積極參
與國家的重大發展策略，包括國家「十
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及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香港作為高度開放
和國際化的城市，可以將國際聯繫和國
際經驗延伸至內地，引進外資和外來技
術，也可以與內地的企業共同開拓海外

市場和機遇，促進內地的經濟發展。」
面對香港缺乏土地和人力資源的問

題，林鄭月娥指出，通過與內地互利共
贏的發展策略，一方面以內地為腹地，
利用內地的豐富資源，促進香港的發
展；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優勢，協助內地
進一步開放、開拓新的產業和提升專業
水平，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是以此概
念為導向，「特區政府會積極推展大灣
區發展戰略，推動政策突破，促進香港
與大灣區內城市的人流、物流、資金流
和訊息流。」

兩地生活融通 灣區與港相成
她續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去年

公佈的兩批便利措施，充分體現十九大
報告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
方向，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配合內地有

關部門的工作，促成更多便利港人在內
地學習、就業、生活的政策措施。再加
上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及蓮塘/香園圍口岸即將相繼落成，交
通往來方便快捷，將大大拉近香港與大
灣區城市的距離，「我相信這些重大基
建的連通將有利於政策的互通和進一步
的民心相通，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
應能感受到這些轉變為他們帶來更大的
發展空間和機會。」
就有人擔心大灣區建設會為香港帶來

更大競爭，林鄭月娥則以實例去釋除疑
慮，「以史為鑒，改革開放後，雖然香
港的製造業大量遷移到珠三角，在珠三
角建立了世界工廠，反過來又產生了大
量的服務業需求，刺激香港發展先進的
現代金融、貿易、運輸物流以及商業和
專業服務。這說明兩地經濟緊密相連，

是『一加一大於二』，而非『你輸我
贏』的零和關係。」
她強調，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香港

就一直積極參與珠三角區域的建設，未
來香港亦會繼續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的功能，在國家的發展中再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快將
出台，立法會4個事務委員會將於下
月20日至22日到大灣區考察。擔任
團長的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未出
發、先興奮」，大談行程的安排，包
括將參觀華為、微眾銀行及科大訊飛
等高端企業，並考察多項重要基建：
「今次行程好多亮點！」
立法會4個事務委員會昨晨舉行會
議討論考察行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及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盧偉
國、石禮謙昨日與傳媒茶敘。
林健鋒在茶敘中透露，是次考察行

程很多亮點：3日2夜的時間會先後
走訪深圳、東莞、中山、佛山和廣
州，行程豐富。經民聯主席盧偉國亦
笑說：「團長呢段時間用盡心思，令
呢3日2夜時間盡量睇得更多嘢。」

睇「微眾銀行」再學「核技術」
林健鋒提到，第一日的行程將會到

內地通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及騰訊牽頭
成立的微眾銀行參觀，了解內地創新
科技的發展，並分別與深圳市政府及
東莞巿領導舉行工作宴會，及邀請他
們介紹其發展。
林健鋒認為此方面十分重要，有助

各地錯位互補：「9個市2個區，每一個市的
發展亦有快有慢，在大灣區的角色亦不同。」
第二日的行程將會到訪東莞的松山湖科技

園，參觀散裂中子源基地，「呢個係非常高科
技的技術。」其後，他們會考察多項重要基
建，包括虎門橋、深中通道，以及興建中的虎
門二橋，並與中山巿領導出席午宴。
考察團並會到佛山的三山新城，林健鋒指該

區是新發展區，將來部分地方會與香港合作，
包括科技區、商業區及悠閒區。傍晚則會與佛
山市政府進行工作晚宴，並考察嶺南天地，
「該處是很好的文化保育項目，舊城活化做得
非常好。」

赴廣州訪金融城AI企業
最後一日的行程亦非常緊湊。林健鋒指，他

們屆時會考察廣州塔、廣州金融城、珠江新
城、博物館等，「相信多位議員都好耐未去過
廣州，你睇下嗰時同現在的分別。」一行人亦
將到訪人工智能企業科大訊飛，並與廣東省政
府會面，最後乘高鐵回深圳。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着墨不

少，盧偉國指出，落馬洲河套區將是粵港澳大
灣區的重要項目，期望可為香港帶來高層次、
新商機的合作機會。為此，經民聯的全國人大
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將在全國兩會提案，
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實施「邊境稅務通勤條
例」、取消區內的長途電話費和數據漫遊費
等。
石禮謙則指，大灣區的概念是經濟持續發

展，而香港有普通法及穩定的金融市場，推動
大灣區發展將會有利香港未來，冀全港市民亦
可掌握大灣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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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論兩地科研協作，葉玉如絕對
是最有話語權的科學家之一。

她領導着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
驗室、取得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
計劃（ 973計劃）的撥款等，單從
這兩項科研成就，已知道他不論在
香港還是國家層面，都是頂尖的科
學家。不過，除了科學上的推進，
她亦希望可在政策層面，包括人才
和資金流動等，去優化兩地的科研
協作，隨着香港迎來大灣區的發展
機遇，她更希望可在此作出貢獻。

灣區市場大 利成果轉化
大灣區有意發展成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但如何發展、向哪些方向發展，
則仍是問題重點。葉玉如表示，現時
正在聚集大家的意見，希望可在大灣
區組織學術聯盟，推動大家在有競爭
力的領域合作。至於是哪些領域，她
就認為應從現有的合作範疇着手，例
如香港16間國家重點實驗室及6間國
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研究領域，
「這些都是已和內地有夥伴的，在國
際層面上亦有競爭力。」
合作的前提是互補，葉玉如細數香
港的優點，指出大灣區裡有5所在國

際排名首100的大學，都在香港，而
香港有國際化的特色、有良好的知識
產權保護，也有優秀的研究實力。
不過，香港的市場細，難以將科研

成果轉化，若能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
作，將可產生協同效應，「區域的城
市合作，有助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
果，可以一起推動創科產業。」

持區域意識 抓緊「黃金期」
有人擔心科研合作，最終把所有

可發展的機會都往內地推。葉玉如
就以科大最出名的「大疆創新」為
例，當時這個科大生的項目，一開
始由科大給予啟動資金，也曾在科
學園一段時間，其後去到深圳，有
更大的發展空間，最終成為全球知
名的航拍機企業。
她認為，做創科要有開放和合作的
心態，「不一定所有東西都要留在香
港，大灣區不同城市有其優點，互相
合作發揮，才能做出結果。大家都是
大灣區的，有這樣的心態，才可以將
創科產業做成功。」
大疆雖然到了內地發展，但該企業

亦有回饋科大，例如現時正與科大籌
備新學科，以幫助訓練學生。

創新創科是強大的經濟推動力，
現時已是不爭事實，葉玉如對此亦
表示認同，並指出現時是香港參與
在大灣區發展其中的黃金時間，
「香港的科學園現在也越來越多公
司加入，我們已漸漸將整個生態系
統建立好了，做創科是成熟的時
候，所以希望香港可以把握這難得
的機遇。」

宜開放心態 迎不同機遇
對部分香港年輕人對內地或有抗

拒的心態，葉玉如認為應多給予機
會讓他們了解，而自己過往擔任香
港年輕人的科學比賽評委時，也覺
得香港年輕人很有活力，解決問題
的方法也令人印象深刻。她呼籲年
輕人應抱持開放心態去迎接不同機
遇，「我也會鼓勵學生客觀去看周
遭的事物，多元化點去探索，不論
是香港、內地或國際。」

談起科學家，不少人想像的畫面都是他們

在研究尖端技術、攻克學術難題的處境，但

正如科學突破會造福人類，科學家亦有服務家國的心。新當選

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教育）

葉玉如在科大工作逾二十載，一直都致力推動兩地科研合作，

眼見中央政府有意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她更希望可以踏上人大代表的平台，憑自己的專業知識、科研

協作上的經驗，貢獻大灣區的建設，幫助優化兩地科研合作的

政策，並組織學術聯盟，以促進大灣區城市在有競爭力的領域

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科大副校
長、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
室、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諮

詢委員會委員、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成員……集眾
多身份角色於一身，但科研依然是葉玉如心中最重要
的事，期望可以找到又稱為「認知障礙症」的阿爾茲
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的延緩方法。她更
以其科研偶像、已故意大利神經生物學家 Rita
Levi-Montalcini為模範，指出對方至103歲的高齡
依然有做研究，「我一定不會放棄科研。」

無論多忙 都要研究
「無論多忙也好，我都要做研究。」葉玉如雖然在

科研領域已收穫了不少「光環」，包括由歐萊雅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法國
政府授予的「國家榮譽騎士勳章」、兩度獲頒國家自
然科學獎、中科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選為外籍院
士、港科院創院院士，但她並未因此止步，反而繼續
努力鑽研，希望可以攻克心中的科學難題。
Rita Levi-Montalcini於1986年時，因為神經生長

因子的研究取得諾貝爾醫學獎，葉玉如從事的研究亦
是跟隨其步伐，Rita Levi-Montalcini找到第一種因
子，而葉玉如找到第三種和第四種。公眾近年對她的
關注，則是因為其阿爾茲海默症的研究。

她表示，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目標，是希望可以找到
方法，得知一個人患上此疾病的風險有多高，甚至找出
診斷方法，「早些知道，就可以更好地延緩症狀，如果
太遲才發現，大腦已發生變化，就難以逆轉。」

另一個更遠大的目標，就是找到治療方法，「根治我
不敢講，但如果能延緩幾年，也是很好的成就。」她透
露，其研究近日再有突破，在藥物上有新的方式，但
詳情要稍後才可透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效法人瑞前輩
誓攻克「認知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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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玉如冀推動兩地科研合作葉玉如冀推動兩地科研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左起：林健鋒、盧偉國、梁君彥、石禮謙祝
賀市民新年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創科創業在灣區將迎來「黃金時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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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撰文釋香港特首撰文釋香港
參與內地發展機遇參與內地發展機遇
處處處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月1日(第18/02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081,300 （0.5注中）
三獎：$94,870 （58.5注中）
多寶： $18,768,688

下次攪珠日期：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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