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報章對話AI時代：迎接挑戰，勇立潮頭
未來新聞三問 專家學者探討報業改革與發展



在迄今發行
時間最長的中文
報紙《大公報》
迎 來 123 歲 之
際，面對印刷紙

媒與AI數據流的碰撞，大公報記
者訪問新聞業知名人士、AI領域
專家，以及大學新聞系教授，探
討在演算法統治資訊的今天，傳
統報業如何繼續發展、擴大影響
力？報章從業人員應如何發揮優
勢、積極轉型？

123周年

報業轉型之路

郭一鳴：報業需藉高科技優化工作減成本

▲郭一鳴認為，報紙需
借助高科技優化後勤支
援，降低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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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123周年 銳意進取再創輝煌
【大公報訊】記者李慧妍報道：1902年

創刊的《大公報》於昨日迎來123歲生日！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慶
祝儀式，全體員工一起回顧歷史，重溫初
心，展望未來。在慶祝儀式上，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大公報社社長、香港文
匯報社社長李大宏致辭表示，《大公報》123
年的歷史沉澱和輝煌成就令人驕傲，他希望
全體員工立足新起點，迎接新挑戰，銳意創
新發展，再創輝煌。

李大宏表示，123這個數字承載着
《大公報》百年的風雨與輝煌。他引述習近平
總書記致《大公報》120周年賀信中的殷切囑
託，表示一代代大公報人始終秉持 「忘己之
為大，無私之謂公」 的宗旨，立言為公，文章
報國，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
作用。進入新時代，《大公報》正書寫着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以及香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全體大文集團的同仁都是歷史的見證者、記
錄者、參與者和貢獻者，大家都與有榮焉。

李大宏強調，123這個數字象徵着新的起
點，是再出發的口令，紀念歷史最好的方式就是
創造新的歷史。在新的征程上，儘管面臨諸多困
難和挑戰，但《大公報》一路走來，正是在克服

各種困難中前進。他指出，當前的《大公報》和
大文集團正迎來歷史上最好的機遇，大家完全有
信心、有能力創造出無愧於先輩和後人的業績。

天津舊址改建「大公報社歷史陳列館」
《大公報》於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創

刊，是全世界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
慶祝儀式上還傳來另一個喜訊，《大公報》天
津館舊址將改建為 「大公報社歷史陳列
館」 ，以更好地存續並彰顯《大公報》的歷
史文化，傳承和弘揚《大公報》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的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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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創科項目獲「產學研1＋」次輪資助 科大七項目獲資助 高校稱冠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在創新

科技署推出的 「產學研1＋計劃」 第
二輪撥款中表現卓越，成為本地大

學中獲批項目最多的院校，共有七個研究項目獲
批資助。是次科大獲批的項目涵蓋健康與醫療科
學、人工智能（AI）及機械人、先進製造和電機
及電子工程等多個領域。而香港中文大學（中
大）在第二輪 「產學研1＋計劃」 中，有六個項
目獲得資助，在計劃的兩輪資助中，中大獲得的
資助項目數量位居香港院校之首。

科大副校長（研究及發展）鄭光廷表示，十
分榮幸在新一輪資助中，科大成為獲撥款項目最
多的大學，這是對科大卓越的研究及知識轉移能

力方面的肯定。特區政府大力支持創新科技發
展，激發學界更積極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對社會具
影響力的技術，連同 「產學研1＋計劃」 在內，這
些新的資源不僅可幫助學者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也鼓勵更多科大成員進行跨領域協作，推動創新
研究，開創造福社會的解決方案。

中大副校長（研究）岑美霞教授表示，衷心
感謝創新科技署對中大科研項目的鼎力支持，並
為研究團隊在第二輪 「產學研1＋計劃」 中取得
資助感到十分鼓舞。這些項目充分體現中大致力
將卓越科研轉化為實際應用，不僅造福本地及全
球社群，更助力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 大公報記者 華英明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創新科技署昨
日（17日）公布第二批25個獲產學研1＋計劃督導
委員會建議資助的項目，總資助金額超過10億元。

第二批25個項目涵蓋多個創科範疇，項目涵蓋
健康及醫藥科學、新材料與新能源、人工智能與機械
人、電機及電子工程、先進製造、中醫藥，以及計算
機科學／資訊科技，充分展現本港科研實力和多元發
展的創科生態圈。其中7個來自科技大學、6個來自中
文大學，城市大學及理工大學各有4個，3個來自香港
大學，以及1個浸會大學的項目。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歡迎第二批獲產學
研1＋計劃支持的項目。他表示，成功批出第二批項
目標誌着政府繼續全力推動本地科研成果商品化的

決心；計劃促進政、產、學、研高效協作，為本港
創科發展注入新動力，有助加快建設香港成為國際
創科中心。

創新科技署將繼續與大學和業界緊密合作，
以期順利推展產學研1＋計劃支持的項目，並期望
計劃孕育更多具潛力的創科項目和初創企業，進
一步推動香港的高質量發展。

獲撥款100億元的 「產學研1＋計劃」 在2023年
正式推出，以配對形式資助不少於100支來自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有潛質成為成功初創企
業的研發團隊。每個獲批項目可獲1000萬元至一億
元不等的資助。創新科技署於去年5月公布首批獲計
劃支持的24個項目，資助金額總值超過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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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文表示，靈活運
用新媒體的媒體，更容
易吸引新人入行。

李家文：新媒體新技術 更易吸引新人

報紙的未來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報館的業務和管理文化要如何
調整，才能與人才達成雙贏局面？

「除了一支鋼筆，Z世代還需要一支話筒。」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專業應用副教授李家文談及人才

培養時頗有感觸。她指時下年輕人與以往年輕人不同，有着豐富的
信息資源以及更多的就業選擇， 「很多傳媒機構為了吸引年輕人入
行，給年輕人比以往更多的機會，讓願意做事情的年輕人有成就感
和滿足感。」 她指出，這些機會包括採訪、接觸不同業務板塊、升
職機會等。 「比如不僅讓新人寫文字稿，還會邀請他們拍片，給他
們更多選擇。」 她說： 「年輕人常看社交媒體（如IG、Facebook、
小紅書），更習慣用短視頻、圖片表達新聞故事。單純的文字媒體
可能難以吸引他們，所以靈活運用新媒體的媒體，更容易吸引新
人。」

不過，她亦補充，喜歡寫文字的人才
在當下及未來並不會消失，如果跳出新聞
系，放眼中文系、社會學系，甚至哲學系
等領域物色人才，相信亦能有不錯的收
穫。當然，她續指，未來各行各業的人才
需求，都會朝着複合型人才的路向轉變。

讓願意做事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
吸引人才入行，亦要留住原本在業內

的人才。 「我最近擔任報業公會評審，看
到年輕人獲獎時很開心。雖然紙媒的讀者量可能不如從前，但專業
認可帶來的成就感是獨特的。現在平台很多，個人賬號可能有幾萬
粉絲，但能得到行業和學者的肯定，意義不同。」 李家文表示，以
前的人需要靠工作謀生，現在的年輕人，更看重在工作中找到興趣
和成就感。

人才進化之路

▲《大公報》天津舊址將改建為 「大公報社歷史陳列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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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共生之辯

▲尚海龍表示，AI不會
淘汰記者，但善用AI的
記者將淘汰同行。

香港街頭仍有八、九份日報在售賣，有些仍有盈
利，誰說報紙已死？

報紙作為新聞的載體，流傳了數百年；但在21世
紀的自媒體和AI的衝擊之下，報紙會否迎來終章？有豐
富香港報業工作經驗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
鳴表示，從香港報章銷量數據來看，目前香港八、九份
日報中，有些仍有盈利，說 「報紙已死」 為時過早；而
像《大公報》能屹立百年不倒，因其在抗戰勝利、新中
國成立、香港回歸及由亂及治等關鍵歷史時刻，發揮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滿足了不同時代的讀者需求。

他認為，新聞的生命在於真實，而非AI營造的 「逼
真」 ，而傳播的真實性則需要真實的媒體的堅守。 「AI
雖然可能比人類知道的二手知識要多，但它還不能像人
類一樣去到新聞現場，去獲取第一手的獨家資料。」

AI不能像人那樣去到新聞現場
不過，他亦指出，當下報業面臨的挑戰之一是經

營成本過高，以及廣告收入萎縮。他認為，報紙需借助
AI等高科技優化資料檢索、後勤支援，降低租金和人工
成本，同時保持內容的專業性和深度。 「全球媒體仍在
探索轉型模式，部分西方媒體通過融媒體和AI應用實現
盈利，但尚未形成可複製的成熟路徑，需持續探索。」

AI不會淘汰記者，但不懂善用AI的記者會
否被淘汰？

AI的出現引起千行百業變革，包括職業
的替代、新的倫理問題等等。香港人工智能企
業商湯科技顧問、立法會議員尚海龍認為，未
來的人與機，一定是協同發展，而非簡單的此
消彼長。

他表示，AI不能代替記者，但記者必須自
我轉型，以適應AI時代的到來。 「記者或編
輯，對於初級的、簡單記錄和重複勞動的崗
位，AI很容易做得比人更快；但對於更高階、
更有深度的崗位就更需要人類。」 這就包括：
善用AI去工作、保持AI無法替代的特質（例如
與受訪者的真實情感交流），以及監督AI完善
新聞採、寫、編時可能產生的倫理道德問題。

「在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背景下，未
來很多勞動力需要AI（包括機器人）來補充，
所以這反而是一個機遇。但機遇和挑戰並存，
尤其是倫理和意識形態方面，需要更嚴謹的監
管和倫理規範，學術界稱之為 『AI治理』
（AI governance）。」

AI治理工作任重道遠。去年年底，美國
便迎來AI誕生以來的第一單新聞業官司：美國
《紐約時報》指控OpenAI和微軟侵犯其著作
權，認為這些AI工具複製並使用了數百萬篇受
著作權保護的文章，且未經授權或付費。

完善技術配置防止侵權
尚海龍觀察到，不少新聞機構面臨兩難

局面：為了擴大影響力，必須將內容上網；但
上網後難以追蹤侵權行為─內容可能被多
次轉載，難以追溯源頭。 「因此，新聞業可能

需要更好的版權保護技術，如區塊鏈。」 他指出，如
果新聞從業者能聯合起來，統一開發相關新技術（如
電子浮水印），那麼即使內容被複製傳播，也能追溯
源頭。另外，他認為新聞業也要完善技術配置，例如
防爬蟲設置、內容加密，通
過技術限制內容轉載，完善
有關侵權的治理工作。

「像是2000年前後，網
絡時代來臨，中國亦出現綜
合網站，網站上包含新聞在
內的眾多資訊。這種模式在
當時都有和新聞行業發生分
歧，最後的解決方案是綜合
網 站 付 費 給 相 關 新 聞 媒
體。」 尚海龍說： 「所以我
相信總會有解決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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