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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 《文汇报》 报道，香港科
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近日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 2018年初于财政预算案
提出向科技园拨款 100 亿元 （港币，
下同），主要用于加强支持科技初创企
业以及为园内企业提供租金支持，希
望未来可以扶植 1000家初创企业。近
一年来，香港投入不少资源，提供政
策、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同时，
内地与香港也在多方面进行合作，推
动香港科创水平提升。这些举措让香
港科创业不断喜结硕果。

科学园先行先试

无人驾驶的体验，人流监控的展
示，人脸特效的互动，这些场景都发
生在商汤科技，一家坐落于香港科技
园内的人工智能企业。在这里，他们
将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果
逐步付诸实践，将原创 AI技术植入生
活的方方面面。

不只是商汤科技，整个科技园的
企业，都是香港科技创新方面的试验
田。例如香港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
而目前科学园内有约 100 家企业在研
发和智慧城市相关的项目，其中有 40
多个项目在测试。智慧灯柱、智能视
频分析、“刷脸消费、拿了就走”的无
障碍购物流程……此类应用于真实生
活场景的技术，都在正式推广前由科
技园进行试验。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席市务总监张
明华介绍说：“香港科学园已有约 700
家创科企业入驻，我觉得我们最大的
价值就是给初创企业提供培育环境，
让他们变得更大更强。”

黄克强透露，科技园将设立共享
实验室，支持生物科技及人工智能研
发。据悉，科技园将改建园区内的一

期大楼“生物信息中心”，并运用 30
亿元为初创公司提供共享实验室及相
关研究设施，工程预计 2019年春节后
开始动工，期望实验室可在 2019 至
2020年分阶段启用。

勤付出收成丰厚

在科技园蓬勃发展之余，香港科
创业这一年在许多方面也都喜获丰收。

今年 4 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第 46 届国际发明展”上，香港理工大
学研发的一款“光学离焦”眼镜获得了
全场总冠军、特别大奖、特别嘉许金奖
三项大奖。不仅如此，香港发明创新总
会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共带去 98个发明
项目，最终获得72个金奖和26个银奖。

几乎同时，由香港中文大学领导
的研究项目获国家教育部颁授 2017年
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
学技术），包含 2个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和 1 个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涵盖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调解、维持细胞正常代
谢与生理功能调控、混杂语言文字条
件下的网络检索等内容。

研究成果的诞生、科创企业的增
加，都让世界看到了香港发展科创的
决心和能力。因此，国内外的投资者
们也更看好香港的科创前景。

前不久，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表示，全球投资者对香港金
融科技公司的实力表示认同。据统
计，香港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资金额由
2016 年的 2.2 亿美元倍增至 2017 年的
5.5亿美元，远高于新加坡。

11 月底，从事全球商业房地产服
务的高力国际发布了有关亚洲顶级城
市与投资者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显
示，香港不仅是金融企业在亚洲投资
办公的首选城市，还成为了科技企业

选址的新兴地点。

齐发力合作共赢

成果的回报，离不开辛勤的付
出。在科创发展方面，香港这一年来
不遗余力。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2018/2019
年）在去年财政预算预留 100 亿元的基
础上，再额外预留 500 亿元，支持香港
科创发展。其中 100亿元用于香港科技
园的建设，200 亿元用于发展落马洲河
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

今 年 5 月 ，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推 出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旨在通过快速
处理入境安排，为香港特区科技公司

（机构） 输入海外和内地科技人才。该
计划于今年 6 月开始接受申请，首年
度配额为 1000 个，每家公司 （机构）
每年最多可获配额 100 个。同时，香

港也通过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培养香
港本地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及
数学） 毕业生，使他们成为香港创科
发展的坚实力量。

为了共享资源、与内地合作共
赢，今年 9 月，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
科技部在港签署科创合作协议。国家
科技部也将香港 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伙伴实验室正式更名为“国家重点实
验室”，此举有利于这些实验室今后在
内地与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建设“港
深创新及科技园”、与粤港澳大湾区内
多个城市共建研发中心……这些项目
也都在逐步推进。

“香港的科创事业有中央和特区政
府的大力支持，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空间，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天时地
利。”谈及对香港科创发展的信心，香
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罗范椒芬这
样表示。

政策资金支持 多地联手合作

香港致力构筑科创“生态圈”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图为香港科学园。 沈婧婕摄

由台湾 《旺报》、厦门 《海西晨
报》、新浪网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年
度汉字评选”迈入第 9 年，今年由两岸
名人推荐36个字，两岸超过1000万名网
友在新浪网投票，选出最能代表两岸现
象的汉字。投票结果近日在台揭晓，

“望”字凭借51万高票当选。
今年度最后入围决选投票的10个汉

字为“人、望、融、变、合、化、克、
破、聚、青”。台北书院山长林谷芳推
荐“望”，表达人民的盼望与希望。中
国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推荐“人”，提
倡两岸一家人思维。高雄市长当选人韩
国瑜推荐“化”，希望两岸化干戈为玉
帛。大陆全国台企联总会长王屏生推荐

“聚”，盼凝聚共识。

林谷芳特别以“民望之，若大旱
之望云霓也”，来期许在两岸关系低迷
的情况下，以年度汉字评选带来正能
量的期待与转机。郝龙斌推荐“人”
字、韩国瑜推荐的“化”字，分别位
列第二及第四高票，同样道出两岸民
众的心声。

台湾 《中国时报》 发行人暨 《旺
报》 社长黄清龙说，今年是不平凡的一
年，因为大陆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对
于两岸关系而言，今年也是特殊的一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岛内民众以
选票表达了渴望和平、致富、过好日子
的心声，因此回顾这一年，两岸民众选
出的“望”字，代表了对未来充满期待
的共同心声。

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
长刘兆玄说，今年入选的汉字诠释了两
岸民众的观察和期待。希望通过年度汉
字，给两岸同胞和两岸关系带来更多正
能量。

《海西晨报》 副总编辑陈炜明说，
“望”是象形兼会意的字。在甲骨文
中，像侧身之人立于土堆之上，竖目，
瞳子突出，有登高远看之意。“望”字
道出两岸民心，道出世事变迁中两岸民
众的共同期望。

“两岸本是一家人，我们理所应当
守望相助、携手并进。”陈炜明说，今
年恰逢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雨
沧桑，40年胼手砥足，尽管浅浅的海峡
并不始终风平浪静，但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共同繁荣的愿望不可阻挡。
受托公布获选汉字的台湾“中华书

学会”会长张炳煌说，相信通过两岸年
度汉字评选，能让两岸民众高瞻远瞩，
以今年为起点展望未来。“望”字凝聚
两岸共同的期待。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自 2010
年 起 举 办 ， 先 后 评 选 出 “ 涨 ”“ 微 ”

“平”“进”“转”“和”“变”“创”等年
度汉字，已成为岁末年终备受期待的两
岸文化交流活动。此外，在本月初岛内
另一项汉字评选活动中，“翻”字获选

“台湾2018代表字”，反映民众希望台湾
从此“翻”出更蓬勃的竞争力，足见改
变和期待成为民心所向。

（本报台北12月16日电）

“望”字高票当选

两岸年度汉字折射民意期待
本报记者 张 盼

本报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汪灵犀）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14日应询表示，据了解，海协会原会长陈云林先生与江丙
坤先生交往多年，结下深厚友谊。为表达对江先生的敬意和
追忆之情，陈云林将以个人名义、生前好友身份赴台吊唁。
具体时间和相关行程还在与家属联系协调之中。

陈云林将赴台吊唁江丙坤先生

本报香港电（记者连锦添、陈然） 内地与香港12月14日
在香港签署了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CEPA） 框架下的 《货物贸易协议》（以下简称 《协
议》），连同之前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经济技术
合作协议，标志着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推动 CEPA 升级的
目标提前完成。

签署仪式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在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仇鸿等的见证下，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与香港特区政府财
政司司长陈茂波签署协议。

《协议》 是CEPA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从2019年1月
1日起正式实施。《协议》 梳理和更新了 CEPA 关于开放和便
利货物贸易的承诺，进一步提升货物贸易的开放水平。通过
优化原产地规则的安排，原产香港的货物进口内地将全面享
受零关税。《协议》 在原有“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基础
上，引入以产品在香港的附加价值为计算基础的一般性原产
地规则 （“一般规则”），容许当前未有“产品特定原产地规
则”的产品，只要符合“一般规则”的情况，便可以零关税
进口到内地。据悉，《协议》还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便利化措施
专章，提出在大湾区内实施的系列便利化措施，提升口岸通
关能力和效率。

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委员会也于同日在香港举行首次会
议，双方就CEPA下一阶段开放服务贸易的工作目标达成共识，
并在委员会下成立内地与香港“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专责小组。

内地与香港签署货贸协议
标志CEPA升级目标提前完成

内地与香港签署货贸协议
标志CEPA升级目标提前完成

12 月 16 日，福州
海峡文化艺 术 中 心 举
行 市 民 开 放 日 活 动 ，
数 百 名 市 民 参 观 了 歌
剧 院 、 音 乐 厅 、 多 功
能 戏 剧 厅 等 场 所 ， 现
场聆听了管风琴演奏，
浓浓的艺术氛围让参观
者流连忘返。

图为市民在福州海
峡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管
风琴演奏。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本报台北12月16日电（记者张盼、冯学知） 由台湾中华
民族团结协会、中华退役将官社会服务总会等共同举办的首
届“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研讨会”16 日在台北举行，约 150 名
专家学者与会讨论。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
柱说，中国国民党致力于统一的方向没有变。“九二共识”也是
坚持一个中国，是两岸共同谋求未来的统一。只要这个目标一
致，两岸可以坐下来谈。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希望每个
有意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的人，都能把两岸关系讲清楚。

中华民族团结协会名誉理事长夏瀛洲说，台湾刚结束的
“九合一”选举结果反映出广大台湾民众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红利、改善台湾经济民生。“两岸好，台湾就会
好，台湾经济就会好。”回顾两岸开放交流30年的现状和成果，
就会明白两岸发展的态势不可阻挡。如今执政的民进党回避承
认“九二共识”，架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致使两岸关系再度
陷入冷对抗的泥淖，但两岸关系必将走向统一是历史趋势。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认为，台湾不可
能“独立”是常识，而大陆提出两岸融合发展深受台湾年轻
人欢迎，因此国家统一正在途中，是大势所趋。台湾必须从
这一角度去思考未来，才是真正对台湾负责。

台湾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潘朝阳说，两岸必然
统一，统一前必须彻底清除“台独”的历史观和文化观。高
雄中山大学教授汪明生认为，多年来，台湾“去中国化”问
题严重，两岸应携手共商对策。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性仁说，“两岸一中”在政治
上就是“九二共识”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文化上便是

“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层面，“两岸
一中”都合情合理。

“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研讨会在台举办

12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两岸“三通”十周年》纪念
邮票 1 套 1 枚，面值 1.2 元。邮票设计以数字“10”为基本构
图造型，体现10周年的概念。一轮明月象征“月圆两岸情”，
黄帝陵体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北京鸟巢、台北101大楼和
台湾日月潭突出两岸特征，和平鸽、飞机和货轮代表通邮、
通航和通商。

图为工作人员在展示纪念邮票。 贾敏杰摄 （人民视觉）

《两岸“三通”十周年》邮票发行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门迎客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6日电（记者胡瑶） 第八届澳门国际
幻彩大巡游16日下午在著名景点大三巴启动，70多支海内外
巡游队伍带来充满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演出，拉开了澳门
特区庆祝回归祖国19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今年的大巡游以“爱、和平、文化共融”为主题，共有
来自内地、澳门和香港，以及韩国、日本、俄罗斯、葡萄牙、西班
牙、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莫桑比克和几内亚
比绍等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表演者参与。巡游队伍从大三巴
牌坊出发，途经板樟堂前地、玫瑰圣母堂、议事亭前地、大
堂前地、南湾大马路，最后抵达终点站西湾湖广场。

夜幕降临后，大型回归庆典演出在西湾湖广场举行，各
支巡游队伍一一登台亮相。观众们随着节拍一起舞动，将今
年的大巡游气氛推至高点。

澳门办大巡游迎回归19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