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誌香港科學事業進入新里程的港科院，昨日在禮賓府舉行隆重的成立典禮，全國政
協副主席、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和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專程來港，與行政長官梁振
英、港科院創院院長徐立之一齊主持揭牌儀式。行政長官梁振英致辭時除了對港科院成立
表示祝賀，亦向香港的科研人員致敬，他認為本港創新和科技產業的發展，必須結合 「官
產學研」 的力量，整合整個創新科技生態鏈。港科院今日還將在科學園舉行第一屆科技及
創新峰會。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粵港轉為多中心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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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右二）在佛山市市長魯毅（左一）陪同
下，考察佛山市南海區佛山西站，了解該區的鐵路
及城市交通等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繼續廣東珠三角訪問行程，他先後到佛山西站、
廣州南站、佛山順德順峰山公園以及廣州南沙區虎門
二橋工地考察。他表示，內地的高鐵發展很快，十分
方便，認為香港高鐵要盡早與內地連接上，對擴大港
人未來的發展空間十分重要。

梁振英前日前往廣東，參加一年一度的香港珠三
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簡稱 「千人宴」），並到中山
和江門考察，昨日早上繼續在珠三角西部的行程。他
在當地市政府領導的陪同下，到佛山市南海區佛山西
站考察，又到廣州番禺的廣州南站參觀，了解鐵路和
城巿交通發展。

隨後梁振英到順德區順峰山公園，了解巿民的生
活情況，有帶着小朋友的順德市民看到梁振英後，上
前一齊合照。梁振英又品嘗順德大良美食雙皮奶，並
拍照上載至社交網站Fackbook。梁振英最後到廣州南
沙區考察虎門二橋工地，了解工程進度和連接的交通
網絡。

梁振英在社交網站Fackbook總結行程時說，他考
察了佛山西站和廣州南站，坐高鐵到香港，都是一小

時以內。他指出，內地的高鐵發展很快，十分方便，
認為香港的高鐵要盡早與內地連接上，對擴大香港人
未來的發展空間十分重要。

梁冀高鐵擴港人發展空間

【大公報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展開巴黎的訪問行程，
出席C40城市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締約方大會第21屆會議（氣候大會）和其他相關活動。

黃錦星三日（巴黎時間）出席氣候大會的建築論壇，了
解新舊樓宇的建築如何配合氣候變化，下午出席C40指導委
員會會議。他二日出席本地領袖峰會開幕禮和相關會議。峰
會授權各城市、地方政府和相關社區制訂更進取的減排目標
和務實可行的方案，並定期匯報進展。黃錦星又在C40論壇
與其他地方代表分享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和發展低碳生活
的經驗。

黃錦星五日參與氣候大會的相關活動。在七日及八日，
他將出席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並於氣候大會的中國館主持
香港討論環節，向與會人士闡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對極
端氣候風險的方案。

黃錦星展開巴黎行程

【大公報
訊】綜合報道
：特區政府與

港鐵公司就高鐵香港段超支
達成協議，過去一星期引起

社會廣泛爭論，政府前日向立法會交代追
加撥款申請，被批評以工程 「爛尾」脅迫
議員通過，港鐵亦被批評卸責及以派息 「
利誘」小股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昨日否認要挾議員，強調政府有責任清楚
說明停工的風險，港鐵主席馬時亨就重申
，派發特別股息不是 「糖衣毒藥」，而是
因應超支 「包底」風險給予的回報。

就 「一地兩檢」問題，張炳良認為內
地和香港只要有意志和有足夠信任，就可
以在《基本法》規定下實行，又稱英法鐵
路都可解決通關問題，內地和香港為何做
不到。

馬時亨則表示，希望議員 「高抬貴手
」，假如撥款不獲通過，想像不到如何解
決問題。就港鐵派發特別股息，被指是 「
氹」小股東通過高風險方案，馬時亨強調
港鐵財政穩健，借貸後負債仍然偏低，所
有安排都是 「在陽光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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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院揭牌推動科技創新
萬鋼梁振英白春禮徐立之主禮

◀國家科學技
術部部長萬鋼
（右二）、行
政長官梁振英
（左二）、中
國科學院院長
白春禮（右一
）和港科院創
院院長徐立之
（左一）主持
港科院成立揭
牌儀式

▶梁振英與主
禮嘉賓和港科
院創院院士合
照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
報道：中山大學昨天同時舉辦2015
年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年
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
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
會上坦言，留意到香港近年發生各
種各樣的事情，他認為這並非單一
領域出現問題，目前香港發展仍面
臨四個深層次的問題。

「首先，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
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出現矛
盾。觀察香港候選人的政綱，很少
人會關注財富進行二次分配這個問

題。」他指出，香港奉行低稅收、
最典型保守的資本主義，政府對財
富分配和經濟干預很弱，社會信奉
強調個人奮鬥的「獅子山下精神」。

他表示： 「回歸後，尤其是推
動普選以來，稅收政策開始產生變
化，開始讓富人多交稅來討好普羅
大眾，令到部分財團開始產業轉移
。而基本法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
本主義制度，在這大前提下如何兼
顧大眾和少數商界精英的利益，值
得關注。」

王振民又指： 「內地與香港關
係也是無法迴避的深層問題。但一
個基本事實是，香港永遠不可能獨
立地存在和發展。現在兩地關係很
彆扭，香港需以最大包容接受日益
崛起的中國是自身的腹地，要當自
己作為中國政治經濟一部分，才能
制定永久性的政策。」

「香港還需處理好政治保守與
激進間的關係。香港回歸前繼承英
國的政治保守主義，而近年保守主
義傳統逐漸喪失，而取代的並非自
由主義，卻是政治激進。」他認為
，偏激政治行為如果持續下去，會
完全取代法治。

「香港還需全面貫徹 『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王振民呼籲，現
在基本法仍有很多沉睡條款，該把
基本法規定應該建立完善的制度、
體制、機制真正建立起來。 「不能
再選擇性地實施基本法，法律實施
必須要到位，這是解決目前困局的
鑰匙。」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內地知名港澳專家昨天出席中山大學舉辦
「港澳與內地合作發展高端論壇」。暨南

大學教授封小雲今年承擔國家發改委宏觀
經濟研究院關於香港及其在國家發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的課題研究，她透露其負責的
港澳部分內容稱， 「十三五」是中國實質
性進入經濟新常態的首個五年規劃，在內
部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外部 「一帶一
路」國家戰略下，粵港合作將迎來重大跨
越期。

然而封小雲也直言，粵港合作在 「十
三五」仍面臨重大挑戰。 「粵港之間的經

濟互補關係產生逆轉。2000年後，粵港經
濟實力對比急速變化，引發固有的互補關
係破局，利益分化導致雙方關係由互補轉
為替代」。

不再是「前店後廠」關係
封小雲擔憂地指出，兩地對於經濟增

長帶來區域經濟實力的逆轉，以及持續合
作的經濟利益分享出現認識分化，激發兩
地的衝突及邊界效應的擴大。 「合作進程
逆轉勢頭出現，粵港已經顯現雛形的大珠
三角城市群，可能因此發展停滯，甚至因
為利益分化而碎片化」。為此，她呼籲，

粵港合作需要重新凝聚合作共識，形成新
的互補關係。 「經濟合作的主體該是企業
，必須尋求各方共同利益並使其最大化，
而非由單邊政府行為來推進」。她認為，
雙方可合作制定大珠三角城市群規劃，逐
步形成粵港要素雙向流動的機制，以體制
改革為動力促進CEPA實施落地。 「規劃不
僅要確保城市群發展及成型的綱領，更要
協調城市群利益」。封小雲還提出，要以
規則為核心推進粵港市場一體化。她又指
，未來還可建立粵港澳城市群的組織實施
機構，達至粵港澳城市間利益最大化。

CEPA提供互補合作條件
香港中聯辦深圳培訓調研中心副主任

郭正林表示，香港與內地經濟已從過去 「
前店後廠」，轉為 「多中心合作共贏」關
係，而在 「一國兩制」下，國家的發展及
CEPA的實施，為香港與內地經濟互補合作
提供條件。

此外，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
究所所長陳多表示，探討 「一帶一路」與
港澳地區發展的議題，也有助港澳抓住國
家 「十三五」規劃的機遇。香港中銀經濟
研究處主管謝國樑認為，資金、科技、規
則、管理和貨幣這五大工具可推進 「一帶
一路」發展。而香港在資金、規則、管理
和貨幣上均有硬實力。

經過近十年的籌備，港科院終於正式成立，昨日
下午在禮賓府舉行隆重的成立典禮。行政長官梁振英
和港科院創院院長徐立之，聯同專程來港的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和中國科學院院長
白春禮主持揭牌儀式。梁振英向徐立之頒授港科院創
院院士證書。

27名創院院士地位崇高
梁振英昨晚在網誌表示，港科院的成立，是為香

港科學事業的進程立了一個里程碑，港科院的二十七
名創院院士，全是享有國際地位的科學家，為科研做
出重大貢獻。梁振英又向全港的科研人員致敬，並對
多年來香港取得的科研成果感到驕傲，對香港科學事
業的進一步發展感到樂觀。他希望全港各界人士，大
力支持港科院的工作，資助和推動香港科學事業向前
發展。

梁振英指出，香港不乏年輕的科研人才，要持續
發展和擴大科研力量，必先提高全社會對科學的重視
。因此港科院的創院院士將到香港的中小學現身說法
，激勵青少年人，並推動科普教育。港科院亦將積極
物色天使投資者，支援年輕科學家將科研成果發展成
產品。此外，港科院將籌辦科技交流活動，提升香港
在國際科學界的地位。

冀結合 「官產學研」 力量
對於徐立之早前接受訪問時表示香港的上游科研

十分出色，但必須在中下游，包括科普教育和科技生
產方面努力，梁振英表示十分贊同。他認為，本港創
新和科技產業的發展，必須結合 「官產學研」的力量
，整合整個創新科技生態鏈。 「官產學研」各有各自
的豐富內容，例如 「產」不僅指生產的廠商，過去幾
天，他就會見了外國的大型科技投資基金和專門為科

技界服務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鼓勵他們來港發展。而
剛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將統合各官方、半官方和政府
資助機構的力量，協同工作，提高效益。

梁振英致辭時特別感謝萬鋼和白春禮出席成立典
禮，顯示國家對香港科技發展的重視、支持和鼓勵，
他相信香港可發揮 「一國」和 「兩制」的獨特優勢，
為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作出貢獻。徐立之致辭時表示
，港科院成立後，期望與各位科學家保持緊密合
作，用好學科優勢，推動香港的科技發展帶入新
的階段。

打造亞洲頂尖科研中心
徐立之表示，香港毫無疑問非常適合創新和科研

發展，不但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更有一群努力不懈
、在不同科學領域的研究作出貢獻及竭力培育新一代
科研人才的卓越學者，大家應為本港傑出的科研領袖
感到自豪。他補充，港科院一眾院士與他均了解科學
與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重要性。除了與科學界學者交
流合作，他們亦會提升在商界的角色，以加快科研成
果的應用，並同時協助工業界研究和發展。港科院亦
將積極於學校推廣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
）教育，培育年輕一代成為科學家。他有信心港科院
將作出重大貢獻，帶領香港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科研
發展中心。

▶港澳與內地
合作發展高端
論壇昨日在廣
州中山大學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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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指出，香港發展面臨四
個深層次的問題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港科院創院院士
院士

1.Jean-Marie Lehn
2.簡悅威
3.麥德華
4.崔琦
5.朱經武
6.Philippe G. Ciarlet
7.徐立之
8.支志明
9.姚期智
10.黃乃正

11.蒲慕明

12.郭位
13.汪正平
14.陳新滋
15.葉玉如
16.梁智仁
17.任詠華
18.蕭蔭堂
19.范上達
20.J. S. Malik Peiris
21.鄧青雲
22.袁國勇
23.王永雄
24.盧煜明
25.沈祖堯
26.張明傑
27.陳繁昌

機構
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美國休士頓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經綸慈善基金及浙江大學
香港大學
中國清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中國科
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中山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醫院管理局
香港大學
美國哈佛大學
香港養和醫院
香港大學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
美國史丹福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