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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经济“新名片”

“香港面临不少挑战，包括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摩
擦、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等。国家
提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支持香港巩固
提升竞争优势，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反映出国家对
香港的期许，亦为香港带来发展机遇。”香港中华厂商会
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认为，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
巨大的改革发展成就，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会
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内人流、货物、资金与信息加快流
动，香港可从中受惠。

“国家在面对挑战之时，仍然关心及关怀香港，处处
为港人打开发展大门，正说明国家是香港最大的靠山。”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直言，香
港各界应积极寻找定位，融入“十四五”规划蓝图，发
挥好“核心引擎”的功能。

事实上，香港长期以来都是区域的“创新重镇”，除
了有多所高水平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外，金融、商务、法
律、知识产权等服务业发达，还具有深厚的科研基础、
完善的市场环境、高度国际化、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服务
业，完全有条件发展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香港的繁荣稳定不是必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中央
的大力支持，香港更要努力争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
秋北表示，中央多次在政策、具体举措上支持香港，香
港各界应不负国家所望，把握时代机遇，积极投身建设。

“未来5年乃至未来15年，科技创新必将是发展中的
重中之重，这为香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舞台。”香港《大
公报》 日前发表的社评如是说。舆论预测，若抓住这次
难得的历史机遇，国际创科中心会成为继国际金融、航

运、贸易中心之后，香港又一张崭新名片。

湾区合作新方向

香港打造国际创科中心，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
市通力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近2年
来，一系列促进港澳同内地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密集出
台，无疑为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久前，香港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还进一步签署落实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57项具体措施，重要的一项就是推
进两地创新及科技发展。

“香港现在正处于世界科技创新的比赛之中，并属于
粤港澳大湾区的团队一员。创科产业包括基础科研、应

用研发、商品化、市场推广及金融投资多个阶段，犹如一
场接力赛，香港在其中可以‘接棒’自身所长的阶段，并
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合作，把国际科技中心做到最好。”香
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香港的科技力
量在推动国家创科发展中可发挥独特作用，并可为香港经
济带来新的动力。未来创科局会考虑在大湾区为香港青年
寻找创科岗位，让他们了解大湾区的发展，给予年轻人加
入创科产业的信心。

尤其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两地能互补互足，强强
联手。“香港与深圳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引擎，在
科技合作方面潜力巨大。香港基础科研能力强，深圳有
一批享誉全球的高科技公司，通过深化合作，两地能在
一系列科研领域实现更大突破，更好地推动国家加快建
设科技强国。”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
主席吴良好说。

人才引进新计划

人才是创科成功的关键。林郑月娥在其 2020 年施政
报告中提出，建议推出为期 5 年的“杰出创科学人计
划”，动用20亿港元，汇聚更多海内外创科人才。在此之
前，特区政府已经启动“重金揽才”模式，过去3年就各
项创科人才培训计划投放超过68亿港元。

“香港拥有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成熟制度和高度开放
的人才流动体系，可以成为创新人才的集聚地，为大湾区
延揽、输送各类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区域经济部研究员刘云中认为，对于内地来说，香港
在对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吸引世界优秀科技人才、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具有比内地城市更为优越的条
件，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同时香港多所
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科学和原始创新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
可以为大湾区培养本地化人才作出贡献。

科技创新对国家、香港的重要性前所未有。“香港与国
家在同一条船，当下是香港创科的最大机遇，而创科也是
香港的最大希望。”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鼓励香港各界
主动抢抓发展机遇，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聚力发展的方
向。林郑月娥日前透露：“过去3年多，通过国家科技部的
支持、特区政府高层督导、跨部门协作、千亿元投资，香
港的创科发展可说是生机勃勃，甚至有人形容是开启了创
科的黄金时代。”数据显示，香港初创企业数量5年内增长
了2倍，所聘用的人数增加4倍，有7家科技“独角兽”企
业在此落地，创科投资融资大幅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
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香港要抓住时代机遇，继续保持
一直以来的法治精神、不懈奋斗的毅力、不断探索的创意
等优势，将积淀多年的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等与区域内各
城市分享，创造新时代的湾区奇迹。”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
晓峰说。

“三重机遇”开启香港创科黄金时代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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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
设科技强国，科技创新在国家整体战
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中央一直
将香港作为打造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
力量，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香港特区政府看准方向，积极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推动创新
科技发展，在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发表
的 2020 施政报告中，28 次提及“创
新”，48次提及“科技”。在中央全力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通力合作、特区
政府聚力发展的三重机遇下，香港建
设国际创科中心正迈向广阔新天地。

由四川省台办、重庆市台办等部门主办的川渝
粤台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成都举行，邀
请两岸200余名优秀青年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交
流分享在陆就业创业经验。

活动期间，四川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携手在川
台企富邦华一银行成都分行发布50个台青实习就业
岗位；成都亚台青海峡青年创业园等 3 个青创基地
与 8 个台湾青创项目进行现场签约，为台青逐梦大
陆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为台青就业牵线搭桥

作为四川“台湾青年实训基地”之一，富邦华
一银行成都分行此次为台青准备了涉及银行部、台
商部、零售银行部等部门业务工作的20个实习就业
岗位，帮助台青在实践中了解川台金融交流合作，
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台湾的民宿产业、酒店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等做
得非常棒，这些产业与集团的发展非常契合。”新希望
集团四川总部公共事务总监邱鹏旭表示，集团后续还
将推出更多面向台湾青年实习就业的招聘计划活动，
让更多台青将台湾的理念和思路带到大陆。

“四川对台湾青年创业就业的扶持力度很大，我
会优先考虑来成都发展。”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的台
生张如琳说，成都是一座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城
市，对自己在手工艺与文化设计方面的发展有很大
帮助。“我最喜欢蜀绣，大陆对非遗文化扶持力度又
很大，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找到心仪的实习机会。”
张如琳说。

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青创园帮助台青实现“从0到1”后如何让他们走
得更远？此次交流会期间，川渝粤三地多家青创基地
负责人和创业台青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融合发展”。

广东汇龙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总经理黄振林
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元素构成不同、产业重叠性不高、区域分工不
同，“两个区域台青能互补性配合发展产业和市场，
形成良性互动”。

来自广东的网红台青吴宥璇同样看好两地间优
势互补融合发展的机遇。今年初，她同合作伙伴借力
大陆电商发展优势成立了“广东台妹”电商平台，打通
了台商线上销售渠道，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

“川渝两地台办到广东对接产业合作，让我对西
部新发展机遇有了新认识。”吴宥璇表示，下一步将
把“广东台妹”的商业模式复制到成渝两地，在提
高商品销售额的同时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只要条件
合适，我们会迅速推动项目落地。”

抓住“双城”建设机遇

在两岸青创基地交流沙龙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两岸青年讨
论的关键词。

“3个月前我带着‘在线教育’创业项目来到成都，没想到刚来就住上了
人才公寓，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教我注册公司。”谈及自己的创业经历，“95
后”台青游立扬表示，成都提供的“一站式”项目落地服务让他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惠台政策，加上“双城经济圈”机遇，他对未来创业前景充满信心。

窝克海峡两岸企业孵化器 （重庆）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游瑀分享了园区与
四川德阳台青创业园通过“以赛引台”的方式吸引优质台青创业项目落地川
渝的经验，在他看来，成渝两地的青创基地和产业园都有自己的特色优质资
源，而“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让资源整合有了更好契机、更大平台。

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表示，当前川渝地区正努力推动“双城经济圈”
建设，为台湾青年在川就业创业、实现梦想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机遇。四川
将持续深化川渝台青年的交流合作，让台湾青年在两岸融合发展中找到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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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 香港特区
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2 日表示，
要求全体公务员一次性宣誓或签署声明，
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香港特区
政府负责，相关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聂德权当日在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
质询时表示，由于誓言或声明内容是公
务员的一贯责任及担当，如现职公务员
不签署声明或宣誓，会令人质疑公务员

是否具备作为公务员的基本责任感及担
当，有关人员的升迁必然受影响，管理
层也可能对于该人员是否适合继续执行
公务有怀疑。

聂德权指出，当局正咨询法律意见，
厘清和确定如果有现职公务员不签署声明
或宣誓时，管理层须采取的有关跟进行
动，局方在短期内会按既定机制与主要公
务员团体沟通，然后尽早公布。

据新华社澳门12月2日电 （记者郭
鑫） 第 11 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
峰论坛 （以下简称基建论坛） 2日在澳门
开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澳门
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商务部副部长王炳
南等出席开幕仪式。贺一诚表示，本届
基建论坛的举行，将为澳门经济的复苏
注入动力。

本届高峰论坛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商会和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
邀 请 到 400 多 家 单 位 的 1000 多 位 政 、
商、学等业界人士共同探讨当前国际基
础设施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后疫情
时代国际基建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国
际业界如何通过加强合作共克时艰、促
进全球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贺一诚在致辞时说，在中央政府的
鼎力支持和特区政府的通力合作下，基
建论坛成为在澳门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展会活动之一，更成为澳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
重要平台。本届基建论坛以“携手应对
挑战，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发展”为主
题，对国际业界提振信心、凝聚共识、
共同携手应对挑战、推动行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王炳南在致辞时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资本避险情
绪持续升温，使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受到冲击，但通过国际合作加快基础设
施投资建设的国际大趋势不会变。

针对促进国际基础设施合作高质量稳
步发展，王炳南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更加积
极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国际合作；二是深化
互联互通建设，服务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三
是创新投融资模式，解决基建市场资金缺
口；四是坚持创新引领，推动“新基建”与传
统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

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在澳门举行

冬日暖阳
米面飘香

冬闲时节，浙江省台州
市仙居县白塔镇金店村村民
制作加工米面忙碌不停，成
为当地一道特殊的“丰”景
线。作为当地远近闻名的

“米面专业村”，金店村产出
的米面因柔软富有韧性深受
市场欢迎，产品通过电商远
销全国各地。

图为金店村村民趁着晴
好天气晾晒米面。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香港将要求现职公务员一次性宣誓或签署声明

拥护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12 月 1 日，一架直升机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
图壁县雀尔沟镇冬草场片区上空来回飞行播种牧草。

陶维明摄 （人民视觉）

飞播牧草 保护生态

香港创科中心之一“香港科学园”外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