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展服務的
復康中心

•麥理浩復康
院

•九龍醫院
•大埔醫院

治療安排
•一般療程包含20次訓
練，每次訓練約1小時

•每周一次，視乎成效調
整訓練次數

•由已培訓的物理治療師
操作

掃一掃 有片睇

當地時間17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代表行政長官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後見記者時表示，在過去兩天會議中與
國家主席習近平有短暫交談，習主席非
常關心香港，並藉此機會了解了香港的
經濟和社會情況。

談到自己此次訪美的三個目標，陳
茂波表示包括在會上介紹香港新機遇和
優勢；與不同國家或地區領導人會面，
廣交朋友；以及探訪企業、招商引資和
吸引人才，均達到預期效果。

陳茂波： 主席非常關心香港發展
代表行政長官出席APEC會議 期間與習主席短暫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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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特區政府積極拚經濟
改善民生，在搶企業和
搶人才方面成效顯著。

▲陳茂波表示，此次美國
之行廣交朋友，探訪企
業、招商引資和吸引人才
均達到預期效果。

APEC宣言 利港經濟復甦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第三十次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上，通過了
發表 「金門海峽共同宣
言」 ，重申亞太經合組織
決心提供一個自由、開
放、公平、透明、包容和

可預測的貿易和投資環境，以及創造一個有
韌性和可持續的未來。

近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由於自
身問題無法解決，導致保護主義抬頭，放棄
多年來國與國之間分工、謀求共同發展的理
念，試圖以 「脫鈎斷鏈」 實現自身發展，國

際間貿易及生產鏈遭受破壞的同時，其實也
是損人不利己。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發表的 「金門海峽共
同宣言」 ，讓外間看到與會領導人都認為世
界經濟不可能 「脫鈎斷鏈」 ，地緣經濟碎片
化百害而無一利。在當前國際經貿大氣候
下，香港作為開放型經濟體，只要國際間經
貿活動回歸常態，香港將是 「金門海峽共同
宣言」 受惠者。

然而西方政客中仍有不少人持 「脫鈎斷
鏈」 思維， 「金門海峽共同宣言」 是一個好
開始，前面仍是荊棘滿途，香港要抓住這個
機會，盡快與國際有關方接觸洽談。

蔡樹文
透視鏡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道：
嚴重脊癱病人的復康路漫長，醫院管
理局早前引入 「外骨骼機械腳」 ，幫
助脊椎受傷患者的先導計劃，去年9月
起轉為恆常服務，截至今年9月已經服
務約2295人次，逾八成患者的身體機
能有改善。 「外骨骼機械腳」 現時在
麥理浩復康院、九龍醫院、大埔醫院
的脊椎受傷復康中心提供服務。

一年服務3000人次
「初時從床上起來需要有人幫

助，而經過 『機械腳』 訓練，可以自
己下床和簡單走動。」 61歲的李女士
在去年三月初因脊椎有膿瘡，導致雙
腳癱瘓，接受手術和留醫療養後，四
月初轉介到麥理浩復康院，接受外骨
骼機械腳康復治療。首次治療時，在
「機械腳」 輔助下走動167步，治療約
一個月後，走動步數為原先的三倍，
並可使用助行架自行下樓，簡單走
動， 「若通過傳統
的外支架，恢復到
現在的狀況，可能
要數年以上， 『機
械腳』 把過程縮短
至個多月」 。

瑪麗醫院矯形

及創傷外科顧問醫生高日藍表示，
「機械腳」 有別於傳統的外支架，可
讓患者在治療初期便接受進階訓練，
增強行動力恢復，把握頭三個月黃金
期加快治療進度，而且提高病人的參
與度，避免康復後步態不自然，提高
臨床成效。服務恆常化後，每年可提
供3000個服務人次。

麥理浩復康院物理治療部部門經
理黃志筠表示，傳統理療或需至少兩
位理療師和一位輔助工作人員，而
「機械腳」 治療只需一位理療師和輔
助工作人員。

醫管局表示，明年全面評估接受
「機械腳」 治療患者康復成果，研究
進一步擴展服務。目前專職醫療診所
首次診症收費135元，其後每次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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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教父：推動人工智能邁向人類智能
隨着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發展，AI

工具得到廣泛運用。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與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院士聯盟）昨日攜手舉辦科學盛會
「2023人工智能新視野：科學領袖研

討會」 ，圖靈獎得主楊立昆首次於香
港發表演說，提出AI要突破瓶頸，推動人工智能邁向
人類智能。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要讓人
工智能的潛能令社會廣泛受惠，需要官產學研以及各
行各業共同努力。

據悉，研討會是院士聯盟在2021年成立後的首個
大型學術會議，其中被媒體譽為 「AI教父」 的圖靈獎
得主、Meta副總裁兼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教授
（Yann LeCun），就打造目標驅動性人工智能發表
主題演講。這也是楊立昆首次在香港發表演說，他分
享了自己對AI大語言模型的最新看法，提出AI要突破
現有瓶頸，應讓機器以自我監督的方式學習世界模
型，並使用這些模型進行預測、推理和規劃，推動人
工智能邁向人類智能。

楊立昆亦與科大校董會主席沈向洋、科大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CAiRE)主任兼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講座
教授馮雁共同進行 「爐邊談話」 ，對現時掌握絕大部
分大數據資訊的業界，應當如何與學術人員合作推展
研究等議題，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見解。

此外，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及香港八間政
府資助大學的代表，在研討會中介紹並展示了他們在
人工智能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

孫東：官產學研社會廣泛受惠
孫東在致辭時表示，只有官產學研以及各行各業

共同努力，方可以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潛能，達致社
會廣泛受惠。孫東續指，香港具有發展成為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的各項獨特優勢，政府制訂了一系列有利措
施，引領香港全力邁向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院士聯盟理事會主席及科大校長葉玉如表示，本
次研討會吸引了本地及海內外人工智能領域專家及學
者，期待未來能搭建更多合作和交流平台，共同推動
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的持續
發展。

大公報記者魏溶

創科路上

【大公報訊】記者魏溶報道：新一份施政報告提
出多項 「搶人才、留人才」 措施，包括增加 「高端人
才通行證計劃」 符合資格的大學，至10月底 「高才
通」 接獲約5.5萬宗申請，已批出逾4.3萬宗。香港科技
園公司與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於昨日合辦創科高
才招聘會，超過200名來自合資格大學的高才參加，即
場與約40間園區公司配對。

招聘會亦有數千名高才於線上參加，約40間園區
公司提供200多個不同領域的職位，涵蓋微電子、人工
智能及數據、生物醫藥科技等政府重點發展創科領域。

畢業於清華大學、從事科技行業工作7年，並透過
高才通B類獲得身份證的高才周洲表示，中國將往國際
化方向發展，香港在這方面更有優勢，毅然決定來
港。他目前仍在尋找合適工作，認為最大的困難是語
言障礙。

而來自華中科大的唐瑋，已透過高才通C類在園區
獲得機械人研究工作。他認為專才計劃申請便捷，僅
兩周便獲批來港，雖然語言上仍需適應，但本地人很

友善，在他問路和諮詢事情時，對方都會用普通話解
答。

舉辦多項活動助融入香港
科技園行政總裁黃克強表示，現時本港科研人才

短缺，科技園經常有超過一千個職位空缺，最需要的
是研發人員等人才。同時，科技園公司亦宣布試行全
新的 「國際創科人才領航計劃」 ，向符合資格園區公
司提供支援，以鼓勵他們招聘國際創科人才；科技園
也會為高才舉辦文化體驗活動、廣東話工作坊等，讓
他們盡快融入香港的生活，提高留港發展的機會。

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會長尚海龍表示，
自 「高才通」 計劃推出後，已接獲5.5萬個申請，超過
4.3萬宗已經獲批，顯示各界反應熱烈，吸引眾多高才
來提升香港經濟發展可持續性。

此外，科技園將於本月26日，與約20間園區公司
前往深圳參加 「深港融合人才專場招聘會」 ，向逾
3000名大灣區的大學畢業生推廣本港創科發展前景。

科技園招聘會 即場吸納創科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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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人工智能
新視野：科學領袖研討
會」 昨日舉行，圖靈獎
得主楊立昆（前排左
五）提出要推動人工智
能邁向人類智能。

外骨骼機械腳知多啲

*在公立醫院完成手術及急症治療的患者，接受醫療團隊評估合資格後，按服務
網絡轉介。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優點
•改善臨床成效
•提升機能及獨立能力
•治療初期輔助行走，增強
患者康復及行動力

•促進持續康復
•協助住院患者過渡社區

積極搶企業搶人才
陳茂波在過去兩天會議中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有

互動和談話，陳茂波表示，自己向習主席介紹了新
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將拚經濟、改善民生作為主
要工作，尤其是在 「搶企業」 、 「搶人才」 方面採
取了積極有為的政策措施。在匯報中，他特別提及
特區的招商引資工作，並表示引入的公司業務均與
創科發展有關，包括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醫療和生
物科技、金融科技，以及先進製造業、新能源、新
材料等，而這些都是特區政府希望重點發展的範
疇。陳茂波強調，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會繼續
努力，以符合以創新驅動經濟多元發展的理念。

陳茂波又說，從特區政府過去舉辦的一些活動

和其龐大的參加人數，都可以看到中國市場的龐
大，而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分子，大灣區是國家重
點的發展戰略，機遇也非常大，很多外商因為大灣
區的潛力及優勢，都對來港發展很感興趣。習主席
在過程中很仔細聆聽匯報，亦了解了特區政府的工
作。

陳茂波還表示，在APEC財長會議期間，與會
者較關注全球經濟形勢，預料明年全球經濟增長會
較今年慢，下行風險較高，特別是有經濟體在疫情
期間，花了不少資源抗疫，亦有經濟體過去幾年均
錄得財赤，需要重建財政空間，令金融和經濟體系

更富韌性，抵禦意想不到或未能遇見的衝擊。他表
示，各經濟體均有共識，感到要迫切發展經濟，並
關心氣候變化。而他在會上介紹了香港是綠色金融
和科技中心，以及特區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目標。

昨日舉行的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上，集中討論了加強區內的聯通和相互合作，以及
提升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和韌性。陳茂波在會上表
示，全球經濟面臨多重挑戰、高利率可能會維持一
段較長時間，因此着力發展經濟、重建財政空間、
加強銀行和金融系統的緩衝和韌性等，對有效應對
未知的風險十分重要。地緣經濟碎片化是區域以至

全球發展的絆腳石，經濟體應該共同努力，維持和
優化相互投資和貿易的環境。

深化數字經濟合作
陳茂波強調，創新和數字經濟是促進繁榮和發

展的重要引擎，各經濟體應共同致力實現數字化轉
型；而香港也推出了多項措施，助力電子支付和中
小企業電子商貿更蓬勃發展。他期望亞太經合組織
繼續深化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合作，並支持世界貿易
組織在推進數字貿易方面取得更多具體實際的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