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劉光源於致辭時
表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生機勃勃、氣

象萬千，為香港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堅
實後盾、廣闊舞台和無限機遇。一直以
來，業界團體在促進香港與內地展開數
字經濟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香港融入
數字中國建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
用。業界理應成為香港數字經濟發展的
主力軍。
劉光源指出，香港具備發展數字經濟
的良好條件，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例如
硬件支撐、人才儲備、創科氛圍、環境
和平台等，極大增強了香港發展數字經
濟的信心和底氣。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創
科中心建設和數字經濟發展，且香港青
年投入科創的熱情空前高漲，成為數字
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未來數字經濟發展

前景一定十分光明。粵港澳大灣區是新
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
範地，數字灣區建設正如火如荼，香港
在融入數字灣區建設、貢獻獨特力量的
同時，必將實現自身數字經濟的更好發
展。
他並說，當前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發展
正面臨少數國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
衝擊和挑戰，香港也受到個別國家的無
理打壓，但任何遏制打壓都阻擋不了中
國發展進步的步伐，希望大家發揮廣泛
聯繫國際社會的優勢，在國際舞台上講
好數字經濟發展的中國故事，提出數字
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發出數字領域合
作的中國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全國
政協副主席兼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
會主席梁振英在該會主辦的「數字經
濟發展新機遇峰會」上致辭時表示，

香港要融入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大局，
就必須放眼全國，結合香港和內地兩
方的所需所能，相信會為香港提供全
新的機遇。
梁振英預料，國家的數字經濟未來將
體現在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產業協
同、融合和創新，提升傳統產業的智能
化水平和競爭力，推動各產業數字化轉
型；亦會加強數據資源統一管理和數據
要素的優化利用，通過建立數據治理體
系，規範數據採集、存儲、流轉和使
用，提高數據安全保護，推動數據跨部
門、跨行業的集成和共享，提高數據的
價值與效能。
他續指，國家將加大對數字基礎設

施的投入和建設，包括網絡基礎設
施、數據中心、雲計算、物聯網等領
域，為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提供有力支
撐；會推動人工智能發展，提升核心
技術水平，產業化應用程度和產業的
創新能力，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各個
領域的廣泛利用，如智慧城市、智能
交通、智能製造等，並加強人才培
養。
另外，會加強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推展數字貿易、跨境電商、數字貨幣
等領域的合作機會，通過推動國際標
準的制定、知識產權保護、數字技術
創新合作等措施，提升中國數字經濟
的全球影響力。

梁振英：港拓數字經濟須放眼全國

◆梁振英表示，香港要融入國家數字經
濟發展大局，就必須放眼全國。

劉光源：香港具備發展數字經濟良好條件

◆劉光源指，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生機勃
勃、氣象萬千，為香港數字經濟發展提
供了堅實後盾、廣闊舞台和無限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隨着新科
技迅速發展和應用，在過去數年全球數
字化轉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大
趨勢，羅兵咸永道亞太及中國主席趙
柏基昨出席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峰會
時表示，深深體會政府和企業在積極推
行數字化轉型，迎接這些機遇的同時，也
關注到有關數據和負責任使用科技的挑戰，並
在其中尋求一個「平衡點」。

企業關注數據安全等問題
趙柏基認為，放眼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香港
在全國和全球的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起了
十分重要的角色，隨着各種交易流程的數字化和
GenAI的廣泛應用，也同時引起了各地政府和企
業對數據安全和跨地域流通，以及技術的負責任
使用和道德使用等問題的關注，所以今年評出的

2023年數字化轉型的國際10大事件中都是環
繞着3個特點，首先是先進國家和地區對
於GenAI的使用和規範；其次是促進國
家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推出的政策和結
盟；以及數據跨境和個人資料隱私維護
的相關法規等國際性的標杆事宜。
他續稱，羅兵咸永道的年度全球CEO

調研報告將於本月中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
論壇發布。根據去年的報告所訪問來自105個
國家和地區、共4,410位企業領袖的發現，有
差不多40%的CEO認為，如果他們不積極推
動改變或轉型，他們將沒辦法活過未來十
年，相信今年的調研報告將會看到CEO和企
業們更關注這個問題。趙柏基又指，企業一直
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不同的只是速度的問
題，企業必須利用數字化轉型的智慧來帶動商
業模式的轉型，這是更為重要的。

◆◆趙柏基趙柏基

羅兵咸：全球數字化轉型成大趨勢

◆◆陳茂波表示陳茂波表示，，香港作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新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新
科技樞紐科技樞紐，，必須積極推必須積極推
動數字經濟發展動數字經濟發展。。

◆陳茂波在昨天舉行的首屆「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峰會」上指，「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將在今年初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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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探討擴大數據來港規模
尋求中央部委支持 研跨境數據治理框架

在昨天舉行的首屆「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峰會」上，香港特

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數字經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趨

勢和重要驅動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新科技樞紐，必

須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將在今

年初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交建議。而在政府層面，也會開放更多

數據，促進數據的安全有序流動和使用；未來還將進一步尋求

中央部委的支持，探討擴大數據來港的地域和規模，並研究跨

境數據治理的框架和進行數據交易的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去年12月中，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共同發布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
準合同實施指引》，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昨日出席數
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峰會時表示，樂意探討粵港澳大灣
區跨境數據流動的可能性，若能將數據接入金管局推
出的「商業數據通」，相信可以惠及所有持份如參
與銀行等，此舉可望降低投入成本和基建開發時間，
但合約評估等方面仍有不少工作要處理。
李達志進一步指出，推動金融數據跨境先行先試，

相信對企業融資會有好處。「商業數據通」系統設計
具彈性，未來有不少擴展空間，有望擴展至金融機
構以外的商業應用，而去年起已對接政府部門的數據
應用。
另一方面，李達志透露，目前正與人民銀行、泰國
央行及阿聯酋央行推動的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
（mBridge），在批發跨境支付層面，透過香港連繫

國際，未來會繼續研究利用有關功能加強數據互通的
發展。

港交所：互聯互通機制連接東南亞
港交所集團新興業務和定息及貨幣業務主管蘇盈

盈出席同一活動時表示，截至2023年 11月底，有
290家新經濟企業和124家生物科技或醫療保健公司
在港上市。目前新經濟企業在港交所佔比達65%，
佔香港市值和每日交易量的23%。同期約100家東南
亞地區的企業在香港上市，總集資總額約520億元，
她指當地近年催生不少科技公司，加上東南亞人口
年輕，加速科技公司發展，認為可以透過香港的互
聯互通機制，將內地與東南亞資本連接起來。談及
去年 11月底推出的數碼化首次公開招股結算平台
（FINI），她指出，FINI大幅縮短新股定價至開始
交易時間，港交所將繼續把高科技應用至交易所場
景，令市場更高效。

金管局：灣區跨境數據流動利企業融資

峰會由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GBAITA）主辦。陳茂波致辭時指
出，數字化為生產活動、企業運營和商業模式帶來變革，協助企業提

升效率和競爭力；也正在推動城市智慧化、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改善人
們的生活。數字化帶來機遇，也同時帶來挑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
創新科技樞紐，必須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因為這些領域競爭十分激
烈，演變速度快，不進則退，甚至可以說，不快速前進，則會大大落後
於人。政府成立了「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在過去兩年針對數字基
礎建設、數字化轉型、數據跨境流動及人才發展等四大範疇進行深入和
系統的研究，去年的施政報告也提出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設立數字
政策專員，專責制訂數字政府、數據治理和資訊科技政策等。

促進數據安全有序流動
在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要加速數字基建建設，需要確保香港的數
字基建能緊跟時代的步伐。例如在人工智能快速冒起的這個時候，正分
階段設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以支撐大學、科研機構以及相關行業的算
力需求，提升香港在相關科研及應用領域的研發能力。
在促進數據安全有序流動和使用上，數據的更有效使用，能便利營
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香港有不少企業都是數據利用的創新。政
府層面方面，會開放更多數據，促進數據的安全有序流動和使用；而在
跨境數據流動方面，與內地相關單位的協作取得了重要發展，未來還會
進一步尋求中央部委的支持，探討擴大數據來港的地域和規模，並研究
跨境數據治理的框架和進行數據交易的可能。

數碼港助中小企數字轉型
陳茂波說，中小企業在數字轉型中面對較多痛點、是最需要幫助的一

群。政府正推動與營商有關的服務數字化，例如稅務、公司註冊、強積
金等，與此同時，亦正積極協助中小企業擁抱數字轉型。數碼港即將正
式推出「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協助飲食及零售業界中小企應用現
成的基礎數碼方案配套，包括電子支付系統，加快中小企轉型的步伐。
此外，將大力培育人才，從教育到研究、再到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以
及相關的產業發展，形成蓬勃的生態圈。

專家倡打通數字交易市場
國家信息中心前常務副主任杜平在圓桌環節時表示，目前數字資產交
易在內地仍列入負面清單，暫時無法交易，但在香港已合法。他建議，
可打通香港與內地數字資產交易市場，結合內地數據交易發展。目前內
地容許數據產品化和交易，但亦會產生數字資產類產品，需要金融屬性
的交易所才能做到。而香港已經汲取美國發展數字資產的經驗，相信可
以做得更好，成為內地在有關市場的紅利窗口。
另外，杜平指出，香港有人才及輕資產優勢，建議加強兩地的算力融

合，透過與粵澳簽訂協議加強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