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結香港基金成立以來，致力推動香港全面發展創新科技。為推動社會

各界認識國家進步，營造社會重視創科氛圍，啟迪莘莘學子創新思維與

引發科研興趣，基金會連續三年舉辦大型展覽活動--「創科博覽」。

 

首屆「創科博覽2016」以「創新驅動發展 科技引領未來」為主題，展

現國家最新創新科技成就；第二屆「創科博覽2017」則以「天」、

「訊」、「海」三大主題，重點介紹國家探索太空、資訊科技與海洋科技

最新發展；繼往開來，第三屆「創科博覽2018」就以「工」、「農」、

「醫」為三大展覽主題，內容涵蓋國家古今重要工程、農業技術成就與

醫療創新科技發展。

 

為配合「創科博覽2018」舉行，基金會特別編製創科文集，從宏觀視野

看國家現時「工」、「農」、「醫」三大領域的發展趨勢與相關課題，供

學校師生參考使用。基金會亦誠意邀請老師和學生踴躍出席展覽，一起

認識中華民族古今創科成就。

中華科技與文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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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改變。二十年前，沒有多少

人預視到，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的出現，不單止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方式，甚至連人與人的溝通方法亦隨之改變。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的

出現，令今後世界發展充滿無限可能。

時代在進步，環境在變動。創新科技發展更是一日千里，香港上一代的

成功，彷彿成為我們歷史書裡面其中一章。縱或如此，少年人身處大時

代，不應該感到徬徨、迷失，反而應趁還在校園的日子，珍惜學習機

會，為將來明定方向。

這時候，同學們要緊記，香港的獨特優勢並不是寫在歷史書裡面的章

節，而是存在於同學們身處的環境。香港擁有優秀的科研人才與校

園，並擁有多所具國際高水平的大學，加上香港資訊自由流動，知識的

獲取就存於「彈指之間」。不久前，中央政府頒布政策，支持香港成為

國際創科中心，香港特區政府亦強調，會全力發展創新科技，不單止意

味前路廣闊，機會無限，亦可見香港的未來，正留待今天的你去撰寫。

同學們更要緊記，從學問裡面獲取的智慧，就是帶領同學們出走迷霧的

明燈。所謂「創新」發展，所指的不單止是發展創新科技，亦包括創新

思維。借用愛因施坦一句話：「由舊思維引發的問題，是無法用舊思維

去解決。」每一個世代都有各自的挑戰與機遇，衝破時代限制，走出未

來，是每一代人的任務。要衝破時代限制，靠的就是同學們的創新思維。

想和同學們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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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之
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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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說每一位同學都要當科學家，能夠成為科學家，為社會帶來新發

現、新發明固然好。假若另有天份，能為人類累積知識，推動人文進

步，同樣可以令社會受益。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每個少年人在求學時

期，都能夠掌握數理知識、啟發創新思維、培養科學精神、把知識錘鍊

成智慧，好讓將來學以致用，為未來事業鋪路，為自己的人生劃出彩虹。

同學們也要緊記，在求學路上，你們從不孤單。回想我求學時，有幸

遇上多位好老師，他們循循善誘，令我獲益良多。祇要同學們努力學

習，好老師總會在身旁。

在國家科學技術部全力支持之下，團結香港基金連續第三年主辦《創

科博覽2018》，以中華科技文明與創新為主線，貫穿「工」、「農」、

「醫」三大領域，將國家古代的偉大發明與今天的驕人創科成就連結起

來。盼望同學們前來參觀，見證中華民族的歷史傳承、再接再厲、勇攀

高峰。藉此開闊眼界，啟迪思維，體會自在當中。



團結香港基金成立以來，致力推動香港全面發展創新科技，當中最主

要的活動，要算是大型展覽活動「創科博覽」。2016年舉辦首屆「創科

博覽2016」，吸引近七萬人進場，掀起全港創科熱潮；繼往開來，翌

年再辦「創科博覽2017」，入場人數更創下十一萬四千人次的紀錄；基

金會今年再接再厲，在國家科技部的支持下，再次舉辦「創科博覽

2018」，並訂於今年9月23日至10月2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今年「創科博覽2018」以中華科技文明與創新為主線，穿梭「工」、

「農」、「醫」三大主題領域，將中國古代燦爛的文明與當今中國創科成

就連接起來，展現中華民族的智慧傳承與敢於開拓。

中國古代有著不少偉大工程，無懼風吹雨打，萬里長城依然屹立不

倒；建於二千多年前的都江堰，被譽為「世界水利文化鼻祖」。時至近

世，中國建造出長江三峽大壩，發電量全球最多；鋪設的高鐵網絡連接

大江南北，客流量冠絕全球；未來更銳意發展打造智能城市，讓未來城

市生活更舒適，更安全，更高水平。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技術除了傲視古代世界外，更是支撐龐大人口

生存的基礎；自中國推行農業現代化後，既能增加農產量，滿足人口需

要，亦透過引入基因技術，提升農作物品質。中國古代醫學理論豐富了

古代華夏文明的內涵，成書於二千年前的《黃帝內經》，仍是當今中醫

學家斷症處方的重要依據。今時今日，隨著智能科技與遙距技術的應

用，中國醫療科技亦是大幅提升。

為配合展覽主題，大會特別編寫文集-《中國創科發展之工、農、

醫》，以宏觀與社會學角度，概括出中國古今創科成就與未來發展藍

圖，襯托出今年「創科博覽2018」展覽內容。基金會謹以此文集贈與莘

莘學子，盼望能將校內課程知識與展覽內容融會貫通，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終能學以致用，成就將來。

一本寫給老師和同學的文集
編
者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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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國品牌來華設廠外，中國也生產自家品牌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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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網絡已延綿二萬多公里。



中國力爭成製造業先進國家

歷史上，中國長久以來都是世界經濟第一大國。早於兩宋時期（公

元960年-1279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佔全球總量介乎兩成

半至三成。時至清代，中國更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隨後歷史變

遷，到大約1850年，中國才失去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位置。

隨著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內地經濟騰飛，幾許變遷，到2010

年，中國再次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根據2013年數字，在全球500多

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中國製220多種產品產量穩居全球第一位，而

工業製成品出口佔商品出口總額更達到近九成半。受惠於製造業蓬勃

帶動，中國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不過，國家工信部就形容，中國雖是製造業大國，製造業佔全球份額

近五分一，卻難言是製造業強國。以冷氣機與手機為例，全球有八成

冷氣機與七成手機，均是中國製造，但當中高科技關鍵技術卻掌握於

他國之手，說明中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創科文集
2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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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2025》
—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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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信部用「缺核少芯」來形容中國製造業當前困境，特別是缺乏高端芯片技術，更

是中國電子訊息行業發展的最大瓶頸位。此外，中國仍然未能掌握飛機發動機、燃氣輪

機等高端核心技術。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憑著龐大廉價勞工，遼闊土地與豐富資源，曾經打造出「世界

工廠」的名堂，讓中國製產品（Made in China）走遍全球。但時移勢易，隨著人口結轉

變化、工人成本上漲、保護環境的意識日漸普及、再加上鄰近區域的工業力量抬頭，中

國勢難再依靠勞動密集型生產模式，必須走向高端產能發展。

針對有關困局，國務院出台《中國製造2025》，其主要戰略目標祇有一個，就是從「中

國製造」提升到「中國創造」。

《中國製造2025》勾劃未來創新路線圖

中國國務院2015年頒佈《中國製造2025》，為全國部署未來十年實現製造業強國的行動

綱領。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

為本為基本方針。」

《中國製造2025》提出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到2025年，加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

步，到2035年，中國要達到世界製造業強國陣營的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

一百年時，即2049年，中國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從「三步走」戰略部署可

見，《中國製造2025》核心理念就是，大幅提升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從而在一些關鍵材

料、零部件與核心技術上，改變長期倚賴進口現況，改變低水平、低附加值，走向高端

產業發展。

為此，《中國製造2025》提出多項重點戰略任務，包括強化工業基礎能力，推動訊息化

與工業化相互融合與應用、發展太空技術、海洋科技、農業機械技術、加強研發智能科

技與醫療科技等，務求將中國製造業水平提升到國際先進水平。

而其中主要發展項目，就是發展智能製造技術。國家工信部強調，有關政策並非單單發

展新型製造技術與裝備，而是將資訊科技融入工廠生產流程，徹底將生產組織和管理方

式升級，帶來產業創新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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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動創新能力發展，就要增加企業研究經費。政策目標是到2025年，規模以上製造業

（即主要業務年收入2,000萬元人民幣或以上工業企業）研究經費內部支出，佔主要業務

收入比重，由現時0.95%增加到1.68%。

除了發展高端技術外，《中國製造2025》還提到要全面推行綠色製造，重點發展清潔能

源，開發綠色產品，建設綠色工廠園區等，推動製造業技術升級的同時，亦強調環境保

護與持續發展。此外，政策亦期望將「中國產品」升級到「中國品牌」。有調查顯示，世

界品牌500強中，有近30個內地品牌上榜。內地期望透過政策落實，更多內地品牌成為

世界知名品牌。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自主創新

要提升創新技術水平，就必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此，中國政府加快推進《專利法》

等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加強保護知識產權與打擊盜版。今年全國兩會亦宣佈，重新

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年博鰲亞洲論壇開幕禮上，承諾加強知識產

權保護，以回應中外企業的要求，又鼓勵中外企業增加技術交流，藉此提高中國整體經

濟競爭力。

◎中國人造衞星對航天事業貢獻良多。



投資基建推動經濟發展

自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推行多項基建工程確實有助推動經濟發展。簡單來說，

透過基礎建設有效降低民眾生活成本，特別涉及貨物生產與運輸的支出，誘發供應方提

供更多供應，從而創造需求。

透過落實基建，不但可以改善投資環境，提供投資誘因，增加基建投資亦有助企業提升

營運效率與競爭力，從而激化市場競爭，有利於整個經濟體保持長線增長動力，以及加

快經濟結構轉型。

探討推動基建
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

創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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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創造需求，帶動經濟增長。對內地來說，投資基建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2012年以來，內地基建投資同比增速一直維持在20%左右，而佔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

在 2016 年達到 25%。

借鏡美日 基建非經濟靈丹

不過，有研究借鏡美國與日本經驗指出，單靠基建推動經濟增長，並非靈丹妙藥，還得

取決於經濟發展階段。以美國為例，上世紀 30 年代，依靠基建投資令美國走出大蕭條時

代。但到70年代以後，縱使基建投資下滑，但同時受惠於創新能力與私人消費力的提升，

不但令美國經濟優化發展，更推動美國成為創新科技大國；又以日本為例，曾經亦受惠

於基建拉動，但及至 90 年代房地產泡沫爆破，政府繼續倚賴大型基建推動經濟，卻導致

債台高築，造成無效投資。

對於內地經濟情況而言，很大程度上與政策有關。內地近年鋼鐵與水泥等出現產能過剩

情況。面對產能過剩，傳統智慧是應該淘汰或者控制過剩產能。不過，內地做法是透過

供給側改革，利用政策措施，將過剩產能有效轉移。由於內地基建主要倚賴國企投資，

有效控制基建項目，轉移鋼鐵水泥等過剩產能，就能令經濟持續發展。

此外，內地基建發展非常不均衡，但隨著城市化速度加快，內地偏遠地區基建發展空間

仍然龐大。市場預計，未來基建投資同比增速會保持 10%以上。借鏡美日經驗，內地透

過基建工程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亦要加強創新科技的投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形

成以私人消費與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更有利內地長遠發展。

◎港珠澳大橋快將建成，勢必進一步促進三地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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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中國重點海外基建項目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早前形容，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幅宏偉藍圖。中國期望塑造「絲

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旨在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經濟政策協調發展，

打造未來世界經濟中心。對區內國家而言，借鏡中國發展模式，透過基建項目創造需求，

推動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配合「供給側改革」，將中國過剩產能轉移到「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令雙方經濟都能茁壯成長。

為配合「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推動多項世界級基建工程：

‧中歐列車
中國營運多條連接中國與歐洲多個主要城市的貨運列車，將中國貨品由內地各城

市，運往倫敦、馬德里、華沙等地。新華社報道，中歐班列運行線有 51 線，連

線內地 28 個城市與貫穿歐洲 11 個國家 29 個城市。其中最長火車服務，要算是

連接中國與西班牙馬德里，全長 13,051 公里。

現時由北京開往莫斯科的高速鐵路正在興建，預計 2025 年通車，屆時由北京到

莫斯科祇需 3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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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鐵路網絡
中國正興建泛亞鐵路網絡，連接中國昆明至老撾、延伸至曼谷、新加坡與吉隆

坡，更覆蓋越南、柬埔寨與緬甸等地；2015 年，中國擊敗日本取得搭建印尼高

鐵項目，鐵路連接雅加達與萬隆。

‧中巴經濟走廊
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投資巴基斯坦多個重點項目之一，當中包括瓜達爾港。打造

瓜達爾港，有助中國開拓西部通往中東和非洲的貿易線，不再需要依賴馬六甲海

峽。此外，瓜達爾港口鄰近波斯灣，有利從中東入口石油。

‧非洲基建項目
中國鐵路投資項目更遠至非洲，包括連接肯尼亞內羅畢及蒙巴薩的鐵路。有關計

劃是未來東非交通網絡一部份，會連接烏干達、南蘇丹、盧旺達，以及埃塞俄比

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等。

有研究發現，去年全球基建投資中，中國佔比份額達到 31%。而由中國承包企業參與的

基建項目，佔世界基建項目總數超過一成半，多達1,034個，多數位於亞洲、中東和非洲，

其中有近一半為鐵路基建項目。

◎內地高架公路網不斷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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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規模為全球之冠

所謂高鐵，根據國際社會標準，一般運營時速達到250公里以上的鐵路，稱為高速鐵

路。以此標準，截至2016年，全球有十一個國家擁有高鐵。其中，中國高鐵網絡超

過20,700公里，規模為全球之冠；而位居次席的則是日本，高鐵網絡全長約2,600公

里；而第三位則是西班牙，有2,355公里；之後順序是法國、意大利、德國、土耳其、南

韓、比利時和荷蘭。

中國高鐵發展
—展現國家現代化戰略規劃

創科文集
2 0 1 8

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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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有四大佳績

客運量最多：中國高速鐵路已突破二萬公里，不單是世上高速鐵路運營里程最長、

擁有最多動車組列車，更是全球客運量最多。以今年春運為例，統計為期四十天的鐵路

春運，運送旅客超過3億8千萬人次；當中高鐵更是擔當主力軍角色，四十天來，全路動

車組發送旅客超過2億1千萬人次。客流量之多，堪稱全球之最。

技術水平先進：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地質及氣候條件複雜多樣，築建高鐵網絡難度

比其他國家要高。中國高鐵建造工程研發出多種先進技術，解決多個工程建造難題，並

應用於軌道及空間綫形、路基、橋樑、隧道等，壓低阻力與確保行車穩定，同時亦研發

出高速列車運行控制系統與牽引供電系統，確保高鐵高速行車時通訊訊號與供電都能穩

定暢順。

兼容性強：中國高鐵多種技術性能與海外先進技術有良好的兼容性，不僅符合UIC

（國際鐵路聯盟標準）、IEC（國際電工委員會標準）、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標準）、EN

（歐洲標準）、JIS（日本工業標準）等國際標準，亦與德國西門子（Velaro-E）、日本川崎

重工（E2-1000）、法國阿爾斯通（SM3）、加拿大龐巴迪（Regina）等都能兼容。與海外

先進技術相互兼容，奠定中國向海外輸出高鐵技術的基礎。

◎高鐵貫穿中國各大城市，列車正高速駛離上海站。

15

第
一
部
份—

工

中
國
創
科
發
展 

之
工
、
農
、
醫



節能環保：根據UIC（國際鐵路聯盟標準）研究發現，在同一條列車道上，高鐵列

車消耗能量比普通列車小。有統計顯示，現時中國高速動車組百公里人均耗電量不到 

8度。另外，高鐵網絡大量採用以橋帶路方式興建，與路基相比，橋樑每公里節約土地五

分之三。加諸路基邊坡種植植物防護與實施覆土復耕等措施，再配有隔聲屏障和減震措

施，均有效降低高鐵噪音對環境影響。

中國高鐵戰略意義—區域發展再平衡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區域發展失衡成為結構問題。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東西部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GDP）差距為7,000元，到2010年則擴闊至21,000元。要扭轉區域發展

失衡，就要將國土資源重組再分配，鋪設高鐵就能打破地區隔離與分異效應。

中國高鐵網絡實施「四縱四橫」規劃，四縱（南北向）分別為京滬高鐵、京廣深港高鐵、

京哈客運專線、以及杭福深客運專線；四橫（東西向）分別為青太客運專線、徐蘭高

鐵、滬漢蓉高鐵、以及滬昆高鐵。「四縱四橫」網絡貫穿大江南北，從「十里洋場」（上

海）到「九省通衢」（武漢）祇要四個多小時；連接武漢與鄭州的高鐵，每五分鐘就有一

班；連接合肥至福州高鐵開通，實現五小時交通圈的城際網絡。

拉近城際差距，就能產生拉動效應和溢出效應，推動中國經濟再升級。世界銀行以2010

年為基數，計算出高鐵的拉動和溢出效應，京滬線對濟南和山東德州的GDP貢獻為36.5

億元與35.9億元；而長吉線對吉林的GDP貢獻為23.9億元。高鐵對第三產業，特別是對

旅遊業的影響尤為顯著。

◎高架鐵路建成後，有利青海旅遊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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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與「一帶一路」

隨著中國推行「一帶一路」經濟帶，中國高鐵實行「走出去」戰略，除了藉著輸出高鐵

為國家帶來外匯收益外，亦藉著興建高鐵網絡推動「一帶一路」經濟帶發展。

中國輸出高鐵藍圖，朝著歐亞、中亞和泛亞三個方向發展。修建歐亞高鐵網絡，勢將

改變中國外貿長期依賴海運的局面；中亞高鐵網絡貫穿資源豐富的地區，路線與「絲綢

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吻合，有助拓展與歐洲以及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打造泛亞高鐵網

絡，不但有助鞏固亞太地區政治穩定，還有利於中國向南接駁出海口，完善中國外貿網絡。

高鐵與香港

高鐵香港段開通後，意味著香港成為全國高鐵網絡一部份。路段由西九龍向北伸延至深

圳與香港分界，中途不設中途站。開通後，市民乘坐高鐵列車往返廣州與香港，行車時

間可由100分鐘縮短至48分鐘。而這條全長祇有26公里的香港段高鐵，卻連接著總長度

超過2萬公里的內地高鐵鐵路網，足及16個內地主要城市。日後前往上海祇需8小時，前

往北京與西安祇需約9小時，前往成都則祇需12小時。

高鐵列車上可收發通訊訊號，列車高速行駛期間，乘客可繼續使用手提電話及上網。列

車車窗採用特製玻璃，有別於一般玻璃窗，車窗各處折射率都相同，不會令光線畸

變，令乘客從車廂內看車外風景，景觀不會變形，令沿途風景畫面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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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是國人的主要食糧，必須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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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成就古代中國盛世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其農業技術曾經獨步領先古代世界，不但成為中

國古代人口增長的基礎，由農業經濟構成的社會模式，更成就了西漢

盛世。漢初時期，邊疆苦受匈奴侵擾，歷經文景之治後，漢室實力漸

強。及至武帝，多次北伐，擊退匈奴，解除外患。有史家分析西漢能擊

敗匈奴的原因，就是農業經濟優於畜牧經濟。務農經濟令糧食生產穩

定，有利人口增長；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糧食生產有限，難以支撐龐

大人口。連年征戰，人口此消彼長，終令匈奴不敵西漢，敗走他方。

農業現代化推動古文明蛻變

成也務農、敗也務農。務農經濟成就中華古代文明，但近世以來，特別

是工業革命爆發以後，中國農業社會未能適應現代化工業社會衝擊，一

度陷於內憂外患。久經戰亂，中國農業經濟飽受摧殘，久久未能復

甦。加上中國人口急劇增長，傳統務農方式難言提升民眾生活質素，更

遑論支撐國家現代化。

解說中國當代農業政策
—鄉鎮現代化計劃

創科文集
2 0 1 8

第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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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中國糧食總產量祇有三億噸，相對於內地當時二億五千萬絕對貧窮人口而

言，難讓全國溫飽。自1978年，國家正式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四個現代化〔農業、

工業、科技與國防〕，透過引入機械技術，再加上鼓勵多勞多得的生產模式，中國糧產量

急增。到2017年，中國糧食全年總產量已超過六億噸。

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

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步伐未有歇息。2016年，國務院通過《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促進

農業升級、農村發展與農民收入，亦即所謂改善三農。

《規劃》指出，農業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並為未來發展定出三大政策目標，包括

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與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要落實以上三個

政策目標，為此《規劃》提出六項措施配套：

‧要推動體制機制創新，鼓勵農民因時流轉土地經營權，靈活經營；

‧ 要優化農業產業佈局，亦即利用創新科技來調整農業生產模式，提高機械化與

資訊科技應用，確保糧食安全；

‧ 推進農村三級產業的融合，亦即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整合，提升農產品加工

產業，引入電子商務、發展創意休閑農村旅遊，從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 發展綠色農業，加強監管化肥、農藥與飼料添加劑的使用，以及促進農業廢料

循環使用，防止污染；

‧ 著力提高農民收入，開拓資本市場注資投入農村經濟，改善農業補貼政策，革

新信貸與保險等服務，協助貧困農村脫貧；

‧ 促進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相輔相成，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讓房地產市

場平穩健康發展。

◎ 溫室種植配合高科技，可提升農作物的質素和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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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外先進農業技術

隨著生物與資訊科技發展迅速，世界先進區域發展五種農業新技術，分別是基因改造技

術、農作物化控技術、生物防治技術、節水保水技術、以及農業訊息技術。科學界估

計，此五種技術的應用，將於未來十年為種植業帶來重大影響。

先說基因改造技術：透過基因改造工程，將外源基因導入農作物品種，更能直接有效改

良農作物的品質、提升抗病能力、甚至可以防蟲蛀食、加強抗旱耐鹽鹼能力等。上世紀

90年代，有關技術已應用於發達國家。近年，內地農業科學家培養出抗黃矮病小麥、抗

衰老番茄、抗蟲棉花、抗旱抗鹽鹼玉米、抗除草劑水稻等。隨著有關基因改造植物逐步

廣泛使用，可助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降低生產成本等。

再說農作物化控技術：透過特殊化學物質來改善植物的生陳代謝，從而培植出更高質量

的農作物。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已經引用生長調節劑，成功大幅提高棉花產

量。時至近年，有關技術大幅應用於果樹、蔬菜、小麥和水稻等農作物，並成功克服蘋

果大小年與小麥倒伏等難題。

至於生物防治技術方面：中國農業科技人員正加快研發生物類農藥，如活菌制劑、抗生

制劑、毒蛋白晶體制劑等，並陸續投放到市場。透過使用生物防治技術來控制病、蟲、

草等對農作物的損害，從而提高農作物品質。

關於節水保水技術方面：中國水資源匱乏，節水保水有助確保農業持續發展的重要環

節。中國北方，特別是西北地區，有三分二耕地面對缺水難題。政府一方面靠「南水北

調」來解決問題，一方面加強研究節水農業技術，除了利用科學方法提高灌溉效率與實

現節約用水外，更發明出土壤保水劑，讓土壤更有效儲存雨水，吸水能力是土壤自身重

量的三百至五百倍。不過，有關土壤保水劑存在著成本高，保水效果未能讓人滿意等問

題。

最後是農業訊息技術：先進國家憑藉電子訊息科技，開發出多種先進農業裝備。以美國

為例，美國大部份農場的拖拉機、收割機與播種機都已經安裝GPS定位，能夠自動化作

業；德國九成農民已經使用電腦化耕種；近年日本、法國與澳洲等國家，亦先後發展出

智能農場。發展農業訊息技術將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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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產糧大國地位

中國人口超過13億，縱使是產糧大國，也要不斷增加產量和提升質素，才能完全滿足民

眾的食糧需求。

農業要持續發展，成功關鍵在於耕地、水源、人手和氣候等因素。然而，內地耕地面積

每年減少，急速建設也令水資源遭到破壞，加上近年務農收入有欠理想，促使大批農民

湧往城市工作。凡此種種，都有損農產量。

除了供給食用外，所產糧食還要供應其他工業用途，包括生產酒精、味精、檸檬酸和釀

酒等食品發酵工業，還有零食和其他加工食品，以及生物製藥、紡織、飼料與使用亞麻

油和大豆油的印刷油墨，都消耗了部份產量。

中國當代農業發展
由「量產」到「質量並重」

創科文集
2 0 1 8

第二部份

◎ 即使栽種環境惡劣，通過人工培
植，仍能長出優質的海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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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如何化解 ﹖

針對以上難題，內地引進農業改革措施，按供求需要規劃不同農作物的產量和種植地

區，並調節收購價，讓農民有利可圖。

在各類農產品之中，稻米是民眾的主要糧食，所以中國必須維持一定產量，盡量不假外

求。農業科學家投入大量資源，研發不同特質的稻米。目前已成功種植智能化水稻，可

按不同需要培育大米，包括專為糖尿病人而設的特製米，以及因應不同族群生產出不同

口味、香氣與顏色的稻米。

早於80年代，水稻專家無意中在廣東省湛江市海邊的蘆葦叢發現了一株野生海水稻，經

過30多年研究，培育出一個耐鹽鹼的水稻品種。科學家繼而在青島成立實驗基地，試驗

以經淡化處理的海水灌溉水稻田。在2016年產量測試中，海水稻試驗種植畝產超過500

公斤，2017年最高畝產更達到621公斤。待研發培育全面完成後，將可大大擴展種植水

稻的農地面積，有助解決耕地不足問題。

海水稻豆知識
所謂海水稻，其實是耐鹽鹼的雜交水稻，種在海水流經之地，而非海水裡，但

即使被海水短期浸泡，亦不會防礙其生長。

有人問，海水稻會不會很鹹 ﹖答案是不鹹的，而且口感不俗。由於種在鹽鹼

地帶，土壤的微量元素較高，因此種出來的稻米礦物質含量比一般稻米高。再

者，海水稻生長在環境惡劣的鹽鹼地，所以不會有病蟲來襲，基本上不需要農

藥，用的也是有機肥，具備各種健康特質。

「一帶一路」的綠洲

有鑒於熱帶沙漠地區氣候土壤條件不佳，難以種植水稻，青島海水稻研發中心組織

來自印度、埃及、阿聯酋等國的專家進行海水稻產量測試，並引進智能噴灑灌溉系

統，精確控制噴灑水份和養份的時間與份量。

在阿拉伯地區的初步試驗產量十分理想，有望協助沙漠乾旱地區達到糧食自給目

標，為發展「一帶一路」經濟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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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說紅酒

《聖經》有這樣一個故事：「上帝造人後，看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所想盡是

惡，就後悔造人於地上，感到憂傷。有一天，上帝說道：『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

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於是，上帝降下

暴雨，淹沒大地。唯獨挪亞一家在上帝眼中看為義人，讓他們藏身於方舟內，避過浩

劫。洪水退卻後，挪亞登上陸地，第一時間就築壇，向上帝獻祭。挪亞獻祭過後，就當

上農夫裁種葡萄園，有天更喝了園中的酒而醉了。」

故事中的挪亞，浩劫過後，第一時間就是感謝上帝，此外第二件事就是種葡萄釀酒。縱

然這故事的真實性有待考究，但至少說明兩件事，很久很久以前，人類就已經懂得用葡

萄釀酒，並且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份。

考古學家在高加索地區，即今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南部與伊朗北部的山洞內，發現有種

植葡萄柞汁的遺跡，相信早於六千年至八千年前，當地人已懂得用葡萄釀酒。歷史學家

估計，隨著人口流動與文化交流，葡萄酒傳至埃及與希臘等地區。考古學家更在埃及古

墓中，看到壁畫浮雕刻劃著古埃及人栽種採收、釀製葡萄酒的情景，推斷五千多年前古

埃及已有葡萄酒釀製產業。

葡萄美酒在新疆
—探討中國紅酒產業的未來

創科文集
2 0 1 8

第二部份

◎ 新彊近年發展葡萄酒產業，部份紅酒品牌獲得多項國際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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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位處紅酒黃金帶

據考證，世界種植葡萄釀酒的黃金地帶是北緯30˚- 45˚，不少世界知名的葡萄酒莊都座

落於此範圍，或依山傍海、或就近湖泊。新疆焉耆盆地位處北緯42˚，北有天山山脈、南

濱博斯騰湖，其氣候特徵及地理條件恰恰適合釀製優質葡萄。早於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

期，焉耆人已懂得種釀葡萄酒。

要種植優質葡萄，講求光和熱的配合。焉耆盆地屬於中溫帶乾旱型大陸氣候，一年平均

日照時數為3128.7小時，能滿足大部份葡萄品種的熱量條件。而且，畫夜溫差大，適宜

水果糖份的積累。收割葡萄時，其含糖量達到20%至24%，正好符合國家標準。

除了要光熱配合外，土壤亦要講究。焉耆盆地葡萄種植區多為原生態開荒地，無化肥污

染，加諸瀕臨博斯騰湖，土壤水份充足，而由於氣候乾燥，降雨量少，有助杜絕害蟲滋

生。此外，博斯騰湖是中國最大內陸淡水湖，由湖水反射出的藍紫光和紫外線，偏偏有

利於葡萄漿果著色。

受惠於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加上多家葡萄酒生產商進駐，當地年產近十萬噸葡萄

酒，並漸漸贏得市場人士的目光。

新疆葡萄酒經濟圈漸抬頭

焉耆盆地出產的葡萄酒，近年屢獲國際獎項，僅僅焉耆一縣，其葡萄酒就獲得世界知

名獎項85項。隨著引進赤霞珠、品麗珠、蛇龍珠、梅鹿輒、霞多麗、雷司令等優良品

種，令焉耆盆地葡萄酒產業更見規模。

除了引入優質葡萄品種外，地方政府亦著力推動葡萄酒產業與文化旅遊融合發展，其

中，鄉都酒堡景區於2005年被評為中國工業旅遊示範點，2009年更被評為國家3A級旅

遊景區。有見及此，其他葡萄酒莊亦相繼效法開發文化旅遊。

焉耆縣所屬的巴州政府，早年更頒佈《巴州葡萄酒產業發展規劃2013-2020》，目標要在

七年間，開發優質釀製葡萄酒基地三十多萬畝，要年產四萬噸標誌葡萄酒、三萬噸有機葡

萄酒和五萬噸佐餐葡萄酒，擴大外銷收入到320億元，繼而帶動區內旅遊業、飲食業、農

糧業、運輸物流等產業發展，為三萬五千多人製造就業機會，帶來龐大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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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用針灸也可助病人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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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流派源遠流長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這段悠長的歲月裡，孕育出來的中醫學亦因應不

同地域、天時、人脈演化出不同流派。

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卻是風物各異，南北風土人情不盡相同，因

此體質亦各有差異。北方氣候寒冷，北方人體質與腠理亦較壯實，多進

食高熱量食物與喝烈酒。發病通常因受寒引起，屬外感病；南方地勢臨

近海濱，濕熱多雨，南方人體質纖瘦，腠理疏鬆，又喜歡冰凍飲食，則

較易患上腸胃痰濕的內傷疾病。由於天時、地域、體質各異，故治病和

用藥方法亦有不同，從而演化出不同醫學理論。

如同所有學科一樣，中國醫學都經歷過反覆實踐、總結驗證等過程，當

然，由醫學經驗總結成醫學理論，過程是漫長而曲折。現存中醫古籍

中，以《黃帝內經》歷史最為悠久，成書於兩千多年前，除了是中國首

部中醫理論經典外，更是一本養生寶典。中醫理論以《黃帝內經》為基

礎，後世不斷發展，經歷臨床驗證、總結等，逐漸形成中醫不同流派。

 

淺談中醫各大流派
與中西醫學合璧之說

創科文集
2 0 1 8

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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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傷寒派
傷寒派源於東漢時期，距今約兩千年前。開山祖師是河南人張仲景，他因當時

族人多死於外感傷寒而博採古籍，集結成《傷寒雜病論》和《金匱要略》兩本

寶典，有「方書之祖」稱號。其中記載被形容為天下第一方的「桂枝湯」（即桂

枝、芍藥、炙甘草、生薑、大棗）。傷寒派的特色是用藥精簡，而療效顯著。及

至宋、元時期，則是中醫發展黃金期，醫師在前人的理論上，不斷創新，開宗

立說，創出新的醫派。

‧河間派
創始人劉完素（後世稱劉河間），生於北宋時期，其認為疾病多為火熱引起，強

調「五氣化火」和「五志化火」理論，善長用寒涼藥物治療，後世稱之為「寒涼

派」，更有「熱病用河間」之說。

‧補土派
創始人李杲（李東垣），生於南宋時期，提出以顧護脾胃為主的治法，因脾臟屬

土，所以又名為補土派，亦有稱為溫補派。

‧攻邪派
宋金時期，張從正（張子和）的攻邪醫派強調「邪留傷正」的疾病觀點，以驅除

邪氣治病，常用三法有發汗、嘔吐與泄下。

‧丹溪學派
元代年間，始創人朱丹溪，以養陰法治療疾病，認為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

足」，所以提倡以滋補養陰為主治法。

◎ 中醫日趨系統化，可配合
先進醫療設備診治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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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學派
因創始人張元素為河北易水人而得名，其為宋金時期人物，以臟腑證候病機為

其治療探索，辨別屬寒屬熱、屬虛屬實來分析疾病。

有關門派雖年代久遠，其治療理論和臨床經驗卻流傳至今。其中常用藥方「補中

益氣湯」、「越鞠丸」和「大補陰丸」等，臨床實效至今仍在。

‧溫病派
至明清時期，由於瘟疫（溫熱）流行，醫者始深入研究溫病。初時以《傷寒雜病

論》古書所載，原用於治療南方濕熱引起的瘟疫病方法去醫治，但療效不彰。其

後以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等醫學家為首研發出新的治療方法，稱為溫病

派。溫病派用藥特點是味數少，用量輕，以輕靈甘淡，芳香化濕，發揮四兩撥

千斤之效。常用藥方如「桑菊飲」、「銀翹散」和「新加香薷飲」等，至今仍是

臨床常用方藥。

此外、其他學派還有扶陽派、廣東嶺南醫派、安徽新安醫派等等，篇幅所限，不再盡錄。

現代中醫發展方向  簡析中西醫合璧迷思

有現代學院雛形的中醫教育，萌芽於民國初年上海。「上海中醫專門學校」成立於1916

年，辦學宗旨提倡「昌明醫學、保存國粹」，校訓為「精誠勤篤」。踏入五十年代，更具

現代規模的中醫學院陸續出現，採取類近西醫實習的訓練方式。中國現代有中醫學者更

提出，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能中不西、先中後西、中西結合」為原則，培訓出具

備中西醫專業醫學的現代中醫。

關於中西醫結合說法，名稱耳熟能詳，普遍理解為「中西合璧」，以為兩種醫學能互相

融合。不過，有現代醫學家解釋說，中西醫其實沒有融合，「結合」祇是「一起」的意

思。以精子與卵子結合為例，卵子受精後是二合為一；相對於一男一女結合成家，但二

人始終是二人。中西醫「結合」，本質一樣。

有現代中醫學家以挑選西瓜方法為例子，切開西瓜是一法，不切西瓜亦是一法。買家大

可先拍西瓜，後切西瓜來挑選，但方法上而言，不能同時切開又不切開，猶如打開人體

和不打開人體兩大醫學方法，兩者是無法融合，但可以先後應用。「中西醫結合」的道理

亦如是，具體意思實為「中西醫配合」，利用兩者理論互相補充，才能求得更好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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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由來與發展

中醫藥發展過程源遠流長，古有「神農嚐百草」傳說，相傳神農氏以身試藥，分辨花草

果實屬性，或寒或熱、有毒無毒，並利用植物不同功效，平衡人身體質，達到健康扶正

之效，是用草藥治病的始祖。

中藥包括植物、動物和礦物，古人稱治病用的天然物質為「本草」。東漢時期的《神農本

草經》概括了各種藥物配搭理論，透過搭配不同「本草」，發揮更大的療效。譬如將蠍子

與蜈蚣配搭使用，就可以明顯提高止痙定搐的作用。《神農本草經》並將藥物分為上、

中、下三品：「上品無毒，久服補益，延年益壽；中品有毒或無毒，治病補虛，須斟酌使

用；下品有毒或大毒，治病攻邪，中病即止。」書中說明使用中藥時，務必考慮其藥效、

安全，以及合理處方，被視為中醫藥學理論體系發展基礎。

公元1593年，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記載1,892種藥材，總結十六世紀以前藥學

知識，被喻為中國古代醫學經典。書中改進中國藥物傳統分類法，敘述也較科學和精

密，對動植物分類學的發展具有很大意義。同時，此書修正了前人錯誤，又收錄了許多

新藥物，並根據李時珍的親身經驗，詳述一些藥材的療效。

中醫防病延年重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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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醫治未病」

中醫提倡「上醫治未病」，即今人所說「預防勝治療」，著重「未病先防、既病防變、

瘥(痊癒）後防復」。中醫又強調生活方式和健康有密切關係，主張「情志調攝、勞逸適

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再加以適當護理，藉此達到養神健體，培育正氣，提高抗邪

能力，達到保健和防預疾病的目的。

中醫相信人體健康與否，在乎各臟腑功能和諧協調，在於陰陽平衡。人所以有病，在

受內、外因素影響，令人體內功能失去平衡所致。保持健康就是維護人體整體功能平

衡，所謂治病，就是讓失去平衡功能的身體，回復正常與和諧狀態。

藥食同源

中醫主張「藥食同源」，即透過日常飲食保持健康，當中包括以湯水養生或涼茶保健。健

康身體是指氣血充足，陰陽平衡，不寒不熱。中國地大物博，不同環境和飲食習慣，令體

質亦各具偏性。如生活在寒冷地區，過度食用寒涼生冷食物，會令身體偏寒，日本人就是

一個好例子；生活在溫熱地區的南亞人，若喜食辛辣燥熱，就會令體質變熱。

廣東人特別注重湯水，相信湯水能調理養生，有滋補強身功效，這可能與其地理位置有

關。廣東地處亞熱帶，炎熱潮濕，易生病毒。明末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嶺

南之地，愆陽所積（天旱或酷熱之意），暑濕所居。故入粵者，飲食起居之際，不能夠不

慎。」

◎ 中藥入饌，可成養生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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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湯水常含藥材，如黨參、羅漢果等。但中醫強調「因時、因地、因人、因病」。選

擇湯水亦必須考慮個人年齡、性別、體質、又要考慮時節天氣。不同食物各有寒熱屬

性，不當飲用，非但不能養生，還可引致身體不適。

 

季節也會影響體質，例如春天潮濕，體質會變濕，令人易感疲倦、肢體困重、眼皮浮

腫，適合飲袪濕湯水。相反，秋天乾燥，體質變燥，便應飲用潤燥湯水。

「文化遺產」話涼茶

和老火湯一樣，涼茶也是廣東特有產物。早期的涼茶主要以茶葉為材料，後來人們為

了增強清熱生津或袪濕消滯、解表發散等功效，便添加其他草藥。涼茶是一種生活文

化，蘊藏豐富的生活哲學。中國國務院在2006年，將涼茶列為種「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

50年代香港西醫診金昂貴，普通人身體不適，都會到藥材店執藥，回家煮製飲用，稱之

為涼茶。所以，涼茶也是藥，切忌濫服，更不能視作保健藥長期服用。若過度飲用，輕

者脾胃不適，重者會誘發胃腸道疾病。

有趣的是，當年載華人到海外工作的船也一定載有中草藥，以便隨時煮製涼茶供乘客飲

用。

◎ 廣東人稱用草藥煎成的中藥為「涼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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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智能醫療？

所謂智能醫療，就是將互聯網、通訊科技、電腦與數碼技術等智能科技，引進到醫療工

作，將醫護人員、病患、醫療機構與醫療設備之間整合互動，逐步實現醫療訊息化。智

能醫療不是單單將資訊科技引進醫療設備，而是將當代電腦科技、通訊及訊息處理技術

應用於整個醫療過程，是將整個醫療服務提升到一個新階段。

引入智能科技，是為了提高醫護人員的工作效率，減少工作出錯，同時亦藉著引入遠程

醫療，遠程會診等方式，來解決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最終目的是讓病人受

惠，得到適當護理。

中國銳意發展智能醫療

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曾經表明：「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要實現建設全面小康

社會，全民健康必不可缺。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說明，要推動建設智能城市與

健康中國。在建設智能城市的同時，推進智能醫療技術發展，集合包括互聯網+與大數

據等技術，維護國民健康。

智能醫療可分成三個階段，即數據收集、知識發現與遠程服務；智能醫療又分為三系

統，即智能醫院系統、區域衛生系統、家庭健康系統三部份。透過引入物聯網、大數據

與雲計算技術，整合以上所有元素，提升醫療質素，令醫護與病患都受惠。

智能應用「互聯網+」
與未來醫護服務新方向

創科文集
2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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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發展智能醫療難題

不過，內地要發展智能醫療，仍然存在著不少難題，首先要面對私隱保障問題：發展智

能醫療必須蒐集大量個人健康訊息、醫護人員工作訊息、藥物與醫療設備訊息等。由於

訊息海量，增加私隱外洩機會。

要發展智能醫療必須整合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高端技術，有關技術除了可應用

於長期數據蒐集、安全穩定的網絡傳送系統外、亦可應用於研究基因組學、蛋白組學

等。不過，現時內地不少尖端醫療器械，仍需要從海外高價進口。內地傳統醫療和移動

醫療發展水平不一，融合需時。加上，現時移動醫療技術水平，僅限於數據收集與傳輸

等基礎功能，仍未達到專業需求。

內地有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提供遠程醫療服務，不過，由於公眾對醫療與健康概念有

混淆，有非醫療機構走法律灰色地帶以健康名義開發Apps程式，其質素難以監管。另

外，智能醫療所涉及的藥品器械、電子訊息、節能環保等諸多領域，內地缺乏明確規範

標準，難以整合各項技術水平，不同醫療機構訊息系統標準不一，難以共享資訊，阻礙

智能醫療發展。

民眾價值觀方面未能配合智能醫療發展，一

般民眾對線上醫療缺乏信任，又欠缺使用智

能醫療產品的知識，窒礙智能醫療服務普

及。此外，醫療機構要引入智能技術，需要

大量資金。資源缺短是難題，加上一般醫護

人員缺乏智能醫療經驗，凡此種種，都是阻

礙內地發展智能產業的原因。

內地發展智能醫療措施

針對發展智能醫療缺乏監管，國家衛生計

生委承諾， 會加強落實國務院有關政策文

件，加強保護個人私隱及機構機密信息，同

時會盡力打破行政壁壘，推進數據融合，訊

息共享。從政策入手，促進醫療大數據發展

與關鍵技術的應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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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缺乏關鍵技術問題，國家致力加強人才培訓。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全球教育部早

前聯同其他機構，在上海舉行「中美醫療合作共建暨中美醫學頂尖人才培養計劃」，促進

人才交流與培養。同時，國家亦可透過資金或政策推動內地自主研發核心技術產品。

政府加強與企業合作，共同推廣智能醫療應用。透過「互聯網+醫生」模式，為醫生

與病患提供溝通渠道；建立「互聯網+單一醫院」模式，推進醫院服務流程走向自

動化，配合電子支付系統來提高醫務工作效率；催生「互聯網+醫院聯盟+醫生」模

式，以聯盟共享方式整合區域醫療資源，構建智慧醫療平台。

此外，要加強公眾基本醫學知識，推廣健康生活習慣與生活理念，同時鼓勵醫護人員

使用智能醫療產品來提高工作效率。發展智能城市是國家重要舉措，透過建設智能城

市，帶動智能家庭與基層醫療機構或醫院的互聯互通和系統整合，為民眾健康把關。祇

要有效落實以上各項措施，都能有效推動智能醫療系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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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起飛 不棄青山綠色

中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短短三十二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由全球

第十位，躍升至第二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過去近二十

年，中國亦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電子商貿和汽車市場。

中國經濟騰飛，增長率以每年近雙位數字攀升，不過，環境生態亦受到

影響，空氣、水資源、土壤等污染程度不一，碳排放量亦告增加。當中

國與美國成為手執全球經濟牛耳的兩大經濟體時，意味著兩國都是全球

碳排量最多國家。

與美國不同的是，當美國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時，中國堅持承

諾履行國際責任，落實《協定》要求，控制碳排放。另外，去年《十九

大》報告提到：「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人類對大

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中國銳意發

展綠色經濟，既是承擔國際義務，亦要守護自身青山綠水。

平衡現代基建發展與環境保護需要
—綠色經濟是出路

創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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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科技   有利環保創造就業

近年國家著力發展低碳經濟，《十三五》規劃承諾要把生態保育理念「融入經濟建設、政

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各方面」。有關措施除了能應對污染問題和氣候變化，亦配

合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的目標，促進高科技行業發展、創造更多高端職位，為經濟能夠更

持續、均衡、著重生態效益地發展奠定基礎。

《十三五》規劃涵蓋多項環境保護目標，包括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15%、提高用

水效率23%、控制全國能源消耗在50億噸標準煤以下，並將整體碳強度下降18%。

今年一月，正當美國煞停執行《巴黎氣候協定》，中國卻宣佈五年內，投放2.5萬億元人

民幣開發可再生能源。國家能源局亦發布「 2016至2020五年計劃」，提出把能源組合中

的煤炭比重，從現時64%下降到58%以下，並將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到至15%的水

平。有關數字展示出中國決心發展綠色經濟。

在清潔能源的應用上，單單2016年，中國風力發電量居於全球第一，新增風力發電設備

裝機容量亦是全球第一。此外，中國太陽能發電量亦告大幅增加，以發電能力而言，中

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國家。

至於發展低碳運輸和基建方面，中國高鐵發展迅速，總營運里程突破20,000公里，規劃

預期到2030年，總里程要增至45,000公里。與此同時，隨著內地鼓勵電動汽車產業發

展，中國有望數年內成為全球最大電動汽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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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金融措施推動綠色經濟

近年中國銳意打造「一帶一路」經濟帶，推動歐亞大陸區內六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經濟一

同發展。不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基建較為落後，國家財政能力不足以發展基建，更遑論

要發展綠色經濟。

為建設「綠色絲路」，中國與區內相關國家分享綠色發展理念，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環境

保護、防治污染、生態修復、循環經濟等，並透過政策措施與金融機構操作，向「一帶

一路」區內重點企業提供金融產品，支持發展綠色投資項目，例如清潔能源、循環再用

技術等。

為協助相關企業融資，發展綠色經濟，中國放寬海外金融機構於內地發行綠色債券。現

時中國已成為推動全球綠色債券市場增長的最大引擎。2015年，中國發行的綠色債券總

額有10億美元，短短一年時間，翌年有關債券金額已經超過330億美元，佔了全球總額

超過三分一。

2015年12月，聯合國195個成員通過《巴黎氣候協定》，承諾要將全球平均氣溫升

幅，控制在不超過工業革命前水平的2℃，同時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

1.5℃內。為實現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履行大國責任，以及維護國內青山綠水，中國期望

透過建設智能城市，既要維持經濟增長，亦要便利民生，更要減少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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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牽涉國家安全

日常談到糧食安全，一般會聯想到以不良手法製造的「黑心食品」，又或內含致癌物質、

激素或農藥的食物。究竟糧食如何與國家的安全問題扯上關係 ﹖

1996年，聯合國農糧組織舉辦世界糧食高峰會，會議將糧食安全定義為：「在實質和

經濟上，人人都可隨時獲取充足、安全而有營養的食物，以滿足他們的飲食需要與偏

好，好讓他們享有健康的生活，才算達到糧食安全水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

全法》第二章，糧食安全也歸納於經濟安全下，影響到一國之安危。

由此可見，糧食安全除了牽涉供應量的問題，也涉及政治、經濟與環境等多種因素，與

國家安全有一定關係。舉例說，糧食產量嚴重不足的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從農業發達國

大量進口糧食。假如雙方出現外交爭拗，糧食便可能成為農業發達國的「武器」，禁止糧

食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威脅對方糧食安全，從而強逼對方屈服。

力求糧食自給自足

隨著內地人口增長和民眾經濟能力改善，糧食需求也不斷上升，加上農鄉城鎮化，內

地糧食供應勢難做到全面自給自足，必須從外國進口食品。與此同時，面對全球糧食

供應有限、外國政府的出口干預政策和「糧食武器」等問題，中國必須發展多邊糧食貿

易，來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論糧食危機與中國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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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最理想的境界是能夠維持基本糧食自給自足，問題是內地城鎮化趨勢導致耕地日

益越少，而部分新城鎮建設又佔用了淡水資源，影響農民灌溉作業。另一方面，政府提

供的農產品收購價又未夠吸引力，農村年輕人都寧願到城市工作尋求更佳事業發展。

為保障內地糧食產量，國土資源部2017年6月頒令，定下農地開發紅線，要相關鄉鎮確

保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18億畝耕地的下限不減及農民利益不受損。

改革農業提升產量

目前內地務農人口老化，當局希望吸引年輕人加入農業生力軍。為此，政府推行市場化

機制，開發合適的經營模式，研發優良的農作物品種，並採用新技術提高農產效率，如

增加使用堆土機和拖拉機、以無人機噴灑農藥和施肥等。在政策上，政府提升農產品價

格和提供農民補貼，同時銳意培育青年專業農民，務求保持農業大國的地位，杜絕糧食

危機，維護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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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上使用無人機，令效率大為提升。



中國呈人口老化趨勢

《中國城市養老指數藍皮書2017》表示，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國家，同時亦是老齡人口

最多國家。統計顯示，2009年底，內地六十歲及以上人口為1.67億，2010年增加到1.78

億，而截至2016年底，相關人口接近2.4億。專家由此推算，2050年，老齡人口會增加

到4.8億，屆時全球每四名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國人。

資料推算，中國人口將於2025年左右達到頂峰，或至14.3億，之後逐漸減少。2016年內

地推行二孩政策圖紓緩壓力，但成效要到2032年後才會浮現。而根據聯合國數字，現時

中國平均每七名工人支援一名退休工人，到35年後，隨着人口增長減慢和老化，將祇有

兩名工人支援一名退休工人。

參考其他國家經驗，幾乎所有已發展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經濟狀態屬於「同富同老」

型，或是「先富後老」型。但中國仍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卻現急速老齡化現象，是「未

富先老」型。《藍皮書》形容，內地人口老化勢為中國財政帶來嚴峻挑戰，單從醫療保障

制度角度而言，用於老年人的醫療開支，是一般人的三至五倍。

中國人口老化
與農、醫產業發展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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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銀髮市場需求龐大，提供不少商機。

人口老化  危中見機

日本產經省曾經預計，到2025年，全球銀髮市場規模接近37萬4千億美元。換言之，人

口老化也可意味著銀髮市場規模龐大，市場發展潛力優厚。內地有意見認為，中國情況

屬於邊富邊老，養老事業不能僅僅看成福利開支，祇要借助市場消費力量，大可以促進

內地養老產業轉型升級。

市場人士分析，隨著內地人口老化，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老齡用品市場。當中包括老

齡醫療保健用品，如保健食品、復康輔助工具、醫療器械等，以及老齡生活用品，如食

品、服飾用品、家居用品等，兩者市場需求都會急增。以至老齡文化休閑用品，如文化

體育用具、休閑娛樂等，亦會大有市場。

內地有醫療網絡統計，眼見未來人口老化大有市場，投資者相繼增撥資源研究智能醫療

項目，包括虛擬助手、健康管理、病人監護、醫學影像輔助診斷、基因體學及藥品研發

等。過去三年市場發展規模年增率均超過三成，去年達130億元人民幣，今年預計規模

可達200億元人民幣，年增率有機會達到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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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醫療用具外，適合長者生活需要的醫療康復護理和精神文化服務，同樣隱含龐大商

機。有輿論更主張，發展老年大學、老年公寓及養老院等，既有助於保障長者身心健

康，豐富生活，同時亦能提高長者生活質素。

國家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認為，發展休閑農業與鄉村旅遊，有助促進內地康養產業

的發展，而相關供求條件亦都存在。從需求角度來說，城市生活水平高，房價高、交通

擠塞、空氣質素差，實不適合養老生活；從供求角度來說，鄉郊地區的水電通訊設施逐

步完善，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水平也在提高，空氣亦較清晰，適合養老生活。祇要配搭

得宜，不但能紓緩城市人口壓力，又能促進鄉郊經濟發展，最重要是能讓長者有優質的

養老生活。

綜觀以上銀髮市場相關的產業發展趨勢，《中國老齡產業發展報告2014》預測，從2014

年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消費潛力將從4萬億元，增加到106萬億元，年均消費潛力

平均增長約3萬億元。中國老年人口群體消費總量與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率，維持在

6%至9%範圍內。而隨著人口老化和城鎮化程度增加，到2020年，老年人口消費總量

佔GDP比例會上升到9%至13%。到2030年，有關比例會上升到15%至23%，到2050

年，更會上升到30%以上。

44

◎ 樂齡人口漸趨活躍，消費能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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