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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A2 要 聞 2023全國兩會
新征程•新氣象

大公中國fb

兩會期間，代表委
員只需打開手機履職
APP，便可一鍵查詢各
類工作報告、提交議案
提案等，隨時隨地建言
獻策。數字化已深入到

兩會履職的方方面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
管水平，支持平台經濟發展。不少代表委
員認為，在擬組建國家數據局、跨境數據
流動困局有望打破的背景下，加大超算、
智算等新型算力合作、促進數據互通的同
時，香港牽頭與灣區各政府攜手，與大學
院校共同成立產業投資集團， 「前研後
產」 的合作模式將促進大灣區數字經濟領
域誕生更多類似 「大疆」 的獨角獸企業。

大灣區•創未來❷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

熱議灣區數字經濟
代表委員

根據綜合梳理，截至
2022年4月，中國地區獨
角獸共356家、總估值高
達9.4萬億人民幣。基本上可分為11
大類，分別是：高端硬件、新汽
車、醫療健康、數字經濟、企業服
務、軟件服務、供應鏈物流、電子
商務、金融科技、新媒體、新消
費。數字經濟方面，主要有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智能物聯
網、數字科技和量子科技等領域。
資料來源：《中國獨角獸報告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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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獨角獸總估值9.4萬億元

中國獨角獸數量分布

從製造到智造
促進數字轉型

港企龍昌集團的
車間，組裝工人正在

為玩具模型安裝上芯片，半成品隨後
自動化流向下個生產線。在車間內，
還有一塊電子顯示屏在計算當天生產
量。這是數字化轉型後該港企的生產
場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支持
數字企業發展壯大，健全大中小企業
融通創新工作機制。數字化在推動大
中小企業融通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正
日益凸顯。「製造業當家」的廣東今年
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新推動5000家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

從 「製造」 到 「智造」 ，繞不開
數字化轉型升級。全國政協委
員、佛山維尚傢具製造有限公

司創始人李連柱認為：
「數字化有足夠的力量
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效率

提升，甚至推動行業生態變革。」 他
發現，很多中小企業轉型的痛點在於
對 「數字化」 缺乏認知， 「比如數字
化和信息化的區別。」 他認為可在大
灣區打造數字化轉型的 「示範城
市」 ，搭建數字 「設計工廠」 平台，
引領工業互聯網與數字經濟集聚融合
發展。

「研發創新和數字化均面臨着周
期長、投入大、見效慢的特點，導致
很多企業的投入意願低。」 全國人大
代表、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裁、首席財務官鍾錚表示，在經濟下
行壓力持續加大的背景下，研發投入
和數字化轉型的成本壓力也在加劇。
她建議推行以企業集團為單位的高新
技術企業認定，為製造型企業數字化
投入繼續出台更多財稅政策，減輕企
業負擔。

升級提效

投放資源 培育複合型人才
在大灣區製造業

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
中，技術技能型人才和數字經濟人才缺
一不可。 「粵港澳大灣區佔據全國數字
經濟高地，更需要大量高端人才。」 全
國政協委員蔡冠深表示，縱觀全國數字
經濟人才分布，北京以16%的佔比位
列第一，上海緊隨其後，佔比15.8%，
大灣區在這方面的人才儲量並沒有優
勢。蔡冠深認為，宜投放更多資源以加
強灣區內高校培養人才的力度，為高科
技企業儲備人才。

全國政協委員、德勤中國主席蔣穎
認為，數字化人才的一大特徵是複合
型，數字經濟本質是數字技術與產業、
場景、業務深度融合，往往需要人才至
少具備兩個專業能力。蔣穎稱，但部分

高職院校對數字技能相關的學科仍缺乏
資源投入，學科之間存在壁壘，無法提
供複合型人才。蔣穎認為，職業教育院
校可培訓加強教師的混合式教學能力，
組建複合型教學團隊，將跨學科的課程
教師、工程師、產業實訓教師等組成共
同教學團隊，以滿足培養複合化人才的
需求。

粵港澳的職業教育可以聯手培育適
合數字經濟時代的人才。全國政協委
員、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副校長許玲認
為，廣東強調 「製造業當家」 ，高素質
的技術技能型人才要成為該戰略 「當家
人」 。她認為，可利用港澳這兩個窗口
平台，同香港訓練局、澳門旅遊協會等
加深合作，為數字型人才職業教育發展
尋找新特色和增長空間。

加強儲備

產業鏈完整 撐港青數字創業
復常通關後，港

青麥騫譽恢復了大灣
區跨城上班的節奏。他的團隊利用香
港的創新資源進行算法、軟件及硬件
設計研發，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城
市的配套產業鏈，將技術落地應用，
成功研發生產出國內第一台5G動作傳
感仿生機械人。其公司設在香港的總
部主要處理算法、軟件及硬件設計，
而硬件組裝、技術測試等已轉移至大
灣區內地城市。 「我們很多的零件設
備都能迅速在大灣區內找到供應商，
通過整合大灣區各地的優勢資源，將
硬件組裝、技術測試、機件結構在內
地城市完成。」 他表示，大灣區中的
內地城市，以工業製造發達、產業配
套完善為技術落地提供極大幫助。

廣東已經累計孵化港澳創業項目
近4000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台
研究中心副主任符永壽說，廣東正全

面實施 「廣東強芯」 工程和 「核心軟
件攻關」 工程，建設灣區半導體等產
業群，同時將組織龍頭企業率先開放
電子信息、汽車等應用場景，打造核
心軟件應用生態。 「廣東工業數字化
轉型的過程中，將生成更加巨量化的
數據交匯，為香港的AI、5G、服務貿
易、數字貿易等企業提供大量的合作
機會，為香港技術帶來驗證和落地的
空間。」

符永壽認為，大灣區數字經濟突
出優勢是產業鏈上下游完整，
產業生態成熟，並且港澳強
大的基礎研發實力與珠
三角完備的工業體系相
互疊加，共同構成大灣
區世界級的強大數字經
濟產業實力。 「這將為
有志於在數字經濟領域創
業的港青提供機會。」

機遇無限

黃錦輝

全國政協委員蔡冠深：

•目前全國數字經濟人才缺口達
1100萬人，搶人才的熱潮不可避
免。粵港澳要佔據全國數字經濟
高地，宜投放更多資源以加強灣
區內高校培養人才的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譚錦球：

•香港在金融科技、虛擬貨幣交易
市場、綠色金融等方面具有優
勢；大灣區發展數字經濟可以延
續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優勢互補模
式。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拓斯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吳豐禮：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
正全方位改變傳統生產流程，大
灣區企業應將數字化理念貫穿產
品的生產經營各環節。

全國政協委員、深圳市政協副主席

陳倩雯：

•未來應充分發揮大灣區數字經濟
優勢、製造優勢及開放優勢，形
成 「數字+科研」 「數字+製造」
「數字+文化」 「數字+金融」 等
新業態，加快製造業創新成果產
業化。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黃寶儀整理

▲數字經濟時代需要複合型技術工人。圖為
廣州一自動化生產車間。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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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獨角獸
發展新趨勢

魏明德

香港科研、深圳應用、東莞生產、
國際成名…… 「大疆」 正是有着濃厚大
灣區基因的明星科企代表。在時下全球
最火熱的數字經濟發展賽道，廣東正推
進 「強芯工程＋軟件攻關」 ；香港正研
究建設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粵港如何合
作促進更多類似 「大疆」 的獨角獸誕
生？港區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
輝說，足夠的算力是先決條件，大學科
研、數碼產業發展、金融科技、智慧政
府、醫療發展都需要處理大量的數據。

完善頂層設計建國家數據局
「目前香港發展數字經濟的短板在

於算力不足。即使擁有國內國際四面八
方的數據，但沒有足夠的算力支撐就沒
辦法啟動運算。」 黃錦輝認為，香港特
區政府規劃建設 「人工智能超算中
心」 ，向國際搶人才、搶企業，將有效
彌補這一短板。全國人大代表、中興通
訊高級副總裁苗偉也認為，大灣區具有
優勢產業鏈，也有數字產業龍頭企業，
如能加大超算、智算等新型算力合作，
將促進大灣區數字經濟發展。

「硬件設施齊備的情況下，數字經
濟發展的關鍵是數據互通。」 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吳傑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內
部制度多樣化，數據流通面對很多壁壘
和挑戰。 「儘管大灣區數據量很大，但
數據收集能力仍不如海外。」

今年不僅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大
力發展數字經濟」 ，國務院機構改
革方案的議案也提出組建國家數
據局，負責統籌數據資源整合
共享和開發利用。黃錦輝認為，
組建國家數據局有利於破解目前數
據流通利用的困境，大灣區如能從頂
層設計上加強合作，將逐漸磨合出更好
的跨境數據治理方案。

跨境數據優化匹配保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僑福

建設集團主席黃蘭茜認為，
破局的關鍵，在於統籌好

發展迫切與安
全關切之間的關
係，避免對數據跨境
「一刀切」 的傾向。她

建議，在有關數據安全管理等法
律法規修訂中，豐富對 「跨境數據」 的
理解和使用方式，通過機制區分數據等
級、優化數據匹配、保障數據安全、激
發數據活力。

有了軟硬件支撐，制約創科企業進
一步成為類似 「大疆」 的獨角獸的因素
還包括資金缺口、管理困難、技術競
爭。作為投資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魏明德建
議，粵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吸
引資金投入數字經濟領域，並提供優惠
的稅收和創業支持政策。 「香港中文大
學已經孵化出思謀科技公司、商湯科技
等數字經濟獨角獸企業。」 見證了不少
獨角獸企業誕生的黃錦輝相信，在國家
大力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更多
類似 「大疆」 的獨角獸已經在不遠處。

魏明德認為，可由香港牽頭與灣區
各政府攜手發起、並與大學院校共同成
立產業投資集團。讓產業投資集團挑選
科研成果，並對其進行估值、投資、孵
化、輔導，讓大學教授、科研人員也以
知識產權與科研成果出資，成為股東。
「在政府、科研機構和市場共同作用

下，相信擁有大灣區基因的 『大疆』 企
業會在大灣區各城市遍地開花。」

▲2020年11月，大疆在深圳發布T30、T10兩款新品植保無人機。圖為參會者
了解無人機T30。 新華社

◀ 麥騫譽
及團隊研發內

地首台5G動作傳
感仿生機械人。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攝

下一程，打造數字領域獨角獸
算力支撐數據互通 港 合作前研後產

▲2022年深圳高交會上，一科企員工展
示光學動作捕捉技術。 新華社

資料來源：《中國獨角獸報告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