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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昨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高峰會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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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已投入近2,000億港元支持

創科發展，人工智能（AI）與數據產業被列為三

大新型工業發展產業之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昨

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高峰

會2023」，探討如何利用AI推動香港新型工業

化。生產力局內地業務首席執行官黎少斌指出，

香港AI行業面臨算力及數據不足、技術人才欠缺

三個挑戰。中國科學院院士丁漢則表示，香港高

校的AI學術成果豐碩，惟需要「貼地」尋找行業

升級和轉型的痛點，將學術優勢化作產業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生產力局：港AI業需克服三大挑戰

網絡專家：AI是香港創科重要突破口

算力不足 數據難收集 技術人才欠缺

就香港AI行業在發展上的挑戰，黎少斌引用生產力促
進局近日發布的《香港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研究》

指，有49%本港受訪AI企業表示難以招聘技術人才，更
有企業減少香港技術人才職位，77%企業認為這是香港
營運成本較高所造成，亦有41%猜測因香港缺乏相關的
技術人才。此外，44%受訪企業表示正面對算力不足、
難以收集數據的壓力。而企業經營上，31%公司有盈
利，24%達收支平衡，虧損企業佔41%。

提9項建議助強化競爭力
生產力局在對比新加坡、美國紐約、瑞士，以及內地

上海及深圳等地方，政府在政策頂層設計、戰略目標及支
援企業舉措後，對港提出9項建議，包括：1）建立亞洲領
先超算中心；2）構建「國際大數據樞紐」；3）加強與大
灣區及國際合作來完善AI及數據產業鏈，香港聚焦發展優
勢領域；4）制定AI技術發展及應用監管政策及指引；5）
政府帶頭推廣大規模AI應用；6）以AI賦能香港行業升級
轉型；7）發展「AI企業國際融資中心」；8）普及AI教
育，加快培養跨學科「AI+人才」；9）邁向「國際AI人
才宜居城市」。

孫東：多項支持措施將落地
同場的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新
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支持本地創科相關具體措施，包
括明年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推出更多便民利商的
數字政府及智慧城市「百項方案」；分階段設立人工智
能超算中心，以及第三個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聚焦
先進製造、材料、能源和可持續發展。他強調，特區政
府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與全社會合作，做到政產學研
全方位構建香港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新高地。他說道：
「這是香港不得不參加的長跑，也是香港不能輸的比
賽。」
丁漢則認為，香港高校學術優勢明顯，高校和產業之
間需要穩定的橋樑，為二者孵化公司、提供解決方案並
穩定人才。留住人才大概需要有技術層面5至10年的迭
代，不能操之過急。他強調，高校的學術研究不能僅僅
針對關鍵技術的難點，而是要面向行業需求，實現技術
轉移和產業化，「把產品做出來，讓企業用得上。」

中大學者：深港合作加速產業孵化

◆劉雲輝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業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中國聯通國際
有限公司網絡部總經理
（科技創新部總經理）
杜軍昨出席峰會時指
出，香港創科的重要突
破口包括人工智能和數
據科學，本港在人工智
能機器人方面及數據科
學的研究非常之多，建
議香港重點打造人工智
能及機器人科技創新平

台。此外，生物科技和醫療亦是突破口之一，香港在
醫學醫療領域擁有世界領先級別的研究，擁有深厚的
醫療健康、生物科技科研基礎，本港可重點打造「醫
療科技創新平台」。
在建設智慧城市方面，杜軍指香港應積極建設智慧

城市基礎設施，塑造智慧社會和數字經濟，同時發展
潔淨能源和可持續發展。至於智慧金融和航運方面，
香港有深厚的金融底蘊，亦為國際金融中心，本港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領域發展成熟，金融科技生態系統在
全球排名第八，相信人工智能的應用將可鞏固香港的
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曾業俊）香港中文
大學卓敏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教授劉雲輝昨
在峰會指出，中央政
府近幾年積極推出政
策，大力推進深港合
作，要把河套區的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建設
成大灣區的創科高
地，過去幾年，園區
已在深港兩地政府支

持下開展了一些創科工作。對於香港而言，香港可透
過河套創科園以尋求內地豐厚的資金建立研發平台，
同時藉此吸納大量內地工程師和產業技術人員；並在
深圳建立市場及產業化基礎，實現大規模生產和更規
範地解決市場問題。
劉雲輝提到，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院（福
田）正位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內，藉香港的基
礎科學研究優勢及深圳的產業化優勢，以深港合作為
基礎，專門研究機器人、人工智能及醫學等領域，旨
在推動國家及大灣區在智能醫療與公共衞生服務業等
領域的發展。具體而言，研究院會將在香港中文大學
的研究成果帶到河套創科園，在園內進行產業孵化，
做成產品後再進行測試，最終將產品引入市場。

◆杜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業俊 攝

資料來源：生產力

促進局《香港人工智

能產業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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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梁行昨發表《全球主要零售大

街》報告，香港尖沙咀蟬聯亞太區最

昂貴購物街道第一名，每平方呎租金

雖按年升 4%，但與疫情前比較則跌

39%。報告指消費者不再只追求奢侈

品，體驗式消費成市場新趨勢。香港

消費市道正發生改變，以奢侈品銷售

支撐高租金的模式難以為繼，將零售

與娛樂、運動等元素結合的體驗式銷

售正當其時。政府有必要與商界合

作，舉辦更多文體盛事，吸引更多海

內外遊客來港消費，保持本港零售市

道持久暢旺。

戴德梁行的報告指，香港尖沙咀在

今年全球最昂貴購物地段排名下跌一

位，位居第三，在亞太區排名則蟬聯

第一，主要街區商店租金每年每平方

呎1,493美元，按年升4%，與疫情前

比較則跌39%；銅鑼灣在亞太區排名

第二，主要街區商店租金每年每平方

呎1,374美元，按年升6%，與疫情前

比較跌46%。香港購物天堂指標地尖

沙咀、銅鑼灣，在疫情與世界經濟增

長放緩等因素衝擊下，仍穩守亞太區

最昂貴購物街道前列，顯示香港舉辦

系列「活起來」「動起來」及大型文

體盛事，成功讓香港重回世界舞台，

展現香港經濟的強勁韌性。

但應該注意的是，過往熱衷追逐奢

侈品的人流，在疫情後並未重現，尖

沙咀廣東道一帶商舖空置率仍達約

10%；同時跨境電商大行其道、港元

走強，大大削弱了遊客來港的消費意

慾；灣區內地城市加大吸引港人北上

消費的力度，吸引越來越多港人到內

地消費。業界普遍認為，本港以奢侈

品銷售支撐高租金的消費模式正面臨

改變，越來越多來港遊客更重視文化

旅遊體驗，如何順應消費模式轉變，

及早變革創新，成為本港各大商場、

商界需面對的挑戰。

本港有敏銳商家開始進行零售與娛

樂、運動等元素結合的探索。如屯門

愛定商場打造全港首個「空中跑步基

地」、「空中運動營」，建構充滿健

康活力的「社區體育樞紐」；元朗朗

壹廣場設立攀爬樂園，商場中庭設有

8米高攀爬牆，並設舒泰花園，有可

進行瑜伽練習的綠草地、戶外表演區

等；銅鑼灣希慎廣場則設有蓋滑板

場，將潮流文化、藝術、運動等元素

融合等。這些商場的營運新探索，為

商場吸引更多人流，提升生意額，也

為社區注入新活力。

旅遊零售是本港經濟增長的重要支

柱，目前本港會展業、機場客運量已

恢復至疫前八成，復甦勢頭良好，政

府需重視遊旅客消費喜好轉變，根據

趨勢調整吸引客流的策略，舉辦更多

如國際欖球七人賽、巴塞爾藝術展等

大型文體盛事，繼續完善提升「香港

夜繽紛」等措施，支持商場將零售與

運動、娛樂等因素結合，共同振興本

港零售市道。

認真規劃體驗式銷售
廣東省政府印發《「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

案》（行動方案），提出推動粵港澳政務服務一體

化。以數字化促進粵港澳三地經濟發展、公共服務

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是加速大灣區一體化、實現

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和抓手。三地攜手構建

「數字灣區」，有利於建設要素資源充分聚集、暢

通流動的新型產業鏈和智慧城市群，打造宜居宜

業、舒適便利的優質生活圈。香港要認真部署急起

直追，盡快落實施政報告提出的數字政府及智慧城

市「百項方案」，深化大灣區數字合作，為香港經

濟社會升級轉型加注強勁動力。

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和數

字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大灣區正走在數

字化浪潮前沿，三地加快構建「數字灣區」，以數

字基礎設施建設、規則機制銜接、數字貿易、數字

技術等為着力點，優勢互補、協同創新，將大灣區

打造成為數字化創新發展示範區，對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的先行先試意義。

此次公布的行動方案，提出由今年至2025年未來3

年「數字灣區」的七大建設目標和主要任務、具體

實施步驟、多方參與機制及保障措施，為建設「數

字灣區」釐定時間表、路線圖，制定清晰具體、切

實可行的行動綱領。其中，「數字灣區」建設目標

和主要任務包含「六通一融」：生產要素暢通流動

「要素通」；數字化新型基礎設施「基座通」；市

場主體投資興業「商事通」；數字產業集聚發展

「產業通」；社會數字化治理高效協同「治理

通」；公共服務融合便利「生活通」；粵東粵西粵
北加快「數字融灣」。這「六通一融」顯示，數字

合作已成為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開闢

大灣區交流合作的新路徑。

加強內地城市與港澳協作，是「數字灣區」建設

的重要支撐。行動方案的保障措施提出，「建立粵

港澳三地『數字灣區』聯合工作機制，定期會商協

調」；「充分發揮橫琴、前海、南沙、河套作為粵

港澳全面合作平台試點示範效應，探索借鑒國際先

進規則與標準，推動三地數字化規制規則有效銜

接」；「每年聯合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共同舉辦數字

政府建設峰會暨『數字灣區』發展論壇，打造全國

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聚集帶動數字產業發展」。

整個設計旨在善用港澳在「一國兩制」下「背靠

國家、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以及資金、資訊等

生產要素自由流通、法制規則與國際社會高度接軌

的有利條件，為「數字灣區」建設匯聚資金、技術

和市場等全方位多層面的支持，發揮港澳所長、貢

獻「數字灣區」建設所需，加速實體經濟數字化轉

型，培育世界級數字經濟產業集群 ，全面提升灣區

發展的整體水平。

「數字灣區」建設，為三地居民工作生活、創業

創富帶來巨大便利，本港當然要順應數字化潮流，

把握「數字灣區」機遇。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年發表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將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

推動數字政府建設，明年起推出數字政府及智慧城

市「百項方案」；特區政府亦會與廣東省政府協作

推動「數字灣區」，促進兩地政務服務「跨境通

辦」，包括香港居民將可利用「智方便」登入廣東

省政務服務網等便民利商服務。首階段「跨境通

辦」本月初已推出，提供108項服務，「數字灣區」

建設已邁出重要一步。未來，特區政府要在數字基

建、數據跨境流動、企業數碼轉型、人力資源配套

等各方面加大建設力度，對接「數字灣區」建設的

行動方案，充分發揮數字政府「大平台、大數據、

大服務、大治理、大協同」能力，為大灣區發展帶

來實實在在的紅利。

加快建設「數字灣區」 推動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