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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小小的二維碼可以成為連
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樑。目前，物聯網技術

在廣東乃至整個大灣區產業的滲透率達到40%，催
生出更多數字化新場景、新應用，成為發展新質生
產力的先進技術之一。香港憑藉其國際化的物聯網
技術背景，充當工業 「超級聯繫人」 ，助力打通內
地和國際兩套標準，實現工業產品 「一次掃碼，全

球通行」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總工程師及首席顧問孫國江認為，香港物聯
網應用新思維和商機活躍，大灣區珠三角城市製造業應用場景豐富，粵港
可構建豐富的灣區跨境物聯網生態，提升灣區物聯網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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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編碼技術 助中國製造物聯全球
工業超級聯繫人打通海內外兩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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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內地科技創
新人才奔向香港尋求創業機

會已成為一股熱潮。在香港數碼港，經常能見到
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圍坐一起，在咖啡香中討論
行業前沿動態。香港初創企業、路邦科技有限公
司聯合創始人麥騫譽分享道： 「大灣區的產業配
套為我們提供了無限可能，沒有它，許多項目都
難以實現。」 如今，他已在灣區多個城市設立分
公司，見證了項目的飛速發展。

麥騫譽表示，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群共同構
成的科研高地，對全球人才都有着難以抗拒的吸

引力，尤其是基礎科研實力雄厚的香港，高
端人才出路廣闊。 「交通便利、創

新氛圍濃厚、政策優惠、營商環境優越……」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高松傑更是如數家珍地列舉了
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

同樣，人力資源企業也敏銳地捕捉
到了這一機遇。香港匯智人力資源有限公
司的陳志毓表示，他們公司已在香港
設置了大灣區人才驛站，提供政策
諮詢、就業指導、創業融資、
項目申請、手續辦理等服
務，幫助人才在香港
充分了解大灣
區的發展機
會。

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物聯網連
接量已超過66億個，預計未來5年複合
增長率約16.4%。香港特區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胡曄表示，在香港，業界、學術及
科研機構在不同領域上，致力為物聯
網的技術應用開創新的發展局面。全
港各區已安裝超過450個基站，透過各
種智能感應器，助力智慧城市的發展
和管理。 「 『粵港信息化合作專責小
組』 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就是運用
物聯網結合人工智能和5G技術，促進
大灣區車聯網及自動駕駛技術的發
展。」

研產品「身份證」 全鏈路可溯源
如今，在香港物聯網技術的支持

下，金山電子惠州工廠的自動化流程
已成為行業標桿。在這個12萬平方尺
的工廠內，跨倉庫樓層的機器人忙碌
地穿梭，派送物料。廠房內，光潔的
地面上用黃色膠帶劃出不同的通道，
一輛輛自動搬運車在一旁待命，一旦
接收到指令，它們便沿着預定線路，
精準往返於指定區域。據了解，該項
目還在今年獲得了粵港物聯網大賽應
用獎項。

在鄰近深中通道的中山鏵禧電子
科技有限公司，數字化轉型亦如火如
荼地進行着。車間內，一個個屏幕實
時記錄產品生產情況。每個產品都有
條碼，相當於產品的 「身份證」 ，關
鍵檢測工序掃描條碼之後，相應的標
準就會從後台下發，進行自動檢測判
斷。在這裏，從來料到終端的全鏈路
質量溯源體系，每一個環節都被精心
監控和管理。

「這些信息，最終實現一個二維
碼，即可同時在內地和海外打開，查
詢同樣的資訊。」 孫國江指出，該企
業與香港貨品編碼協會攜手合作，通
過共建 「粵港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服
務平台」 ，打通海外和內地工業互聯
網標識標準體系，實現一個二維碼在

全球範圍內的信息互通。
孫國江解釋稱，目前海外通用

GS1國際標識標準體系，而內地則採
用工業互聯網標識標準體系。 「為此
中間需要搭一條線打通兩套標準的，
讓兩地工業產品互聯互通，增強兼容
性，實現跨境追溯信息。香港的國際
化優勢正好可以充當搭線的橋樑。」
他表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在工業物
聯網數據的互聯互通，將有望成為
「中國製造」 世界通行的一張 「身份
證」 ，打通內地和國際兩套標準，提
升 「中國製造」 的國際認可度。

粵港攜手 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
「香港的優勢是研發能力和產品

設計等，大量生產則可以結合大灣區
內地城市強大的產業鏈、廣闊的空
間。」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內地業務首
席執行官黎少斌表示，過去10年間，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在大灣區推動
1200多個智能化項目，其中約七成項
目在東莞和深圳等內地城市落地。要
進一步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香港與
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協同合作不
可或缺。

黎少斌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正銳
意推進新型工業化，並已推出一系列
支持措施。 「加上香港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香港必將吸
引更多海內外科技領軍企業和初創公
司將智能生產線落戶香港。這將助力
大灣區製造業邁向更高端化的發
展。」

物聯網是新
一代信息技術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形成新質生產力
的重要陣地。其以感知技術和網絡
通信技術為主要手段，實現人、
機、物的泛在連接，提供信息感
知、信息傳輸、信息處理等服務的
基礎設施。雖然國內外學術界和工
業界對於物聯網沒有統一的定義，
但經過近十年探索普遍認為，物聯

網是一種將各類計算設備、機械感
測器等具有感知物理世界能力的物
體相互關聯的系統，通過網絡傳輸
數據，進而存儲數據並對數據進行
分析挖掘以形成知識和決策，服務
於各個行業領域應用。隨着數字經
濟和實體經濟走向深度融合，萬物
互聯需求不斷激發，物聯網發展態
勢強勁。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中國物聯網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第一財經

港基礎科研實力強 高端人才出路廣
機遇無限

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

創新熱潮中，一家名為 「雲碼智
能」 的香港初創企業在廣東江門嶄
露頭角。該企業憑藉其自主研發的
物聯網產品 「雲碼盒子」 和 「雲碼
手環」 ，已應用至眾多場景。港青
創業者譚國振表示，物聯網在內地
應用潛力巨大。目前， 「雲碼智
能」 已成功將煤礦數字化管理系統
項目拓展至山西、內蒙古等地，實
現了裝載量實時檢測、作業數據自
動採集等多項智能服務。

在 「雲碼智能」 辦公室內，團
隊成員們正在不斷進行着技術攻關
和產品優化。 「 『雲碼盒子』 是我
們團隊自主研發的掃碼收款產品，

它集成了高性能處理芯片，讀碼速
度快、穩定性高，支持多種支付方
式，幫助小微企業提升收款的效
率。」 據譚國振介紹，雲碼智能還
推出了面向個人用戶的 「雲碼手
環」 。 「不僅具有運動健康監測、
城市交通卡等功能，還支持銀聯雲
閃付，助用戶輕鬆完成支付。」

雖然現在已經打開了市場，但
譚國振坦言，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
順，幸好大灣區內地城市重視物聯
網的發展，公司得到了政府和社會
各界的幫助。 「物聯網初創企
業的崛起，亦展示了
粵港澳大灣區在
物聯網領域的創
新實力。」

隨着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邁入

五周年，香港在推動區域合作、聯通
全球科研資源方面的積極貢獻愈發顯
著。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
錦輝表示，香港正以其獨特的國際視
野和豐富經驗，助力大灣區成為國家
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創新離不開科
研的支撐，在大灣區，特別是香港、
澳門、深圳、廣州四大中心城市之
間，已形成默契協作模式。 「這一模
式從香港的科研出發，經過深圳、東
莞等地成果轉化，最終實現量產，並
面向整個大灣區市場進行推廣。」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並非局限於
香港，應從宏觀角度看待整個大灣區
的一體化進程，香港作為其中的重要

一環，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黃
錦輝認為，香港和內地未來在創科領
域有廣闊的優勢互補合作空間。 「香
港可進行 『從0到1』 的科研突破，接
下來的科技創新轉化適宜在內地進
行。一旦試出可量產的產業成果，則
可通過香港 『出海』 ，在全球進行推
銷，而香港的創科金融業亦可為之服
務。」

「未來大灣區物聯網的發展將不
僅局限於跨境數據流動和互認，更聚
焦於AI與物聯網的深度融合。」 廣東
省數字廣東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鷹表
示，這一趨勢不僅將提升大灣區物聯
網產業的整體競爭力，促進大灣區新
質生產力的發展，也將為 「中國製
造」 在全球市場上樹立新的標桿。

數碼科技
「偏遠地區遠足人士的定

位追蹤系統」
利用手機的衛星導航系統配合流
動物聯網數據傳輸裝置、手機應
用程序及綜合管理平台，以追蹤
遠足人士位置及警報服務。
研發單位：

香港機電工程署

交通運輸
「機場跑道積水情況估

算」
為香港國際機場創造出嶄新算
法，用以估算跑道上的積水情
況，有助飛行員評估跑道起降性
能，降低飛機滑出跑道的風
險。

研發單位：
香港天文台

智慧出行
App1933：一站式數碼

連接巴士服務
該手機程序可以讓用戶隨時隨
地掌握巴士到站時間及路線信
息。
研發單位：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智能製造
金山電子惠州工廠
智慧物流系統
創建獨特的智能製造

物流解決方案，使用標準設備時
進行定製化改造，滿足獨特的
工廠要求。
研發單位：金山電子（香

港）有限公司

港科研粵轉化 灣區協作新模式
專家見解

港青北上進軍物聯網
兩款雲產品打開局面

市場廣闊

話你知

發展物聯網 邁步萬物互聯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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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數博會展出城市軌道交通軌行機械裝備沙
盤。 中新社

▲在香港物聯網技術支持下，金山電
子惠州工廠的自動化流程已成行業標
桿。圖為車間生產線。

▲在2023世界物聯網博覽會上，活動現場展出的智能機器人工作站吸引參觀者駐足了解。 新華社

▼

香
港
貨
品
編
碼
協
會
總
工
程
師

及
首
席
顧
問
孫
國
江
。

大
公
報
記
者
盧
靜
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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