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出
行車聯網技
術聯盟昨日
成立，運輸

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香港應用
科技研究院董事何偉中及行政總
裁葉成輝等多位行業翹楚出席。
業界看好自動駕駛及車聯網技術
發展，相信將是推進本港智慧城
市建設的重要基石。特區政府亦
展開法例修訂工作，促進自動駕
駛技術研發，並計劃在2025年公
布相關的運輸策略藍圖。

智慧出行聯盟成立 促進自動駕駛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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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米粉留意！小米（01810）將於下
周二（18日）晚上舉行新品發布會，董事長兼首席執
行官雷軍形容，將是小米影像戰略升級 「第二章」 。

「移動影像光學時代從這裏開始。」 雷軍在微博
帖文表示，該新品發布會將公布小米13Ultra、小米
徠卡（Leica）聯手打造又一歷史級作品，劃時代的
技術，重構移動影像。

去年7月，小米開始影像戰略升級，堅定選擇
「人文影像」 方向，並確立 「超越人眼、感知人心」

的影像理念，跟Leica展開深度的戰略合作。根據雷
軍的思路： 「光，是影像的原點」 ，一切色彩、影調
都在於光。

除了小米13Ultra最新影像旗艦手機，屆時還將
發布小米手環8、小米Pad6系列平板電腦。

【大公報訊】正當市場等待美團
（03690）正式開展香港外賣業務之
際，內地社交平台近日流傳一段短
片，疑為美團在本港舉行的速遞員簡
介會，片中見有 「KeeTa」 字樣，市
場估計是美團用於香港業務的品牌。

據了解，美團香港的速遞員分為
兩種，包括預約上線和自由上線，相
關配送服務將率先在旺角區推出。

率先在旺角區推出服務
消息指出，美團在上月初舉辦首

場送遞員簡介會，要求送遞員的行車
證不能在5月15日之前到期，外界猜

測，美團可能最快在5月中正式在本
港營運。

另外，美團正式向企業用戶推出
「美團企業版」 一站式企業消費管理
服務，目標未來5年，協助10萬家企

業降低百億級成本。
「美團企業版」 主要解決企業消

費中報銷流程複雜、消費不透明等問
題，原本是2015年推出的 「美團商企
通」 ，只用於美團內部的員工需求。

截至今年3月， 「美團企業版」
已服務近萬家企業客戶，覆蓋包括生
物醫藥、金融銀行、大快消、新能
源、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20多個行
業。

根據相關客戶數據統計，接入
「美團企業版」 後可平均每月為每位
員工節省4.4小時的報銷時間，為企業
財務相關流程提效90%。

▲網上流傳美團以新品牌開拓香港
外賣業務。

美團新品牌KeeTa攻港 最快下月中推

近年機械人發展快
速，與人類在各方面都

有不同的合作，人類與機械共融已愈來
愈普偏。清華大學自動化系副教授李翔
表示，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做幾項任
務，且具模仿人類的操作技巧與能力，
推動在高危險、高強度、高複雜環境中
實現人機合作及人機共融，同時提高工

作效率。
李翔指出，可以用人工智能來決定

人機如何合作，例如與醫生一起合作，
進行醫學掃描，並收集不同數據。同
時，人和機械人可進行互動和一起工
作，當然亦可為機械人作一些特別的設
計，確保人在參與時，達到符合標準的
安全性及高效性。

人機共融

推廣機械人應用 參與高危工作

國 家 「十 四
五」 規劃提出，要

全速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特
區政府從頂層規劃和設計着手制定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循 「完
善創科生態圈，推進香港 『新型工業
化』 」 、 「壯大創科人才庫，增強發
展動能」 、 「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
設智慧香港」 和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做好連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樑」
四大發展方向推進。生產力局首席數
碼總監黎少斌表示，數字化和自動化
已經改變了大家的工作、交流和生活

方式，工業4.0正將傳統產業轉
變為智能和數字產業，且
機器人、人工智能、物聯

網，甚至元宇宙正在改變工廠的運作
方式，值得各界關注其發展。

他指出，人機協作對於智能產業
至關重要，因為它可以讓人們專注於
更高價值的工作，如創造力、解決問
題和創新，而數字工廠是智能工業的
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說，數字技
術的使用可以顯著提高效率、生產力
和質量。同時，實現未來碳中和的目
標也至關重要，氣候變化對地球是一
個重大威脅，而採用先進綠色技術的
新型工業化建設更加可持續的產業，
將有助於減少碳足跡。

再者，為推動工業4.0，早在
2017年生產力局已與德國弗勞恩霍
夫生產技術研究所，及弗勞恩霍夫物

流研究所簽訂合作協議，三方將合力
促進兩地公司在 「工業4.0」 的知識
及技術轉移，特別是智慧物流的應
用。

另外，該局日前與東興自動化投
資公司簽署合作研發協議，憑藉雙方
共同研發的 「電流輔助訂製板金自由
成形技術（EAFF技術）」 ，將實體
生產場景引入工業元宇宙的虛擬環
境，將提供全港首個基於信息物理融
合系統的智能生產解決方案，把實
體及虛擬生產場景實時整合數據互
通，透過元宇宙令用家恍如置身真
實場景，能夠排除地域空間界限，
幫助企業優化生產流程及培訓技術
人員。

小米下周新品發布 主打影像升級

▲小米與Leica聯手重構
移動影像。

香港應用科技
研究院通訊技術總

監蘇棟哲表示，自己2015年起從事
智慧出行研發工作，一路走來，不斷
有志同道合者加入，所牽涉的領域更
為廣泛。他指出，技術發展需要整個
業界端到端的配合，相信智慧出行車
聯網技術聯盟的成立，有助現有技術
突破瓶頸。

業界近年嘗試通過自動駕駛技術
提高營運效率。香港機場管理局工程
及科技執行總監梁永基表示，香港機
場自2019年起便引進自動駕駛拖
車，負責運送旅客行李，每輛車降低
6個人的工作需求，截至目前，已經
有8輛無人駕駛拖車投入使用，形容

其為 「初期車路協同」 。
梁永基指出，香港國際機場是全

球最為繁忙的貨運機場，2022年全
年共處理420萬公噸貨物，隨着未來
擴張至三條跑道系統，預計將需要70
部拖車24小時不間斷運作，人手及物
資均有不足，若採取無人駕駛系統，
則可降低人力資源需求，建議採取國

際無人駕駛及車路協同標準，作為未
來機場無人駕駛運作標準。

談及未來願景，香港應用科技研
究院行政總裁葉成輝表示，希望在10
年內大幅提升公共交通安全，逐漸普
及特定場景下的自動駕駛，並於20年
內實現運輸系統數字化，通過實時訊
息提升路面使用效率。

機場用自駕拖車 增行李運輸效率

推進工業4.0 將傳統產業數字化
全速發展

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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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雄表示，特區政府將探討在港
利用車聯網技術，便利自動駕駛和車
輛與道路設施之間的互動及資訊傳
輸。

自動駕駛技術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
持。林世雄表示，特區政府正進行法例
修訂工作，為日新月異的自動駕駛技術
「拆牆鬆綁」 ，長期將促進自動駕駛升
級為一種嶄新的智慧出行方式。未來亦
將探討在港利用車聯網技術，便利自動
駕駛和車輛與道路設施之間的互動及資
訊傳輸，為落實更加靈活及智能化的交
通管理鋪路，並在2025年公布運輸策略
藍圖。

林世雄認為，基礎研究是開拓科學
認知的重要支柱，運輸署將透過 「智慧
交通基金」 資助研究，應科院的車聯網
科技（C-V2X）項目便是其中之一，通
過在本港道路實地測試，以提升交通安
全及自動駕駛技術發展。

此外，林世雄透露，運輸署將於今
年5月在青沙管制區實行 「易通行」 （不
停車繳費服務），並於年內推廣至所有
的特區政府收費隧道，相信有助在三條
過海隧道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

5G網絡成熟助創新科技落地
何偉中表示，全球經濟在過去幾年

面臨挑戰，智慧城市及創新科技成為推
動經濟及社會復甦的重要契機，香港作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各地智慧科技領
域專家匯聚一堂，相信有助本港智慧城
市建設。

何偉中強調，智慧出行及車聯網

技術是智慧城市發展的必經之路，智
慧出行車聯網技術聯盟的成立，將促
進業界分享階段性技術成果，探討充
滿活力的技術生態建設，推動 「產學
研」 發展。他相信，隨着香港加快部
署車聯網設施，將成為全球智慧城市
建設的佼佼者。

何偉中還認為，交通運輸是城市的
循環系統，為經濟發展注入蓬勃的活
力，隨着5G網絡成熟，將有更多創新科
技應運而生，促進自動駕駛及車聯網發
展，有助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性，改善城
市化帶來的交通堵塞問題，增強市民對
於自動駕駛系統的信心。

改善城市交通堵塞問題
葉成輝指出，智慧出行可從6個方面

助力智慧城市發展，包括車聯網部署、
指揮交通應用、公路及流量管理、公共
交通智能化、建立跨境交通網絡、改善
環境等，希望未來能實現有人車及無人
車並存的格局。

葉成輝還提及，本港交通路況複
雜，車流量大，技術研發需要業界配
合，本次聯盟的建立有助完善智慧出行
技術研發生態圈，相關領域可定期溝
通，就業界常見的困難和技術需求探討
可行解決方案，為特區政府提供意見支
持，推動香港和大灣區智慧出行的行業
發展。

聯盟簡介

大公報記者整理

合作夥伴名單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中國移動
香港、和記電訊（香港）、冠忠巴士集
團、華礪智行（武漢）、有利集團、國際汽
車及航空工程師學會、一清創新、聯想電訊
盈科企業方案、德勤中國

願景

成立日期

•加強香港在技術發展和知
識轉移方面作為 「超級聯

繫人」 的作用
•通過5G等關鍵技術加強業界協
作，促進行業討論

•就業界常見的困難和技術需
求討論最佳實踐方案

•促進工業、研究機構、大
學、學術界和政府之間技術
合作

透過致力締造一個充滿活力的技術生態圈及促進更多 「產、學、研」
於智慧出行車聯網方面的協作，助力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使命

2023年4月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前排
中）為智慧出行車聯網技術聯盟啟動
典禮暨智慧出行論壇主禮，並與一眾

嘉賓合照。 中通社

林世雄：開展法例修訂工作 後年公布運輸策略藍圖

大公報記者 蔣去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