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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正在改變社會的各個領域的
運作規則，以工業為例，傳統工業通常是由人力
和機器協作完成，而融入AI後的工業，會大量減
少密集型勞動力的需求，甚至完全由AI和機器協
作完成。 「當然這並非意味着勞動崗位會減少，
因為對設備和智能軟件的維護、安裝、檢修等富
有創造性或者戰略意義的工作的人員需求會更殷
切。」 曹建農教授對大公報記者強調， 「香港的
AI發展必須解放思想，大步向前，否則會錯過難
得的機遇期。」

曹建農表示，理大研究院聚焦於對社會與經
濟重要的應用，包括智能基礎設施與建設、互聯
健康、車聯網、智慧物流，同時旨在解決這些應
用中的基礎研究問題， 「例如在智能基礎設施與

建設方面，研究院研發的自主智能管道機器人可
以不用人為控制，實時準確檢查檢測故障。」

「AI的應用會大大促進工業4.0、數字化轉
型的進展」 ，曹建農指出，透過分析生產不同階
段所產生的大量數據，可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
優化生產流程，減少生產成本。 「舉例來說，食
物安全方面，我們研究院有研發一種基於聲波的
液體質量檢測裝置，使用揚聲器所產生的聲音信
號穿透液體外瓶，並研發了相應的AI模型分析接
收到的聲音信號，來判斷液體的質量。」 這一
技術可以檢測酒、油、牛奶等液體的真假、年
份等，為食品工業賦能。此外，AI還可以幫助
企業預測市場需求，從而更好地調整生產計劃。

對於傳統商業的衝擊方面，曹建農說，現在
的AI能夠幫助人們自動執行很多日常任務，比如
資料的收集與整合，讓人們騰出時間專注於更具
創造性和戰略意義的工作。此外，AI還可以提供
準確及時的個性化數據分析，幫助商業機構對特
定產品進行市場和顧客調查與分析，做出更好的
決策。

要發展就要打破平庸。AI技術日新月異，香
港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AI。曹教授強調，算力、
數據、人才、政策與資源、法律框架這幾方面，
都是香港要重點突破的領域。 「現在國家和特區
政府都很重視發展人工智能，包括制定相關政
策、重視引進人才、提供資源等等。但我認為，
AI相關的法律框架部分有待改善，在AI、Web3
熱潮下，數據安全和隱私問題須更充分關注。」

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
新中心執行副主任劉宏斌教授則認為，特區政府
在港建立AI超算中心是一個具有遠見的決策，而
AI超算中心的建立亦需要強大的算力。 「 『一國
兩制』 的優勢，令香港有機會成為國際數據港，
因此建設具強大競爭力的數字基建，對香港AI的
未來發展十分重要。」

「香港要邁向高質量發展，創科驅

動是必由之路。」香港理工大學人工智

能物聯網（AIOT）研究院院長曹建農教

授接受《大公報》專訪指出，香港的高

質量發展離不開AI，當前急務是要制定

人工智能（AI）發展藍圖，要有規劃、

有路徑、有時間表， 「AI方興未艾，香

港必須奮起直追，這關乎香港未來核心

競爭力。」
「要發展好AI，離不開算力、數

據、人才、政策與資源、法律框架這幾

方面的支持」，曹教授滿有信心地說，

「香港積極發展AI，加快AI成果的應用

落地，完全有條件為香港打出名堂，為

國家作出貢獻。」
今篇 「名家談」，《大公報》專訪

了兩位本港頂級專家，從醫療、工業、

商業等多方面，詳述AI帶來的革命性變

革，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發展機遇。

加快AI應用
科技專家曹建農：必須打破平庸 大步向前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責任編輯：杜樂民 美術編輯：鮑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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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盛研究指出，ChatGPT等生成式
人工智慧系統能夠創造出無異於人類產出的

內容，而這項技術的普及將會急速提高生產力，也可能為勞動
力市場帶來 「重大顛覆」 ，預計全球三億個就業職位面臨被取
代的風險。研究又指出，香港將成為全球最受影響地區之一。

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執行副
主任劉宏斌教授認為，像醫療、金融、法律等香港目前的龍頭
產業，在短時間內仍然較難被取代，但各行業可以運用AI去輔
助運作，例如枯燥重複的工作便可以交給AI。

高盛的報告指出，在美國，律師和行政人員在AI自動化浪
潮下，恐會變成 「冗員重災區」 ，均屬最容易受到取締的高危
工種。寫字樓辦公室和行政支援部門中，可以自動化的任務比
例最高，達46%；其次是法律工作，機器可代勞的職能佔
44%；建築和工程中的可自動化作業有37%；生命、物理和
社會科學領域以36%緊隨其後；商業和金融業務則以35%位
居前五。勞動力要求較高的藍領崗位則仍相對吃香。

但劉宏斌認為，AI對各行業的影響程度不同，工作性質涉
及到情感和人際互動不會被AI取代。 「就像記者採訪一樣，我
覺得這樣互動的職業是不會被AI取代的。另外，需要做出決策
的崗位一定不會被取代。」

以香港幾個龍頭產業為例，醫療方面，他指AI可以輔助醫
生診斷、治療和進行手術，但無法替代醫生的全面判斷與綜合

能力。劉宏斌於近日攜手香港中文大學神經外科共同研發
MicroNeuro柔性微創腦手術機器人，並在香港完成了國際首
例微創腦室手術人體實驗，該機器人便融入了人工智能技術，
實現了只需通過微小的傷口，並在機器人和增強現實（AR）
輔助下便能完成手術的目標，還能將手術風險大大降低。

「傳統手術模式需要醫生用手術工具在腦顱處製造切口，
但現在只需在腦顱處開鑿不大於五毫米的小孔，就能進行手
術，讓醫療手術進一步朝微創化發展。」 劉宏斌指出，在未
來，智能微創手術必將是醫療界的大勢所趨。

在教育方面，我認為更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批判思
維，即不是死記硬背的那種；以及要提高情商和人際交往能
力，這樣才能使學生在未來職場更具競爭力。

不過，因為醫療實踐不僅涉及醫學知識，還包括人際交
往、倫理判斷和專業直覺等無法量化的因素，劉宏斌預計，
「未來醫療領域將會是AI與醫生協同作戰。」

至於法律、金融方面，劉宏斌相信在複雜情境下的決策以
及人際互動等方面，專業人士的角色依然不可或缺，但AI技術
會讓他們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AI的發展會推動社會培養符
合AI世代需求的人才，人力資源需從一些簡單重複的工種中解
放出來。 在教育方面，我認為更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批
判思維，即不是死記硬背的那種；以及要提高情商和人際交往
能力，這樣才可令學生在未來職場更具競爭力。」 劉宏斌說。

機器人專家劉宏斌：AI將與專業人士協同作戰
發展大勢

特區政
府非常重視

發展AI，包括但不限於將其
納入《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八大策略之一，預留30億元
推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
前沿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
而政府的重點項目InnoHK，
更有多個與人工智能相關的
研發中心。中科院香港創新
研究院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
新中心執行副主任劉宏斌教
授說，中心目前取得兩大突
破性研究進展：即近日多家
媒體報道的微創柔性手術機
器人平台技術，以及基於多
感知模態AI大模型的智慧手
術 AI 系 統 （ 數 字 手 術 大
腦）。

劉宏斌介紹， 「數字手
術大腦」 的核心是中心和自
動化所的團隊聯合研發的在

基礎預訓練大模型的框架
下，中心研發了面向手術場
景任務的生成式大模型。通
過對手術室內人與工具感知
（視覺，語言）在術前、術
中和術後多個環節提供檢
測、提示、預警、總結的能
力，就像是 「上帝之眼」 一
樣，一直在看着整個手術的
進程，以提高手術治療品
質，降低手術風險。 「這個
是手術機械人與AI模型上的
突破。」

「下一步，中心將研究
如何將微創手術機器人與AI
手術大腦深度結合，使整個
手術過程中，機器與人的互
動更加智能高效，並通過機
器人與人的互動自主學習，
讓其像人一樣，通過積累經
驗，任務越做越好。」 劉宏
斌說。

AI大腦結合機器人
提升微創手術質素

科研新篇

▲MicroNeuro柔性微創腦手術機器人，融入了人工智能技術，已
在香港完成了國際首例人體實驗。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

劉
宏
斌
認
為
，
工
作
性
質
涉
及
情
感
和
人
際
互
動

的
崗
位
，
不
會
被
AI
取
代
。
大
公
報
記
者
林
少
權
攝

實現AI高質量發展條件
1 足量的高質量數據和算力支持AI模型訓練

最近大模型、ChatGPT很火熱，其成功離不開海量高質量數據作
為輸入以及海量算力進行模型訓練。

2 人才支持AI模型研究及應用探索

設計新的AI模型，將AI模型應用於現實生活的場景對社會產生影
響，這些都需要AI相關人才的支持。

3 政策與資源支持模型訓練、落地應用、產業配套

訓練一次ChatGPT模型需要幾千萬美元，這對於一個研究團隊甚
至一個學校來說都是難以負擔的，所以需要足夠的政策支持來聚
合資源合力發展AI。此外，需要相應的政策鼓勵AI的落地並提供
產業配套。

4 適配的法律框架

AI的發展離不開海量數據，有些數據是個人隱私數據，甚至有一
些數據涉及到了國家地區安全。所以AI發展的同時，也需要適配
的法律框架來保護數據隱私與安全。

資料來源：理大人工智能物聯網研究院院長曹建農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人工智能物聯網研究院院
長、研究生院院長、大數據分析中心實驗
室副主任、分布式及移動計算講座教授及
潘樂陶慈善基金數據科學教授

•歐洲科學院院士、IEEE院士、中國電腦學
會（CCF）院士和ACM特聘會員

•華盛頓州立大學博士
•研究分布式系統和區塊鏈、無線傳感和網
路、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移動雲和邊緣計
算。他還獲得了16項專利。

曹建農小檔案

劉宏斌小檔案

AI的應用會大大促進工業
4.0、數字化轉型的進展，透過分析
生產不同階段所產生的大量數據，
可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

名家談高質量發展 2

AI相關的法律框架部分有
待改善，在AI、Web3熱潮下，數據的
安全和隱私問題需要得到更加充
分的關注。

互動的職業和需做決策的崗位，一
定不會被AI取代。

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提高情商和
人際交往能力，增加競爭力。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
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執行副主任，中科院自動化所智能
微創醫療技術團隊負責人

•倫敦國王學院博士

•歸國前歷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醫療機器人學教授、觸覺醫療
機器人實驗室主任。自2020年加入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不
久後獲委派至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工作。
長期致力於研發經自然腔道柔性微創機器人技術，並在香

港完成國際首例微創腦室手術人體實驗，所帶領的實驗室是
國際上率先開展具有觸覺感知的柔性手術機器人研發的團隊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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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有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