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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 推動創科教育發展實現突破 

 

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

力」。科教興國是我國長期不變的發展戰略。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城市之

一，長期以來都是我國創科策略的積極響應者，也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堅定建

設者。 

 

隨着《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的公布，北部都會區建設正全速推動，創科產業將

為香港發展注入新動能。在民建聯的調查中，84%受訪者支持政府提出的「北部

都會區發展策略」，從而體現了創科政策是民心所向。為確保本港創科發展穩步

向前、充滿高質量發展動力，以及吸引和培育創科人才，應作長遠且全面性的發

展規劃。 

 

「高才通」計劃推出以來，吸引不少海內外專才來港發展。截至去年 11 月底，

已有 4.7 萬宗「高才通」申請獲批，約 4.4 萬人已經來港，當中包括 1.3 萬名申

請人子女。這些專才子女都是香港未來的棟樑。筆者建議，完善專才子女就讀和

升學配套，吸引小學、中學、大學扎根北部都會區，配合「一條龍」升學方案，

讓父母安心留港發展，相信能吸引更多海內外科研人才來港發展，匯聚創科人

才，創建一流的國際科創平台。 



 

着力加速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教育城的關鍵在於創科發展，專上院校是創科發展

的重要動力，香港本地大學的科研水平更是有目共睹，本地有 5 所大學在 QS 世

界大學排名前 100，並建有 16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可善用北

部都會區發展機遇，招納本港大學遷移或在北部都會區開設分校，重新建設校園

規劃，一方面能解決專上院校的用地問題，一方面能促進學校與創科企業合作，

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推動創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據報道，浸會大學有意搬入

北部都會區，並表示會探討校園發展的各種可行方案。可見，北部都會區大學教

育城對香港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願景至關重要。 

 

加強創新科技的教育設施和配套亦是重中之重，理論學習是創科發展的基礎，動

手實踐是激發興趣和潛能，並驗證假設，轉換理論到具體科研成果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而實踐學習的先要條件是完善創科配套和設施。 

 

筆者建議在北部都會區的學校推行「未來教室」的概念，例如 VR 技術、AR 技

術、人工智能實驗室等，增加對創科教育的投資，提供教學所需要的科創設施。

此外，更建議招聘海外創科專業的導師，為本港學生教授創科課程，務求培育本

地創科人才。 

 

創科發展不是單打獨鬥的事業，擴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交流合作，推進創科產業

共贏發展，相信能夠產生協同效應，達至互惠共贏的局面。北部都會區毗鄰深圳



擁有七個口岸的地利條件，同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和香港園區的

協同發展，大大增加內地創科企業落戶北部都會區的吸引力，深化港深合作關係

和聯繫。筆者建議，香港可積極拓展國際性創科交流活動，譬如：創科展覽、創

科比賽和創科論壇等，讓各地的創科專業人士薈聚香港，促使互相學習，提升創

科發展空間。 

 

「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筆者認為，推進本港創

科教育高質量發展刻不容緩，善用北部都會區建設規劃，為教育注入強勁的發展

動力，讓學生能夠得到創新的教學資源和配套，培養更多社會未來的優秀創科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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