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
（ISTIF）2025年香港會議全體大會上，博鰲

亞洲論壇理事長潘基文視頻致辭時表示，香港作為老牌國際商業、金融、航運和貿
易中心，正迅速崛起為國際科創中心。本屆ISTIF在港舉行，旨在通過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 和 「超級增值人」 的身份角色，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創新樞紐，以
及全球科技版圖中的關鍵參與者。

多國政要在會上呼籲，各國政府在人工智能（AI）技術發展以及創科成果共享
等方面達成共識並加強合作，以確保創新科技被用來構建包容、互助和互信的人類
命運共同體。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陸九如（文） 蔡文豪（圖）

博鰲科創論壇

潘基文提到，科技創新被視為經濟繁榮和
社會進步的根本驅動力，不僅中國在由科技創
新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進程中已獲得顯著成
效，例如DeepSeek等人工智慧大模型的出
現，以及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全球創新指
數的排名快速上升，而且香港與韓國、新加
坡、日本一起位列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經濟體
當中。總體而言，他認為，亞洲正在迅速成為
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和數字技術、無人機、
自動駕駛和人工智慧領域的領跑者，其作為全
球經濟增長主要引擎和世界工廠的角色，正通
過強大的研發投入和驚人的技術進步得到進一
步強化和鞏固。

「新興技術是一把兼具收益與風險的雙刃
劍。」 潘基文認為，科技創新必須成為推動全
人類實現更包容、公平、可持續發展和繁榮未
來的催化劑，故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強調，要透過國際、區域、國家和多方持份
者共同努力，推動全球範圍內開放、公平和包
容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建設，並加強對人工智
慧等新興技術的國際治理。

Esko Aho：
變革需全社會共同參與

芬蘭前總理兼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
新論壇大會榮譽主席Esko Aho致辭時表示，
當前國際社會正面臨一系列關乎生存的重大問
題，而科技的發展為解決當前問題提供了希
望。並強調教育在技術變革中的核心作用，呼
籲各國加強合作，共同參與。

Esko Aho表示，他24年來已多次訪港，
見證了這座城市在科學、技術與創新領域的快
速發展。他提到，芬蘭在他出生時是歐洲最貧
窮的國家之一，但通過長期致力於科學、技術
和創新，芬蘭如今已躋身高度發達國家行列，
實現了共同繁榮。他認為，這種國家戰略對
於應對當今世界的諸多挑戰具有重要借鑒意
義。

談及未來，他認為人工智能在能源、醫

療、物流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具有變革性潛力。
但關鍵在於誰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技術。
Aho認為只有賦予下一代應對未來挑戰的知識
和技能，社會才能充分利用技術進步。他呼籲
各國加強合作，調整教育體系，培養批判性思
維、創造力和適應能力。數字時代的變革需要
全社會共同參與，而非僅靠精英推動。

Danilo Türk：
科創應聚焦改善公共服務

斯洛文尼亞前總統Danilo Türk發表講
話，就如何通過政策制定實現科技的社會目標
提出建議。他指出，這一全球性議題不僅是本
次論壇的核心主題，也是當代社會亟需解決的
重要問題之一。他分享在香港期間的觀察和感
受，表示這些交流不僅深化了對科技潛力的理
解，也為全球發展挑戰的解決。

Danilo Türk提出，科技創新應聚焦於改
善公共服務，包括加強公共基礎設施、提升社
會住房質量以及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這些
技術的應用需要結合具體的國情和需求，特別
是優先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呼籲國際
社會避免 「一刀切」 的政策方法，倡導根據不
同地區的需求制定靈活的解決方案。

Don Pramudwinai：
共同制訂AI技術監管
泰 國 前 副 總 理 兼 外 交 部 長 Don

Pramudwinai在發言中高度認同中國 「科教興
國」 治國理念，又形容AI在科學技術領域中佔
據至高位置，由量子計算、大規模語言模型及
全球互聯繫統等前沿科技共同推動着AI的發
展，為人類社會帶來最大化的創新與進步。

「如何令技術更好地服務於我們，並使其
廉價及普及？」 Don Pramudwinai強調此次
論壇正處於轉折點，針對AI技術的監管需要全
球範圍的聯盟、條約與協議，又建議世界各
國、私營實體、國際組織等多方持份者共同努
力搭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合理的制衡機制。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程月清

潘基文：香港可打造成為國際創新樞紐
多國政要籲全球攜手發展AI 共建包容互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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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終審法院昨日早上舉行資
深大律師委任典禮，3位新晉資深大律師林定韻、林芷瑩及白
天賜（Timothy Parker）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席前接受
任命。張舉能表示，資深大律師須維護法治和司法公義，挺身
對抗威脅，保持專業操守並守護人人訴諸法庭的權利。

張舉能祝賀三位新晉資深大律師通過多年刻苦努力和獻身
法律事業，成就值得肯定，但同時肩負新責任。他強調資深大
律師名銜不僅是個人榮譽，更
代表社會對其訟辯造詣、法學
水平和誠信操守的認同，在普
通法傳統中需發揮領導作用。

張舉能指出，法庭指望他
們清晰以法論辯，並在庭外扶
掖後進、貢獻法律教育及維護
專業獨立。法律制度穩健取決
於執業者的素養和品格，這項
委任是對司法機構未來實力和
香港法治的投資。

張舉能期待，資深大律師
能在法治受到威脅時挺身而

出，堅定表態；在法庭內外維持至高的專業操守和誠信；並保
持關切之心，守護人人皆可訴諸法庭而不受阻撓的權利。

林定國：向外展示香港真實情況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致辭時指出，在 「一國兩制」 的框架

下，香港的普通法系統與內地的司法體系如何協同合作，以及
如何維護香港法治的形象，是司法界面臨的重要挑戰。他提

到，目前許多海外人士對香港
的法治狀況存在誤解。

林定國認為，資深大律師
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有助於向外
界展示香港的真實情況。他期
望新任命的3名資深大律師能
夠在這些方面貢獻自己的力
量。

3名新晉資深大律師白天
賜及林定韻較擅長商業法與競
爭法案件，而林芷瑩則專攻刑
事案件，經常代表控方或辯方
出庭訟辯。

3人獲委資深大律師 張舉能勉堅守司法公義 外交公署正告個別外國政客：
放棄虛偽雙標

停止干預香港法治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針對個別外國政客近日妄議特區
國安法律和干預國安案件，公然干
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外交部駐
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司法機關公平公正不容指摘
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律進

一步築牢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根
基，增強香港社會的穩定性和法治的
確定性。在香港國安法律護佑下，特
區社會秩序井然，正義得到伸張，法
治得到捍衛，市民合法權利和投資營
商環境得到更好保障。

發言人指出，有法必依、違法
必究是法治的核心要義。香港是法治
社會，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任何
違法犯罪行為必然受到法律的懲處。
特區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程序公平公正，不容指摘。

發言人強調，個別外國政客罔
顧本國有多部國安法律的事實，罔顧
自身在人權法治方面的斑斑劣跡，罔
顧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公然妄圖干預特區法治，虛偽雙標原
形畢露。我們敦促有關政客認清
事實、改弦更張，立即停止以任
何形式插手香港事務和干涉中國
內政。

「在兩天的論壇
環節中，我深刻感受
到亞洲的科技力量，
尤其是我們祖國的科
技實力。」 香港菁英
會副主席高松傑對香
港未來的創新科技發展充滿信心。高松
傑還希望能將論壇中所學到的資訊分享
給年輕人，鼓勵他們投身科技行業，共
同推動創科發展。

「得知今年博鰲亞洲論
壇在香港舉行，我便即刻報
名參加。我認為，參與這類
論壇對我們大學生來說是一
個非常好的機會，對未來的
發展大有幫助。」 樹仁大學
學生郭元俊表示，他參加本
次論壇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國
際科技發展的動態，特別是
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並探

索其與自己
所學的金融
科技專業的
關聯。

郭元俊
他認為國家
在科技創新上的大力支持，
體現了對長線投資的重視，
他希望能抓住這些契機，為
科技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深刻感受到祖國科技力量

「了解中國的創新

與發展路徑尤為關鍵，我
們必須跟上腳步」 。老撾
外交研究所東盟戰略與國
際 合 作 處 學 術 官 員
Vilayphone Inthilat前日
作為發言嘉賓參與了主題

為 「智能、綠色、包容的
未來與青年領導力」 的圓
桌會議。

「我認為香港非常
棒！」 Vilayphone透露，
這是她第一次到訪香港，
對香港的初次印象是一個

兼具現代化和美麗景觀的
「超級城市」 。

她還表示，放眼亞
洲，香港在創科發展方面
擁有獨特優勢，回到老撾
後，會鼓勵當地青年來港
尋求創科發展機會。

老撾官員：鼓勵更多青年來港發展

為科技發展貢獻力量

與會青年代表有Say

孫東：大語言模型「港話通」下半年上線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見圖）昨日在博鰲亞
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

（ISTIF）2025年香港會議回應媒體提問
時表示，香港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大語
言模型 「港話通」 力爭在下半年上線，
相關團隊正在加緊準備，具體詳情會在
之後公布。

「港話通」 支持粵語、普通話及英
文實時交互，可回答政府架構、民生數
據等問題。孫東呼籲市民屆時可以進行
對比體驗，將其與ChatGPT、DeepSeek等目前主流
模型進行比較。資料顯示， 「港話通」 設有對話及推
理系統，可識別粵語、英語、普通話。該大語言模型
包括 「港文通」 、 「港會通」 、 「港法通」 、 「港環
通」 ，分別協助用戶撰寫文件、生成會議概要、提供
香港法例及案件參考、自動生成香港環保報告。

在提及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時，孫東表示，該基金
旨在吸引社會資本共同投資香港未來產業。特區政府
將充分發揮業界力量運作基金，重點扶持高科技產業
在香港落地發展。香港在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過
程中，需要平衡短期收益項目與回報周期長的科技項

目。特區政府將通過產業基金引導資本
流向，提升市場對科技投資的動力。

促進「政產學研投」相互協作
另外，孫東在論壇致辭時表示，香

港是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樑，亦是創新
的根源。數年以來，特區政府投入巨大
努力和資源，推出一系列有力政策，鞏
固香港的科研實力，加快研發成果轉化
及推動科技產業發展，以發展一個全面
且涵蓋上、中、下游的創科生態鏈，並

促進 「政、產、學、研、投」 的相互協作，讓突破轉
化為影響力，把概念實踐為全球的解決方案。

孫東強調，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依然為國家
最國際化的城市；同時，香港擁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
大的大學，匯聚人才及企業發展理想，將有更美好的
前景。他表示，河套香港園區和新田科技城將帶來變
革，為內地及海外的創新者提供更多機遇，香港將不
但是全球研發領域的參與者，也是變革的催化劑、合
作的推動者、進步的推動者，期盼參與的人才把握機
會，相互合作，開啟新機遇。

大公報記者 李信

熱切
期待

▼

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中）、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左三）等
與新獲委任的資深大律師林定韻（右三）、林芷瑩（左二）和
白天賜（右二）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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