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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打造人工智能重大應用場景
香港大力推動數字

經濟發展，特區政府推
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包

括本月中成功舉行的 「2023數字經濟峰
會」 ，以及成立 「香港Web3.0協會」 ，
都吸引世界目光。數字經濟是一個龐雜的
體系，人工智能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香港
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不僅僅需要優秀的
人工智能研發能力，更需要打造人工智能
的重大應用場景。香港必須靈活運用自身
優勢及特色，支持各類人工智能應用，一
方面推動智慧城市建設，同時也賦能數字
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去年底公布《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從八大方面推進創科發展，
當中就包括要加快香港數字經濟和智慧城
市發展步伐、深化與內地創科合作，以及
善用香港國際化優勢拓展環球創科合作等
政策方向。早前發表的財政預算案進一步
推出具體政策，包括要加大在數碼基建、
數字化轉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的投入，

以及拓展Web3.0、綠色科技及金融科技
等新領域。

完善政策制度突破現有限制
實事求是而言，特區政府在 「頂層設

計」 方面，出了大力氣，發展方向也十分
正確，但在人工智能方面，尤其是香港屬
小規模經濟體，面臨一個 「兩難」 處境：
一方面由於很難打造足夠大的人工智能應
用場景（才700多萬人口），發展面臨較
大制約；另一方面若要融入內地大型人工
智能應用場景，則涉及數據 「過河」 等問
題，又存在制度及實現條件的限制。香港
若要在數字經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實現
突破，就不能不面對這些核心問題。

去年，國家科技部、教育部、工業和
信息化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快場
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
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着力
打造人工智能重大場景，推動新一代人
工智能發展上水平，高水平科研活動便

是其中之一。
所謂的重大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是指

以新技術的創造性應用為導向，以供需聯
動為路徑，實現新技術迭代升級和產業快
速增長的過程。推動人工智能場景創新，
對於促進人工智能更高水平應用，更好支
撐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內地的人工
智能技術快速發展、數據和算力資源日益
豐富、應用場景不斷拓展，為開展人工智
能場景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那麼，如何提升人工智能場景創新能
力？內地推出的政策包括：強化企業場景
創新主體作用、鼓勵高校院所參與場景創
新、培育壯大場景創新專業機構、構築人
工智能場景創新高地，等等，未來將鼓勵
常態化發布人工智能場景清單、支持舉辦
高水準人工智能場景活動、拓展人工智能
場景創新合作對接管道，推動場景算力設
施開放、集聚人工智能場景數據資源、多
管道開展場景創新人才培養、加強場景創
新市場資源供給。這些政策，對香港發展

極具啟示意義。
筆者認為，香港首先要着力打造好自

身的人工智能場景應用。而 「智慧城市」
的建設，就是突破口。智慧城市是由三個
層面協同形成：第一層是技術基礎，包括
大量連接高速通訊網絡的智能手機和其他
傳感器，傳感器能持續採集交通流量、能
耗、空氣質量及其他日常生活的數據，並
將這些信息直接推送到終端使用者。第二
層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層，將原始數據轉化
為示警、洞見和行動。第三層是公共使用
層，成功的智慧城市必須要建立在社會廣
泛普及的基礎上，並改變用戶行為，讓其
得到更透明的信息，作出更好的決策。香
港要加快智慧城市的發展，在目前全球人
工智能應用場仍未形成 「壟斷的條塊」 之
前，搭建好必要的基礎建設。

以「智慧出行」為突破口
其次，香港要用好 「一國兩制」 的優

勢，積極探討與內地對接人工智能應用場

景的政策。有評論認為，從全球範圍內看，
未來3到5年，自動駕駛和智慧交通是科技
創新的焦點，通過逐步建立基於人工智能
的決策平台，協助管理者進行城市智慧治
理，並據此生發出更多細分的產業場景。
更重要的是，如若將此置於大灣區融合發
展視域中，其用戶、產品、應用場景必然
更加豐富，技術範式經由國家戰略的洗禮
和再造而變得更具想像力，未來可待可期。
因此，香港可以積極探討，以智慧交通等
層面， 「先試先行」 。這需要突破一些政
策限制，也需要逐步推行。

以香港的經濟及人口規模，想要 「獨
創」 一個重大的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不僅
難度極大，也可能是不現實的。對於特區
政府來說，必須要有創新政策的能力和智
慧，打破條條框框的制約，積極摸索出一
套符合 「一國兩制」 方針、符合人工智能
發展規律、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要的
「大灣區人工智能重大應用場景」 。

智庫研究員

為港青融入灣區創造更好條件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 開幕典禮
致辭時，指出香港是全體居民的共
同家園，相信每位居民都是這個家
園的持份者、建設者、受益者，都
會為維護香港和諧穩定出一分力、
作一份貢獻。相信廣大香港青年必
將成為有為的一代、值得驕傲的一
代，一定能不負韶華、不負時代，
勇敢地擔起對家庭、對香港、對國
家的責任。

青年發展向來是國家關注的重
點，夏寶龍主任形容青年是 「早上
的太陽」 ，盼望他們能盡早普照大
地，不管他們遇到了什麼困難、經
歷了什麼挫折， 「香港和祖國永遠
是你們溫暖的港灣，都會包容你們、
接納你們、呵護你們。」

協助青年裝備好自己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 「七一」

重要講話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
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
來，則香港有未來。中共二十大報
告也指出，青年強，則國家強。當
代中國青年生逢其時，施展才幹的
舞台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
比光明。這段表述引起了不少香港
青年的共鳴，很多人表示，吾輩當
自強，定會堅定信念、志存高遠、
腳踏實地、努力奮鬥。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引領青
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
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要
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
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
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

青年一代是香港的希望，特區
政府一直重視青年工作，關心青年
成長，助力青年成才，不斷創造平
台讓青年人發聲，傾聽青年意見，
協助青年發展。現屆政府成立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專門統籌青年工作，
發表《青年發展藍圖》點出青年人
面對的環境和挑戰，勾畫特區政府
就未來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願景
及方針。藍圖的願景是培育青年成
為愛國愛港、具備國際視野、有抱
負、具正向思維的新一代。政府期
望可以做到啟發、扶持、擁抱不同
背景的青年。提出逾160項支持青年
人的措施，包括設立青年專員、製
作青年儀表板等。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認同政
府讓青年擔當社會的建設者，鼓勵
他們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和建設，
增強青年對於社會的參與感和責任
感，聯繫各界共同推動青年工作，
持續創設條件讓本港青年展現才華，
拓展視野，培養青年的責任擔當意
識，助力青年向上流動。

香港的年輕人需要有向上流動
的空間，才能解決他們所面對的 「四
業」 難題。二十大報告堅定支持香
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
持穩定。國家 「十四五」 規劃除明
確香港 「八大中心」 定位外，亦提
出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就學就業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
交流精品品牌。而特區政府推出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為剛剛畢

業的大學生，提供內地實習及就業
的機會。《青年發展藍圖》提出政
府會協助青年把握 「十四五」 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 「一帶一路」
倡議等國家戰略所帶來的重大機遇，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增加青
年在不同領域的學習、就業和創業
機會，以及優化青年福利服務。

特區政府恆常化 「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 ，意味着未來有更多香
港的大學畢業生有機會到灣區其他
城市工作，親身融入國家發展。若
年輕人到灣區其他城市發展，在如
此廣袤的市場工作，將能增加向上
流動機會，爭取更多發展機會。建
議特區政府可增強與灣區其他城市
的溝通協調，制定配合港青到內地
發展的政策。

完善國家安全教育
特區政府雖然已有不少支援青

年就業及創業政策，也有不少推廣
宣傳工作，惟部分青年人根本未有
留意，以致政策未能取得預期成效。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透過不同形
式和渠道，鼓勵青年主動留意相關
支援政策，以及內地的各項優勢、
資訊等，好好裝備自己。

加強及完善國情教育，特別是
對香港青年的國家安全教育十分重
要，讓香港青年了解維護國安對香
港保持繁榮穩定之間的關係，自覺
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及發展利益。

夏寶龍主任出席 「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2023」 開幕典禮，反映中
央對特區國安教育工作的重視。最
近，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
察團已陸續出發，可謂良好開端。
香港有小部分學生從來沒有去過內
地或對內地不甚認識，考察團能夠
讓他們透過親身接觸、體會、交流，
拓寬視野、加深對祖國的了解，培
養他們的愛國情懷和國家歸屬感。

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
胞之在身。深信香港青年只要牢牢
把握人生航向，志存高遠，腳踏實
地，銳意進取，美好的青春一定能
夠綻放出更加絢麗奪目的光彩。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
席兼永遠會長

深化大灣區醫護人才交流

英國反華的自不量力與大國迷思
英國的兩則消息讓人

捧腹。一是 「富豪首相」
蘇納克雖然暫時躲過了

「短命」 的危險期，卻因為其妻疑涉利益
衝突被國會調查。二是英國防部決定 「永
久性」 部署一艘大型軍艦在印太地區，以
「阻止中國武力統一台灣」 云云。

兩條信息很搞笑，是因為英國不自量
力。曾經的 「日不落帝國」 ，隨着英國脫
歐成為了 「歐洲孤兒」 ，帝國餘暉早已徹
底消失。去年，英女王去世為英國 「二流
大國」 畫上了悲戚句號，唐寧街10號一年
內走馬燈似的更換了三任首相，讓英國變
成全球笑談。除了王室醜聞及 「短命首
相」 ，英國的大國顏面幾乎蕩然無存。蘇
納克出點狀況並不令人驚奇。這次的醜聞
來自蘇納克的妻子阿克莎塔．穆爾蒂，她
持有股份的兒童保育公司可能從新公布的
財政政策中獲利，英國議會標準事務專員
已經展開調查，蘇納克也表示配合。不管
結果如何，英國政壇都為世人提供了新的
政治娛樂素材。

這是英式民主和法治監督的範本還是
政治醜聞的新演繹？不同立場有不同解讀。
肯定的是，英國早已被政治內耗和醜聞迭
出所污染，哪裏還有大國的樣子？

至於在印太地區部署大型軍艦，以 「重
返亞洲」 並 「阻止中國武力統一台灣」 ，
則是英國向全球展現的最不自量力的醜劇
和鬧劇。

英假美國之威刷存在感
首先，英國政府陷入時空混亂狀態。

現在既不是英國和西班牙海上爭霸的時代，
也不是兩次鴉片戰爭時期對華 「炮艦外交」
的時代。一個夕陽餘暉早已徹底消失的昔
日強國，如今已因為被歐洲拋棄和內部紛
崩離析而淪為二三流國家，遠跨重洋派軍
艦到其他地區耀武揚威，自是不知今夕何
夕。

其次，英國重返印太還直接威脅中國。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英妄圖
干涉中國內政，主動靠前和中國為敵，如
此英國在西方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即便如美國，也一再宣稱中美不會 「冷
戰」 ，至於北約和其他美國僕從國，也不
至於明目張膽和中國硬扛。如此無知無畏
的英國，不過是向美國效忠而已。這也成
為脫歐後英國的基本立場，美國在俄烏衝
突中支持烏克蘭，主導對俄制裁，英國就
成為反俄圈裏最聲嘶力竭的一個。美國對
華 「極端競爭」 中，英國衝到反華第一線。
英國此舉，既是緩解脫歐後的深度焦慮，
也是假美國之威來彰顯自己的大國存在——
更顯英國極度不自信。

其三，英國部署的所謂大型軍艦，不
過是一艘最快也要2027年才能服役、排水
量只有6000噸的護衛艦。顯然，這是英國
「放空炮」 ——四年後，美國政壇會發生
多大的變化？英國不曉得又會換幾個首相？
如此空言恫嚇，不僅暴露了英國的外強中
乾，外交上也極不明智。開罪中國，對英
國有何好處？即便美國，財長耶倫日前發
表的所謂中美經濟關係最全面演講中，也
直言美國和中國的 「脫鈎」 是災難性。最
近中國迎來的歐洲政要訪華潮，既有法國

總統馬克龍實話實說的 「歐洲自主」 和在
台灣問題上不追隨美國，也有對華存有偏
見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和德國外長的反對和
中國 「脫鈎」 論。這些歐洲政客，無論知
華還是反華，但還有基本的判斷，還能在
中歐關係中作出理智務實的平衡。

對全球形勢缺乏基本了解
計劃在印太地區 「永久性」 部署軍艦

的英國，不僅對全球形勢缺乏基本的了解，
也缺乏最基本的國際關係常識。不遠萬里
跑到印太，妄圖用一艘軍艦威嚇中國——
凸顯英國還存在1840年代的帝國迷夢中——
相對美歐其他大國雖然組團遏華但依然不
願和中國 「脫鈎」 的現實主義精神，活在
過去的英國不僅帝國夢碎更深陷於臆想中
的大國迷思中。

其四，活在歷史迷夢中的英國曾記否，
1949年英國軍艦在長江蓄意挑釁中國人民
解放軍，引發 「紫石英號事件」 。在這起
事件中，挾着二戰餘威的英國前首相邱吉
爾一度叫囂要派航母實行武力報復，結果

雙方還是以外交方式解決事件。如今，一
艘英國軍艦想在台海阻止解放軍，更是螳
臂當車。歷史是一面鏡子，英國最好還是
要好好照一照。

要想保留大國臉面，就要有大國的樣
子。跟在美國後面，耍橫擺爛逢迎美國來
顯示自己的存在，這叫缺乏自信，更是不
自量力。

作為遠在大西洋孤島上的英國，動不
動就到其他地區耍威風，英國的手也伸得
太長了。中國有一首新詩《手莫伸》，詩
文第一句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值得
英國深思。

歐盟大國要和中國重啟對話，借力中
國的經濟復甦走出經濟頹勢。中英 「黃金
時代」 在一眾脫歐親美政客的接力反華下
漸行漸遠，這是英國的悲哀，也是英國大
國淪喪的寫照。糟糕的是，蘇納克還在延
續其前任的反華思維，要在印太地區 「永
久性」 部署軍艦威懾中國。如此英國，堪
稱全球笑談。

智庫客座研究員

政策思考
胡 勇



國際觀察
軒轅靖

有話要說
龍子明

80多名參與 「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
的廣東省醫護人員日前抵港，包括醫生、中醫
專家、護士等，全部是廣東省衞健委精挑細選
的英才，未來約一年內會在醫管局的聯網醫院
參與臨床工作、交流學習。筆者十分支持是次
交流計劃，香港醫護人手長期緊絀，計劃長遠
有助促進粵港兩地醫護人手及臨床服務產生協
同效應，從而提升大灣區醫療服務質量，互為
裨益。

有效保障病人利益
為解決香港醫療人手長期不足問題，特區

政府於去年9月公布 「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
劃」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醫生獲香港醫務委員
會批准有限度執業註冊，專科護士亦毋須本地
註冊以及免考職業試，來港交流約1年。希望通
過這個平台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以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醫療技術水準的提升和大灣區的
高質量發展。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指出，這次計
劃是香港與內地醫療人才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內地醫護人員帶同他們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
來港，與香港醫護人員互相切磋、互相學習，
大家在交流過程中必定會獲益良多，病人亦一
定可以從中得益。

有人曾擔心內地醫護來港，會有語言不同，
能否適應香港的醫療工作模式等問題。但事實
上，經過抗疫期間內地醫護援港的情況來看，
兩地醫護在語言交流上完全沒有問題。有香港
醫護亦表示，上次來港的內地醫護人員中英文
水平都很好。他們與香港醫護團隊並肩奮戰，
合作無間，共同商討及制訂治療方案，結合中
西醫治療，令本港醫護壓力得以紓緩，保障病
人得到適切的治療，是兩地醫護團隊醫療合作
模式的成功嘗試。

這次來港交流的醫護人員是經過廣東省衞
健委精挑細選的英才，平均有8年工作經驗，更
有部分醫生有長達20年的工作經驗，臨床經驗

豐富，逾半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大部分在內
地三甲醫院工作。雖然兩地醫護在工作模式上
仍存在較明顯的差異性，這方面需要時間去磨
合，筆者期望醫管局可以進行協調，幫助解決。

香港醫護緊缺情況現時仍較嚴峻，因為醫
生數量不足，導致醫生診症的時間愈來愈短，
平均3分鐘就診完一個病人，未能詳細向病人講
解病情。在護士方面，更出現一位護士同時照
顧20位病人的情況，護士與病人的理想比例是
1比6。

這次內地首批來港交流的內地醫護雖然只
有80多人，人數不多，但透過是次交流，有助
兩地醫護建立互信，未來將吸引更多內地醫護
人員來港，讓病人成為計劃最大的得益者和受
惠者。交流計劃涵蓋護士、中醫、放射技師等
不同臨床醫護專業，為灣區醫護專業交流學習
開闢一個可持續的渠道和機制，亦對進一步深
化粵港合作並延續兩地醫護團隊在疫情中建立
的專業合作關係有着重要意義。

為灣區培訓更多人才
粵港兩地多年來在醫療衞生合作一直十分

緊密，並在《粵港醫療交流合作備忘錄》的框
架下，定期進行人才交流、互訪和培訓合作。
是次交流計劃，是建基於兩地醫療團隊在疫情
期間的成功合作經驗，進而拓展交流範圍的闊
度及深度，除了包括不同臨床專業，參加計劃
的人員按機制在香港作出相應的註冊後，還會
獲安排加入醫管局團隊，為病人提供日常臨床
服務。

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可充分發揮香港在醫
療衞生管理及技術、專業培訓和生物醫藥科研
等方面的國際化優勢，助力大灣區的醫療創新
及合作，深化粵港醫療人才的專業交流，鼓勵
香港醫護人員定期到灣區內地城市開展學術交
流，而且要充分發揮香港在培訓醫療專才方面
的優勢，把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醫學院的成功
培訓模式及經驗帶到大灣區，為大灣區培訓更
多醫療專業人才。並促進兩地公營醫療服務的
發展，從而提升大灣區的整體醫療服務質量。

醫生、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專業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香江聚賢衞生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議論風生
陳正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