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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郭虹宇

本港自去年起受一連串的黑暴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打擊，經

濟、民生均元氣大傷，負面影響陸續浮現。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感嘆社會不穩導致本地創

科界「人財兩失」，風險投資基金在港投資額錄得大跌，對人

才的吸引力亦大不如前；他強調初創企業必須置身穩定環境下

才有望「開花結果」，而香港國安法正是讓社會重回正軌的重

大契機，社會各階層都應給予支持，讓科研人才和投資者對本

港重拾信心。

創科人財兩失 國安法挽狂瀾
黑暴害初創企難「開花結果」 立法讓投資者科研人才重拾信心

灣區優勢互補創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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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恒說：「香港的創科生態本來
日趨蓬勃，若以風險投資基金在

港的投資額作說明，2014年錄得約
12.4億元，至2018年已升近13倍，達
到約170億元，奈何去年僅錄得99億
元。」
其實風險投資基金又叫創業基金，
是現時廣泛流行的一種新型投資機
構，它以一定的方式吸收機構和個人
的資金，投向那些不具備上市資格的
中小企業和新興企業，尤其是高新技
術企業。薛永恒指出，投資初創企業
風險不低，但本港社會自去年接連發
生暴力事件，令風險進一步提高，
「導致跌幅的理由簡單易明：社會不
穩，投資卻步！」
創科發展離不開錢財與人才，社會
動盪不但令投資者卻步，人才亦難免

會被嚇跑，「香港這個城市以往一向
予人感覺守法與包容，但去年以來一
連串社會事件，會令人對此產生疑
問」，薛永恒坦言，暴力事件令本港
聲譽受損，吸引人才的叫座力亦告下
降，這個現實只得接受。

中美矛盾框下 港成回流選擇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我們目前

在中美矛盾的大框架下，部分在美的
華裔學者及科研專家都有機會面對衝
擊與挑戰，香港有機會成為他們回流
的選擇」，薛永恒笑言凡事有危有
機，因應世界大局變化，香港仍有機
會迎來全新契機，吸納人才。
惟他強調，大前提是要香港必須回

歸平靜、和平，「投資往往會有不同
選擇，人才也一樣，頂尖人才就更加

不乏選擇，假如他們發覺香港已不再
是昔日印象中那個守法、包容的地
方，再多契機也是徒然。」

中央撥亂反正 香江回復安寧
薛永恒認為，香港國安法正是中央

給予本港的一大支持，有助本港撥亂
反正，重建本港昔日的吸引力，讓世
界不同投資者與人才重拾信心，因此
絕對是重中之重，「千萬不要以為香
港的成功是必然，這是透過幾代人的
不斷努力，加上國家的大力支持才能
達到，希望大家珍惜，共同守護香
港」，否則縱然疫情過去，假如社會
暴力事件仍然持續，本港始終難以在
初創延續過去幾年的勢頭，是以必須
把握今次的立法機會，讓香港回復平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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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恒上任創
科局局長前，是
機電署署長，4月
期間曾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就

「機電創科網上平台」推動創科
抗疫進行介紹和解說。當時薛永
恒已強調，疫情期間有危有機，
相信創科產品能乘抗疫而冒起，
署方致力扮演橋樑角色，給具應
用潛力的創科產品安排政府場地
試用平台，合格產品將可獲得官
方認證，既助社會抗疫，同時推
動創科發展，達至雙贏。
事隔數月，薛永恒以新身份再次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笑言局方很
多工作其實跟自己當日於機電署推
動的項目一脈相承，「以公營機構
試用計劃為例，跟機電創科網上平
台可謂異曲同工，其實很多同事對
於創科發展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大家的理念同樣是要協助初創企業
的科研產品「落地」，讓其更穩健
地推向市場。
「我一向對香港的創科非常有

信心，香港有5所世界100強
大學，具備國際頂尖基礎科
研能力；我們有40多位兩
院院士在港，這些都是推
動本港創科發展的重要支
柱。」同時，薛永恒強調
數碼港、科學園等研發機
構這些年間已經打穩根
基，足以支撐本港創科
發展。
事實上，薛永恒在

上次接受本報專訪
時，曾分享如何於疫
情期間積極游說各政
府部門試用科研產
品，過程中與各部
門建立緊密關係，
相信在其執掌創科
局後會進一步發
揮影響力，全面
推動政府各部門
擁 抱 科 技 創
新，為實現本港成為國
際創科中心而邁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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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致力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創科局局長薛永恒強調，要達
成目標「單打獨鬥絕對不行」，所以
特別需要與大灣區內各城市加強合
作，發揮香港於研發及吸引投資的優
勢，並與區內出色的科研成果轉化和
先進製造能力作優勢互補，實現人
才、資訊、資金互通的藍圖。

科研經費「過河」灣區共建成果
薛永恒表示，灣區內深圳、東莞、廣州等地

擁有龐大市場，亦具備科研成果轉化和先進製
造能力，科研產品商品化的配套好，生產能力
也高；至於香港，除大學基礎科研能力強，亦
有與國際接軌的金融經濟系統及法律制度，有
利吸引海內外研發機構投資，亦可協助科創企
業在大灣區落戶，或協助廣東的初創企業將香
港作為跳板進入全世界；雙方實現人才、資
訊、資金互通，加強合作將可開創共贏局面。

他提到，在國家相關政策及《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支持下，內地科研經費
「過河」來港項目已穩步實施，香港的大學
及科研機構都可通過競爭拿到國家財政資助
的研發資金，而灣區院士聯盟、中科院在港
設立院屬機構等措施，也逐漸看到成果。
薛永恒認為，對於特區政府來說，當務

之急是協助香港已經落地的創業者、年輕
的科學家認識大灣區能給予的支持，以及
協助科研成果商品化，以至量產推出市場
等。
薛永恒指，上任兩個多月來，自己已與

超過40個科研團體及科學家會面，他們都
表示希望特區政府可協助他們了解大灣區
可提供的幫助，及能針對具體項目進行介
紹，且多提供實地考察項目，「香港與灣
區透過互相認識，加深理解，才能真正達
到互相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薛永恒出任創科局局長至今兩
個多月，其中一項日常工作就是
向公眾講解各項創科措施的初衷
與原由，不過本港「泛政治化」
問題嚴重，攬炒派惡意針對和抹
黑的情況比比皆是。薛永恒接受
專訪時指出，加強溝通是其任內
一大工作目標，而爭取市民理解

與支持，是問責官員的應有之義，但
對個別人等刻意拖政府後腿，惡意抹
黑阻撓施政，香港市民應齊聲說不，
別讓內耗連累本港的發展停滯不前。

遭誣利益輸送 對基層不公道
新冠肺炎疫情下，本港曾經面臨

「一罩難求」的艱難處境，創科局遂
於5月宣布向全港市民免費派發可重用
的「銅芯抗疫口罩＋™」，惜有關利
民措施隨即成為攬炒派唱衰的目標，
不斷套上所謂「無用」、「有害」、
「利益輸送」等失實的標籤，引起市
民大眾不必要的恐慌。
「其實我都解說過無數次，口罩經

過認可的實驗室反覆測試，證實安
全。」薛永恒從西裝袋中拿出銅芯口
罩，強調自己自5月6日起每日佩戴，
身體力行支持本地科研產品，「但很
不幸，很多『有心人』仍透過不同渠
道抹黑我們自己的科研產品，這令人
非常痛心。」
他感嘆指，每天使用即棄口罩，對

基層家庭而言或是經濟負擔，「可重
用口罩有助減輕負擔，部分人卻硬要
抹黑口罩成效，甚至說是『有害』，
令基層家庭不敢用，或是在不必要的
惶恐之下繼續使用，這對基層家庭非

常不公道，令我非常憤怒。」
至於所謂「利益輸送」就更令人無

奈，「大家別忘記，當時口罩供應非
常緊張，全世界均面臨口罩荒問題，
實際上並非有太多生產商有能力、願
意為香港提供口罩。」薛永恒指出，
政府從2月開始百般努力，都須花近3
個月時間才完成口罩，「又或者我哋
可以好簡單話要跟足程序、做足投標
過程，但最終只會錯失時機，甚至到
今日都未能做出口罩。」他強調，政
府應該「急市民所急」，必要時絕不
會躲於程序背後，不做應做的事。

暴徒毀「智柱」悟解說重要
類似的情況亦見於智慧燈柱，「這

是一件令我很不開心嘅事，它明明是
智慧城市發展的一項重要基石，卻被
人於鏡頭下公然以暴力鋸爛，這是絕
對不能接受的行為。」不過，薛永恒
認為，這些事讓他有所反思，決定未
來會進一步做好前期解說工作，例如
透過地區解說以及路演，加深市民理
解，從而共同保護和珍惜創科產品。
「解畫總是要解畫的，香港目前環
境，對政府一些工作的不理解以至疑
惑，作為政府問責官員，作詳盡解說
好應該，一定會努力做好。」薛永恒
坦言，不排除有人會刻意抹黑和誤
導，「但我們應該擇善執固，如果知
道這是好的，絕不會因為極少數的抹
黑聲音，而將可以帶領香港前進的動
力煞停。」他呼籲香港市民務必看清
事實，齊向不盡不實的「評論」說
不，遏止歪風，才可共同前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郭虹宇

■薛永恒感嘆社會不穩令本地創科界「人
財兩失」。圖為暴徒焚燒雜物。資料圖片

■薛永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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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恒強調香港國安法正是讓社會
重回正軌的重大契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薛永恒在上次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曾分享
如何於疫情期間游說政府部門試用科研產品。圖
為科技公司研發的「體溫探測機械人」曾在機電
署總部大樓進行測試。 資料圖片

■香港與灣區優勢互補，實現人才、資
訊、資金互通的藍圖。圖為灣區醫檢與
生物科技合作項目。 資料圖片

■灣區擁有龐大市場，亦具備科研成果轉化和先進製
造能力。圖為灣區精準醫學產業基地俯瞰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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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創科抗疫
進行介紹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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