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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逾百「綠色絲路」科技項目

6年投18億 科技撐「帶路」

中科院香港創研院正註冊
白春禮：擬成立灣區院士聯盟 獻策粵港澳發展

「帶路」科技合作典型案例
■在斯里蘭卡建立水資源中心，以及颱風預報系統

■在中亞建立藥物中心，通過天然產物研發藥物。中亞建立生態與環境
研究中心，致力於當地環境保護。

■在泰國曼谷建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心，推進科技成果在沿線國家的
應用示範和轉移轉化

■在肯尼亞援建該國第一個國家植物園，中科院負責具體技術支撐，這
為肯尼亞本身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旅遊資源的建設提
供非常重要的基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2018年初，中國科學院設立了「泛第
三極環境變化與綠色絲綢之路建設」專項
（簡稱「絲路環境專項」），專項完成的
研究報告昨日出版。報告認為，走「綠色
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必然選
擇，要破解「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發展與
環境之間難題，需大量科學技術支撐。

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表示，「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地理資源、生態環境差異巨大，
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首先要
對沿線的地理、資源、環境有科學的認
知。水的短缺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非常迫切的問題，所以「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要綠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要對水、
資源、環境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據介紹，中科院已佈局了100多個「綠色
絲綢之路」科技合作項目。比如，中科院集
成近20個研究所與巴基斯坦10餘家科研機構
展開合作，針對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面臨的諸
多生態環境挑戰，積極參與走廊的遠景規劃；
幫助斯里蘭卡、柬埔寨、老撾和塔吉克斯坦
解決當地民生飲水問題；與烏茲別克斯坦共
同開發當地所需的一些藥物等。

近年來，兩地科技合作交流不斷深
入。白春禮說，他在港訪問期間與

林鄭月娥特首簽署了《關於中國科學院
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明確
要在香港建立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
院。目前，該研究院已開始註冊，並主
要針對香港特區科技發展的需求，進行
整體佈局。比如，在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生物醫藥健康這些領域先期做一些
佈局。香港創新研究院是一個實體、一
個平台，通過這個平台，中科院會進一
步加強與香港的科技交流與合作。

續挺優秀聯合實驗室
中科院與香港高校的合作一直以來非
常密切。白春禮說，目前，中科院已與香
港高校建立逾20個聯合實驗室。這些聯合
實驗室，在此前通過經費合作等支持，雙
方共同合作，取得一些非常好的科技成
果。去年，已對這些聯合實驗室進行評
估，並將對優秀的實驗室繼續給予支持。
這種聯合實驗室的模式，為科學家之間的

交流合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

擬集合中科院粵機構形成合力
白春禮說，中科院準備在香港建立粵

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通過這個聯盟共
同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共同為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香港、澳門的
發展建言獻策、提供諮詢。此外，在粵
港澳大灣區，中科院有廣州分院等相關
的研究機構。在廣東，中科院還有一些
大科學裝置，比如剛剛在東莞完成的中
國第一台中國散裂中子源基地，這為科
學研究提供非常好的平台，又為粵港澳
大灣區提供服務支持，粵港澳地區科學
家可以共同使用這個平台。
白春禮表示，中科院在粵港澳還有關
於中微子速度的測量，以及在廣東省深
圳市、廣州市等佈局，未來準備把中科
院在廣東地區部署的機構綜合起來，在
包括海洋、環境、物質科學等方面的研
究集成起來，形成合力，共同為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昨日舉行

發佈會，介紹科技支撐「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在談及香港正依託大

灣區和「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打造國際科創中心問題時，中國科

學院院長白春禮表示，中科院一直非常重視與香港的科技交流合作，

並通過多方面部署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科

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科院準備成立粵港

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為香港、澳門的發展

建言獻策，提供諮詢。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昨日昨日，，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國務院新聞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中中
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中中））等答記者問等答記者問。。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昨日在國新辦
發佈會上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
下，中科院為打造「創新之路」、「綠色
絲綢之路」、促進「民心相通」和建設
「一帶一路」創新共同體作出實實在在的
工作。6年來，中科院科技支撐「一帶一
路」建設累計投入經費超過18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合港幣21億元），與沿線國
家的科技交流合作規模超過12萬人次。

成立國際科學組織聯盟
白春禮表示，中科院牽頭成立了首個綜

合性國際科技組織——「一帶一路」國際
科學組織聯盟（ANSO）。作為科技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及全球社會經濟可持續

發展的國際合作平台，ANSO是打通科學
研究與技術應用的障礙，圍繞科學、技
術、創新和能力建設，開展四位一體聯合
行動的綜合性、實質性的國際科技組織。與
其他國際組織不同，ANSO更注重「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更注重通過科技
手段解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生態、環境、
民生、福祉等實際問題，同時還非常重視青
年科技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

培養五千高層次人才
在人才培養方面，白春禮說，初步統

計，中科院已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培養近
5,000名高層次科技人才，其中包括1,500
多名科學和工程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們
中的許多人已經學成歸國，成為共建「一

帶一路」的生力軍。這項舉措是政策溝
通、民心相通的重要紐帶。
白春禮還表示，按照「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則，中科院已率先在非洲、南美
和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創建了9個
海外科教中心，正在籌建第10個。海外科
教中心成為相關各方開展國際合作的平
台，吸引一批重大科研項目，幫助所在國
解決很多困擾他們多年的民生問題，也提
高了當地的科技創新能力。
同時，中科院前瞻佈局了100多個科技
合作項目，支撐「綠色絲綢之路」建設。
中國還設立「一帶一路」科技成果轉移轉
化基金，聯合院內外百餘家科技型企業和
研發機構，發起成立「一帶一路」產業聯
盟，並建立了曼谷創新合作中心。

■中科院一直非常重視與香港的科技交流合作，並通過多方面部署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圖為港大合成化學國家重點
實驗室。 資料圖片

醫學會前晚開會，通過支持在多個醫生組織有共識
的新方案，在不同機構工作的海外醫生於執業試後續
要工作指定年期。該個代表醫生業界共識的新方案，
雖在放寬限制未如外界所盼，但起碼在輸入海外醫生
的問題上邁出第一步，還是值得支持的。未來，醫生
業界應進一步肩負起「維護民康」的使命，以公眾利
益為重，打破本港公立醫院人手短缺的困鎖，彰顯懸
壺濟世的無私愛心。

公立醫院人手捉襟見肘情況持續。據悉，醫院管理
局估算兩個「十年建院計劃」所需新增人手，料至
2035年額外需2000名醫生，即使增醫生學額、重聘退
休醫生及引入海外醫生，仍缺500人至600人，持續放
寬海外醫生來港的門檻不可迴避。

不過，醫委會會議早前否決了4個放寬海外醫生來港
執業的方案，引起社會巨大迴響。醫委會前主席兼現
任委員麥列菲菲坦言，部分醫生有保護主義，偏重業
界利益。她認為基本法雖有保障專業自主，「但專業
自主不等於牢控醫生註冊」。在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
下，醫生團體作出一定讓步。該會近日提出的新方
案，被形容為「第五方案」，其中一些建議的變動，
反映該會也明白所謂「眾怒難犯」的道理。

上次被否決的四方案之一，是海外專科醫生在醫管
局、大學醫學院、衛生署工作滿3年，可豁免半年的實
習，此方案以一票之差遭否決，是四個方案中支持票
最多的。

此次新方案就建議，在醫管局工作的海外醫生，考
執業試後要工作多一年半，試前試後合共做滿3年，可
以免實習；在大學醫學院的試後要工作3年；在衛生署
則要試後工作4年半。與上次被否決的方案兩相比較可
見，醫生團體支持放寬海外醫生在醫管局工作。

醫學會會董、醫委會委員兼立法會醫學界議員陳沛
然解釋稱，新方案聚焦處理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

題，首要目的是將有限度註冊醫生留在最需要人手的
醫管局醫院。這個解釋亦有一定道理。

目前，香港公立醫院人手不足，導致前線醫生工作
壓力「爆煲」、影響照顧病人的質素，這是前線醫
生、市民最不滿的。先放寬海外醫生在醫管局工作的
限制，增加對海外醫生來港工作的吸引力，對紓緩公
立醫院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有一定幫助，前線醫生、
病人、市民都樂見其成。

有意見認為，海外醫生在衛生署專科門診服務，同
樣可以紓緩公營醫療體系的壓力；大學醫學院也欠缺
醫生，特別是資深教授，更應該輸入海外醫生，醫學
會提出的「第五方案」未够寬鬆，不能一視同仁。不
過，亦有醫委會委員表明不支持該方案。

公眾希望盡快引入海外醫生、解決本港醫生人手不
足的問題，心情可以理解。但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
輸入海外醫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醫學會提出的「第
五方案」，好不容易才邁出第一步，如果因為其他兩
項條件未獲滿足而被否決，輸入海外醫生繼續原地踏
步，未免太可惜，醫生業界和公眾的分歧爭拗難免激
化，對社會有害無益。因此，醫生業界、病人、市民
還是應互諒互讓，接受「第五方案」，先打開輸入海
外醫生的大門，解決公立醫院人手不足最迫切的問
題。

香港醫學會的會徽有箴言「維護民康」，以此表明
照顧病人是醫生的天職，並以倡導此信念為傲。俗話
說，「醫者父母心」，這是讚美醫生的醫德，也是對
醫生的要求，指醫生對待病人，應像父母對兒女的關
愛一樣，處處為兒女着想，無微不至愛護，使他們免
受傷害。在輸入海外醫生的問題，期望本港醫生業界
不要過分注重自己的利益，而應踐行醫學會會歌的諾
言，為公眾「齊來找處方，燃亮黑夜曙光，破
困鎖，愛心發放」。

維護民康邁出輸入海外醫生第一步
港鐵正與內地商討優化港深高鐵票務安排：車票日後或不再列明班次，乘

客購票後可隨時上車。高鐵可即買票即上車，方便乘客靈活安排，將更有效
發揮高鐵效應和「一地兩檢」安排優勢。這提升高鐵吸引力的創新安排，港
鐵應盡快落實，並考慮推出高鐵月票，力促港深同城化、加快粵港澳大灣區
融合。

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站採用「一地兩檢」安排後，現時由香港西九
龍坐高鐵至深圳福田站只需14分鐘；到深圳北站也不過23分鐘，十分高速快
捷。不過，由於乘客需提前45分鐘進站，有時進站後明明當班列車有空座，
也不可提前乘坐，造成不必要的等候，令高鐵快速的效應打折，減低了乘客選
乘高鐵的誘因。

據港鐵統計，高鐵香港段自去年9月通車至今，總乘客量於上月突破1,000
萬人次，平均每日接載5.4萬人次，而西九龍站至深圳北站平均每日售出約1.6
萬張車票。為吸引更多人選擇乘坐高鐵，港鐵正研究將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地
鐵化」，方案包括將高鐵西九龍站往深圳北一段的購票，即買即上車，車票不
再印上指定班次，已購票乘客在西九龍站過關後，去到月台有車就可以上。

買票即上車，在廣深鐵路早已實施，證明可極大方便趕時間的乘客。立法會
議員田北辰就認為，如安排落實，每班由西九龍開往深圳北的高鐵列車，會顯
示剩餘座位數目，有助乘客計劃行程，可增加高鐵的吸引力。因此，港鐵推出
此安排的進度應加快。

港鐵還應加快推出港深高鐵月票。港鐵主席馬時亨早前透露，港鐵已在研究
推出高鐵月票，但目前仍無下文。內地早在兩年前，已推出京津城際同城優惠
卡，即高鐵月票，乘客可購買金卡、銀卡充值卡，按照不同乘車次數，給予不
同優惠，乘客持兩種月票卡，可隨時刷卡進站，免卻購票和候車之苦。內地已
有成熟做法，港鐵可以參考引用。

廣深港高鐵開通和港珠澳大橋通車，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形
成。不過，香港目前在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步伐仍比內地相
關省市慢。加快港深同城化，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環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
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廣佛同城化建
設，提升整體實力和全球影響力，引領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參與國際合作。」港深

同城化，首先體現在交通的一體化。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的同城化如火
如荼開展，港深同城化，從高鐵開始是一個不錯的契機。

加快高鐵「地鐵化」力促港深同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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