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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大學昨日宣
布，再獲李嘉誠基金會捐款550萬元，開展第三階段
人工智能（AI）素養課程，以培訓老師、家長和中小
企人員使用人工智能進行教學，以及提升工作效率，
費用全免，預計惠及逾800人。課程為期10星期，共
60小時，其中有6星期需要到教大上課，課堂除了會
介紹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基本概念外，學員會掌握
到如何設定合適的問題指令、有效運用AI生成工具
提供的資訊。

月內可報名 先到先得
教大於今年8月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及數碼能力教

育中心」負責推動上述課程，學習形式包括面授課
堂、自主學習、匯報等環節。
此外，課程會因應不同對象而各有重點，例如中小
企人員可學習到如何以人工智能準備會議紀錄；高中
學生會學習用人工智能輔助自主學習。教師和家長的
課程、中小企人員課程和高中學生課程，將分別於明
年1月、4月、5月至7月開班。據了解，公開課程將
於本月內開始報名，名額先到先得，詳情可瀏覽網
頁：https://www.aidcec.eduhk.hk/。
教大人工智能及數碼能力教育中心總監江紹祥表
示，現在透過向人工智能提問很快就有答案，而在職
場上，僱員能否運用自身的策略多問兩三個角度，再
自行綜合整理，讓老闆明白現在的工作質量較以前優
勝，才是突圍而出的關鍵，而且各行各業都應該善用
人工智能，以提升工作的效果。在教育層面，他指AI
生成工具可提升教學效能，亦可縮窄學生的學習差
異，並培訓學生獨立思考。

李嘉誠：蓄發創新是求存立足未來力量
李嘉誠基金會自2020年起，撥出超過1,000萬元資
助課程，李嘉誠認為，蓄發創新是求存立足未來的力
量，很高興教大在三年前切實推行人工智能素養課
程，堅持推動AI普及認知教育，AI是未來不可或缺
的關鍵科技，如今把課程擴展至中小企行政人員，培
訓在職人士掌握和應用AI的能力，更為迫切。

教大推免費AI課程
師長中小企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
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今年7月至9月經
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2.8%，與今年6月
至8月的數字相同。就業不足率在該兩段期
間亦保持不變，維持於1.0%的水平。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與消費和旅遊
相關活動的持續增長將會繼續支持勞工市
場。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今年7月至9月的

臨時數字，與今年6月至8月比較，在今年
7月至9月期間，各行業的失業率（不經季
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率變動不一，但幅
度普遍不大。
最新的總就業人數由今年6月至 8月的

3,714,500 人，上升至今年 7 月至 9 月的
3,720,300人，增加約5,800人。同期的總勞
動人口亦由 3,826,600 人上升至 3,834,300
人，增加約7,700人。
失業人數（不經季節性調整）由今年6月

至8月的112,100人上升至今年7月至9月的
114,000人，增加約1,900人。同期的就業不
足人數則由38,900人下跌至37,900人，減
少約1,000人。
孫玉菡在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今
年7月至9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維持在
2.8%的低水平，與今年6月至8月相同。就
業不足率亦維持在1.0%不變。勞動人口及
總就業人數均進一步上升，分別增加7,700
人和 5,800 人至 3,834,300 人和 3,720,300
人。失業人數保持在114,000人的低水平。
今年7月至9月，各個行業的失業率普遍

維持在低水平，與上一個三個月期間比較
大多只有輕微變動。
勞工處在今年7月至 9月平均每月錄得
101,420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缺，按年下跌

8.2%，較今年6月至8月的平均數字下跌3.6%。下月
8日及9日，勞工處將於深水埗西九龍中心舉辦「職
場新機遇招聘會」，將有超過40個僱主參與，提供
大量職位空缺。
同日，社會福利署發表最新的領取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個案數字。9 月底領取綜援的個案總數為
201,977宗，受助總人數為276,591。9月份整體領取
綜援的個案較 8 月份下跌 1,283 宗，按月跌幅為
0.6%。
就個案類別分析，低收入類別個案的按月跌幅為
2.2%，有 1,658 宗。單親類別個案下跌 1.5%，有
21,126宗。失業類別個案下跌0.9%，有17,473宗。
年老類別個案下跌0.5%，有112,996宗。永久性殘疾
類別個案下跌0.3%，有17,204宗。健康欠佳類別個
案輕微下跌0.2%，有27,583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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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在多個地區舉行選舉誓師大會。
民建聯離島區支部的郭慧文、劉舜婷兩人

報名參加離島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民建聯離
島支部主席王舜義等到場支持。

做好溝通橋樑 共建和諧社區
郭慧文表示，自己多年來一直為地區服務，
擔當市民和政府溝通的橋樑，希望推動多間醫
院增加專科門診，她亦關注公屋老化問題，並
表示會多些關心長者，組織更多地區活動，帶
領社區居民共建和諧社區。
劉舜婷表示，自己在南丫島服務超過26年，
非常熟悉地區情況，她認為團隊「貼地」和幹
實事，不怕辛苦，會繼續努力為離島區服務。
民建聯的司徒駿軒昨日則報名參選元朗地區
委員會界別，前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民建聯元
朗支部主席、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呂
堅，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元朗市分區委會主席
蕭浪鳴及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主席李月民出席
打氣支持。司徒駿軒表示，自己在地區服務多
年，讀書和成長都在元朗區，今次以「攜手邁
駿、躍動元朗」為選舉口號，呼應了元朗未來
的發展規劃，指該區有很多潛在的發展空間，
他承諾在當選後，會做好橋樑角色，為政府建
言獻策，令到元朗、天水圍、鄉郊一同發展之
餘，亦做到城鄉共融。
同日報名參選元朗地區委員會界別的還有港
九勞工社團聯會的譚金蓮。她以「活力元朗 優
質就業 多元天水圍 宜居宜業創新城」為競選主
題，她表示，自己積極關注地區交通、旅遊及
文化方面的議題，希望透過爭取改善交通網絡
的靈活性，推動鄉村節慶歷史文化深度遊等，
展開相關基建，使元朗及天水圍成為具發展活
力，宜居宜業的標誌性創新城市。
自稱「香港90後玄學家」的謝敏婷及有物業

管理專業資格的林淑芳昨日在立法會議員江玉
歡陪同下，到九龍城民政事務處遞交報名表
格，報名參加區議會選舉，分別角逐九龍城南
及九龍城北選區。
謝敏婷發表政綱稱，自己會主力集中青年未
來、重視培育幼兒成長和家庭發展等方面議
題，期望未來當選後會主動聆聽居民訴求，並
把居民聲音帶入議會及主動與政府部門溝通，
成為市民與政府之間橋樑，改善居民各方面生
活，為香港帶來新局面。
林淑芳則關注房屋問題。她表示，九龍城區
土瓜灣一帶面對舊區樓宇結構危機、「三無大

廈」和圍標等問題，嚴重影響居民生活，期望
以個人專業進入議會，集中處理區內房屋事
務，並提供更多房屋管理專業知識予居民，為
九龍城北的居民爭取更多房屋福利。

要基層弱勢活得有尊嚴
許民楓昨日在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高松傑的陪

同下，報名參選觀塘西選區。許民楓認為，香
港的核心價值是香港人可以有尊嚴地生活，但
許多市民居住在無立錐之地的板間房，長者老
無所靠等等，他希望幫助弱勢市民過上正常生
活，為民生大小事出一分力。

政綱聚焦民生 改善地區生活
區選提名第三天共接64份表格 多位參選人誓師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進入第三天，各區

選舉主任共接獲64份提名表格，其中46

人報名參加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18人

參加地方選區選舉。多位參選人昨日在

報名前舉行誓師大會，不少政界人士、

市民及義工到場為他們打氣助威。參選

人提出的政綱普遍聚焦市民切身的醫

療、房屋等民生議題。

他們希望擔當市民與政

府溝通的橋樑，進一步

優化市民的地區生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熹

掃碼睇
參選人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10月19日，由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中華文化學院）和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廣州中華文化學院）聯合主辦的
「『一國兩制』與中國式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在廣州開幕。與會嘉賓表示，
中國式現代化為「一國兩制」的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時代機遇，為港澳地區繁
榮穩定發展提供了廣闊舞台。在這過程中，要進一步發揮香港聯通內地、連
接世界的橋樑作用，拓展國內國際合作的寬度和廣度。同時，要特別注重推
動更多港澳青年融入祖國發展大局，青年工作要「對症施策」，精準到位。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吉林在開幕式上表示，在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的美麗征程上，中央政府賦予香港、澳門更重要的角色和使
命，香港、澳門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將更加凸顯。港澳應以自身所長對接國
家所需，加強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謀劃，更好服務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找準
發展的方向和重點；要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積極引進高端人才、先進技術
等創新要素，不斷提升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吸引力和輻射力；要不斷創新體
制機制，更加深入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
一路」等國家戰略，特別是積極建好用好大灣區，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實現自身更好更大的發展。
在主旨演講環節，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

主席屠海鳴指出，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特徵非常明顯的細小經濟體，這決定了
香港必須用好背靠祖國、聯繫世界的優勢，在貢獻國家中成就自我。香港
回歸祖國以來的諸多事實印證了三個重要道理：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
盾，內地是香港最大的經濟支撐，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最大機遇。

拓展「一國兩制」框架下合作寬度廣度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表示，在「一國兩制」與中

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要遵循三個原則。首先是要始終保持港澳特區「一
國兩制」的開放性和創造性，其次要拓展「一國兩制」制度框架下的合作
寬度和廣度。「除了大灣區合作，還有川港合作、京港合作、滬港合作
等，這些都是 『一國兩制』實踐寬度和廣度的拓展。」最後，還要不斷
提升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高度和層次，要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
業聯繫起來，也要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聯繫起來。

關注惠港政策落地普惠性觸達性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傅承哲就青年工作在港澳青年

中做了大量定量分析工作。他發現，香港青年的關注點有某些方面的共
性，比如在內地參訪過程中，他們對數字經濟、數字產品非常認同。他認
為，數字經濟一方面可以服務於數字中國建設，另一方面，在推動港澳青
年融入國家發展方面，亦有契合之處，對做青年工作有啟示。「我們在香
港做入戶調查時也發現，一系列惠港政策，總體上對年輕人有不少幫助，
但同時也存在『受熱不均』的情況，某些行業某些群體的獲得感相對較
弱。因此，接下來要關注政策落地的普惠性、觸達性，注重執行情況。」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以港科大（廣州）籌建過程、學科建

設、人才培養以及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做法和計劃，期待以教育、科技、人
才三位一體實踐，為中國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助推國家教育融合和創
新，為「一國兩制」下教育融合做探索。
他介紹，港科大（廣州）設立的四大樞紐架構模式，正是結合自身優

勢，響應國家需求。比如「功能樞紐」方面，先進材料、地球與海洋大氣
科學、微電子、可持續能源與環境等學科，都是硬科學，可助力國家科技
自立自強。「社會樞紐」方面，設立創新創業與公共政策、金融科技、城
市治理與設計等學科，也是國家推進大灣區建設所需要的創新板塊。

專家倡擴大香港聯通作用
助更多年輕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民建聯離島區支部郭慧文、劉舜婷兩人報名參加離島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熹 攝

◆民建聯司徒駿軒昨日報名參選元朗地區委員會界別。

◆教大將開展第三階段人工智能素養課程。

◆「『一國兩制』與中國式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在廣州開幕，與會專家建
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