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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技術
部和財政部近日
發佈有關開放中

央財政科技計劃予香港高等院校和科
研機構參與的規定，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形容，新安排為香港科技創新發展
打下強心針，為科研界注入更多動
力，是歷史的大突破。他寄語港人不
要妄自菲薄，也不應妄自尊大，只要
積極有為，實事求是，定能跨過重重
障礙，推動香港向前邁進。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表示，國家科
學技術部和財政部上星期發佈有關開
放中央財政科技計劃予香港高等院校
和科研機構參與的規定，當中包括將
獲批的項目經費跨境撥付到香港之安
排，可進一步發揮香港科技界在國家
科技建設的作用。

張建宗：共拓灣區國際創科高地
他形容，新政策為香港科技創新發

展打下強心針，為科研界注入更多動
力，是一個歷史大突破。政府會努力
推動本港科研發展，發揮香港在科研
及國際化的優勢，共同發展大灣區成
為國際創新科技高地。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和內地急速發展

的勢頭，有「淡友」認為香港的優勢
正逐漸消失；有「好友」則認為香港
有其獨特性及制度優勢，地位難被取
代。但他指出，香港是亞洲國際大都
會，在多個範疇均取得良好及穩定發
展，並反映在多項國際排名中。
他舉例說，本港大學便享有一定國

際地位，如香港有20所頒授本地學位
的院校，其中4所在國際高等教育評
鑑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2018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中躋身全球首
50位和亞洲前10名內。此外 ，本港
學府開辦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課程，亦在全球數一數二。
教育之外，張建宗指出，本港經濟

的競爭力和自由度，一直獲國際社會
高度評價，無論在最佳營商城市、經
濟自由度、競爭力、營商機遇及便利
營商環境等範疇，香港均持續位居前
列。
他又提到，在創新科技方面，政府

一直大力推動科研及創科發展。憑藉
本身條件，「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再加上國家「十三五」及「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帶來的新機遇，香港
足以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籲港人勿妄自菲薄妄自尊大
張建宗最後指出，創造佳績不是必

然，香港仍面對不少挑戰及社會矛
盾，但他深信，只要大家保持警覺，
積極有為，剔勵奮發，實事求是，和
衷共濟，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應妄
自尊大，定能跨過重重障礙，推動香
港這個充滿活力的動感之都向前邁
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國家大力支持本
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推出「資金過境」新措施，
本港學者將有機會承擔國家大型科研項目。香港科
技大學副校長葉玉如強調，新措施有助吸引優秀國
際人才到港，整個科研生態有望迎來「春天」；科
大前副校長、公共政策學部講座教授李行偉則認為
本港學者有機會參與國家層面研究，將能提升大學
研究水平，不擔心存在所謂「政治化」質疑。

葉玉如：吸引外地港生回流
葉玉如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本港科研人員過

往最多只能「參與」國家的科技項目，新措施實施後
則有機會以「項目負責人」身份承擔項目，對吸引優
秀國際人才來港大有幫助，亦有助吸引身處外地的香
港學生回流，年輕人看到科研前景亦會較願意考慮投
身其中，整個科研生態有望迎來「春天」。

李行偉：提升大學科研水平
李行偉在另一電台節目中亦有提到，新安排

下，香港有承擔國家科技項目的重大機遇，他表示
以往內地資金不能到港，一定程度阻礙兩地深度合
作，新政策下資金可靈活「過河」，讓本港學者有

機會參與國家以至國際性前沿科學問題，對提升大
學科研水平，意義重大。
他強調，本港基礎科研力量屢獲國際認可，科
研人才豐富，但同時有欠缺產業與工業接軌的「弱
點」，市場亦相對較少，因此必須與內地優勢互
補，再引進國際資源，以產生更大火花，促進發
展。
被問到所謂「資金過河」導致「科研政治化」
問題，李行偉表示完全沒有這方面擔憂，「資金過
河」過程會謹慎及有獨立審核，而中央向來支持愛
國愛港人士，新措施的要求與中央政策並無矛盾。
他指坊間有所謂「用香港資源跟內地合作就是

『幫咗人哋』」的誤解，強調事實並非如此，相反從
多個角度看來，香港都能得益，反問何樂而不為？

歷史突破注動力 創科喜打強心針

國家表明支持本港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容許「資金過境」的好意卻被別
有用心者質疑會「影響學術自由」。
賀子森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直指有關
說法是「想多、想歪」，強調本港必
須具備資金才能吸引世界頂尖人才到
來，呼籲社會各界多加支持本港創科
發展，同時期望政府應有更長遠規
劃，共同做好科研發展。
賀子森解釋，本港的教授做研究往

往選自己喜歡的、有能力做好的項
目，以爭取良好聲譽從而跟國際的大
學教授競爭，因此不會做沒有興趣及
沒有能力做好的研究。
被問到有意見擔心「資金過境」會

造成所謂「科研政治化」問題，影響
學術研究自由。賀子森直指有關說法
是「想多、想歪」，「研究很簡單，
大學首要目標是要邀得世界一流教
授，為本港帶來益處。假如香港沒有
資金、資源，又要對研究項目諸多限
制的話，頂尖教授是不會來的」。他
期望外界能明白這番道理，減少不必
要的誤會。
他指目前「資金過境」率先試行的

科研資金（首批每家100萬元、共約
2,200萬元）雖然不算很多，但背後
象徵了國家對本港學術研究的支持，
相信能為科研界帶來更多本地、內地
以至國際性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國家大力促進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
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並推出新措施，讓國家科研經費可
以「過河」在港運用。賀子森表示，欠
缺穩定的資源一直是香港科研工作者面
臨的最大難題，認為新政策大大緩解了
科學家的壓力。

至少可與世界一流大學競爭
事實上，吸引國際人才對科研來說最為
關鍵，這方面香港具備競爭力，但人才到
港後卻往往因未獲足夠的支持而流失，如
今國家鼎力支持，正好能有效緩解這一
困境。他相信以香港的條件，「3年內
（科研水平）可以翻一個大的筋斗，至少
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大學競爭。」
他又特別提到，世界一流高校匯聚的
美國，近兩年面臨研究經費被削減的問
題，此時對香港科研發展更是重大機
遇。
香港科研人員可直接申請中央財政科

技計劃項目，說明發展平台變大，但亦
預示着將會有更大的挑戰來臨。
賀子森表示，「整個遊戲已經變了，

香港的科研人員會和內地的頂尖人才競
爭以爭取國家資源，大學的競爭對手亦
不只是香港的幾所，而會有北大、清
華、復旦等等，香港會不會贏還不知
道，這場『波』才剛剛開始！」

港科學家需放大野心視野
他續指，很多香港科學家以前縱有野

心一展所長也未必有條件實現，但隨着
未來可獲得的資源增多，「野心和視野
都要大些，面臨大項目的挑戰，不只是
要出好文章，可能還要多拿一些專
利。」對於香港新一代科研人才，亦可
因為導師資源增加、視野擴大，而得到
更好的訓練及培養。

為灣區建國際科創中心鋪路
國家經費「過河」，不僅在資金上提

供支持，亦將有利促進兩地加強科技合
作，為日後的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打好基礎，為在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搭橋鋪路。
賀子森相信，香港的科研角色將迎來
很大變化，希望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未
來能透過「港深創科園」，與大型科技
企業公司一起培訓人才，他亦希望在國
家支持下，香港可吸引更多大企業投
資，改善科研氛圍，為年輕人創造更多
元出路。
香港不少學生及家長，基於就業前景

考慮，一直對投身科技研發欠缺信心，
本身為傑出化學家的賀子森分享指，當
初大學選科時，亦曾掙扎入讀當時出路
佳的土木工程，差點與最感興趣的化學
失之交臂。
他希望未來更多港生能選讀工程、科

學，而不會只將眼光集中於醫科、金融
等賺錢學科，亦不會再因出路問題退而
求其次，放棄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所在。

讚「過河」紓科學家壓力 賀子森：場「波」剛開始

「科水」助躍升 港3年「翻筋斗」

國家科技部、財

政部日前推出多項

支 持 香 港 科 技 發

展、推動兩地合

作的政策措施，

為香港科研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優厚條件。 香港大學副校長

（研究）賀子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家加大支持令香港科研人員

深感興奮，相信3年內本港科研可以「翻一筋斗」躍升，達世界一流的競爭

水平；而本港科學家未來需要具備更大野心和視野，面臨的挑戰不再限於香

港，而是要與全國最頂尖人才競逐資源，爭取進步。對於這個創科新時代，

他形容「這場『波』才剛剛開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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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吸國際人才 科研生態「料迎春」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賀子森，其
學術生涯主要於香港主要競爭對
手新加坡發展，更在當地工作逾
30年，直至兩年多前返港加盟港
大。他坦言，新加坡政府對科研
發展有明確規劃，資源投放龐大
且穩定，能成功吸引企業及人才
進駐；過往不少科研相關大型企
業有意於亞洲投資時，往往曾考
慮到新加坡和香港，唯香港一直
處於下風，多未被選中。希望隨
着國家加大對港科研的支持，可
以於未來的港星競爭中扭轉劣
勢。
賀子森對新加坡有關科研發展

的遠見深表讚賞，認為當地政府
早年已看到在新經濟下，科研成
果和經濟息息相關，因此對科研
有穩定的投入、明確的目標規

劃，並且重視合作。他指近年新
加坡的大學排名高企，與這些原
因不無關係。而相比之下，在香
港搞科研卻需花很多功夫「自己
找錢，找資源」。
他表示，過去有香港科學家為盡

快爭取資源，於找合作夥伴時未
必太嚴謹，但隨着國家科研經費
「過河」，資金將會較充分，
「可以覺得很合適才選擇拍檔，
這一點很重要，意味着隊伍會強大
很多，教授的自由度會大很多。」
賀子森認為，特區政府近兩年

於創科投入和規劃上趨勢開始見
好，但希望在目標、資源投入上
可以再明顯和具體一些，建議可
考慮設定一個三年或五年計劃，
為社會提供一個清晰的願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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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自己搵 難與星競爭

■■賀子森表示，國家加大支持為香
港科研提供更大機遇，有助提高國
際競爭力，但同時亦帶來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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