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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人物

兩地合作推動AI金融數字化發展

馬浩文表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國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及的重要任務，而新質生產力在國家層面已經有超過五年的

部署，當前已處於有條件開花結果的時間點，更需要全國配合邁出這
重要一步。「香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要穩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在未來發展和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導權，就必須全速邁進智能化和
高端化的道路，加緊以新技術和數碼化來推動金融產業高質量發
展。」為此，他在兩會中提出香港與內地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推動金融
數字化高質量發展及國際金融話語權的提案。
「西方國家在金融領域的霸權模式一直存在，如今『數字化發展』
成為推動中國金融高質量發展和全球經濟的重要驅動力。因此我們迫
切需要合作研究建立大數據人工智能分析系統並應用在金融市場，針
對利用金融霸權惡意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進行有效抵制並採取應
對措施維護公平、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使各金融經濟體能夠更好地
保護資產和預測市場。」馬浩文闡述當前金融市場情況並提出了五項
應對措施，包括：一、建立立大數據分析模式，加強兩地合作，借助
香港金融投資的風口優勢建立研發平台，促進雙方金融機構間資料共
用。二、加快金融體系建設，打造智慧風控系統，提高金融系統的穩
健性和參考性，共同制定高標準金融監管規範。三、加強對人工智能
在金融領域應用的監管，確保AI技術更好地服務社會和經濟發展，提
升市場對金融企業管理制度的信心。四、優化政策支援，落實到實體
經濟，解決投資者需求困難，鼓勵金融實體創新突破，發展AI技術對

大數據的深度分析。五、把握兩地經濟合作新動向，利用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和科技創新優勢，參與國際金融標準制定，提升國家金融市場
話語權。「兩地合作互補互惠，當未來共同拓展技術至金磚國家和上
海合作組織，打造起貿易金融相結合的人工智能數字化科學分析平台
後，必能更快更好地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共建AI數字化學科資源共享平台
馬浩文認為，人工智能在科技和教育領域的應用將為社會資源配置

帶來創新機遇，對推動高品質發展和提升生產力大有裨益。因此，他
在其另一提案中倡議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數字化學科資源分享平台，以
應對數字化時代的挑戰和機遇，提案中包含四項主要建議：一、平台
搭建先行，在香港設立研發平台及資料庫，由內地與香港高校組建研
發團隊，錄入高品質資源，滿足社會對即時科學資訊的需求。二、建
立優質商業模式和評價機制，於平台建立後引入股份制，結合使用者
增值服務模式，同時引入評價機制和社區互動功能，促進資源品質提
升。三、提高國際化影響，利用香港國際化優勢，將學術資源拓展到
國際範圍，提升平台在全球範圍內的文化影響力。四、優化人工智能
社會倫理功能，藉聯合兩地高校組建科研小組，深入合作研究共同優
化，確保平台提供更符合人類價值觀的資訊。
他強調，通過合作建立相關平台將有助於實現教育資源的高效分

配，提升整個社會的學術水準和創新能力。他期望兩地在科研領域的
交流合作中，能助力國家增強國際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的同時，全面
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

三中全會飽含中央對港關愛厚望
提到剛於上月勝利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馬浩文表示，這次
大會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
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重點部署了國家未來五年的重大改革
舉措，當中涉及港澳的改革措施份量很重，飽含着中央對港澳的關愛
眷顧和厚望重托，對香港的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三中全會重申要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
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這當
中反映了中央將港澳地位提高，『一國兩制』具有制度優勢，香港在
國家中的地位無法取代。」
他特別指出，香港的一個重要角色是作為國家的對外窗口，而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則是香港必由之路。當中，作為中國金融之窗，香港作
為金融中心原則上要反映當地經濟，但既然香港七成企業是內地企
業，因此香港股市恆生指數有必要反映到內地經濟發展的規模和增
長。另外，香港亦可建立成一個文化基地作為中國文化之窗，如運用
科技數據虛擬結合建立一個平台，令香港年輕人在了解國家歷史文化
內涵的同時，能因應時代需求創建文創基地並以此向國際推廣中華文
化。「香港作為國家的窗口，除金融、文旅之外，港澳及內地的商品
和品牌亦可發揮互聯互通的重要作用，旅客在港澳地區有更多機會接
觸認識內地有質量有質素的產品品牌，這對內地商家而言是極有效的
國際宣傳。」

面對人工智能（AI）新時代帶來的新機遇，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

主席馬浩文緊隨時勢，於今年兩會提出了兩項推動香港與內地AI合作以助力國家高質量

發展的提案。在做好建言資政的同時，他於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後，即積極投

入貫徹學習三中全會精神的宣講和傳揚，充分展現了政協委員應有的作為與擔當。

融入國家大局謀發展
應用人工智能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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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6日，馬浩文（右七）出席澳門2024第15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

20242024年年88月月22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8月22日（星期四）

2024年8月22日（星期四）

◆2024年3月16日，馬浩文（左五）參加重慶總會學習兩會精神分享會。

◆2024年3月20日，馬浩文（前排右二）出席義工聯盟學習兩會精神分享會。

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馬浩文指出，粵港澳大灣區
具有獨特的優勢，是國家 「高質量發展動力源」，它需
要三地深化合作，實現政策、市場、人才等多方面的互聯
互通，通過建立更多的合作平台和機制，促進三地在科
技、金融、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打造開
放、包容、共生共榮的世界級灣區。「當前，自由行進
一步開放，這是對香港、澳門好重要的政策，港珠澳大
橋、深中通道有效帶動中山、珠海、香港、澳門一帶的發
展，我們只要發揮好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地
位，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必能成就自身，前
途無量。」。
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之際，馬浩文對國家

與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我覺得好鼓舞，雖然我們國家
不斷受美國及其西方聯盟的不合理攻擊、抹黑、制裁，但
最後都能見招拆招，作出強勢有效的反擊。」作為港區委
員，他深知自己的職責所在，而重中之重是要帶動更多市
民確切理解「一國兩制」的重要性。「沒有國家的支持，
香港根本無條件發展，以往香港社會有太多對立面，令這
個關鍵議題被歪曲淡化，我們作委員的，首要任務就是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讓香港在與內地互惠互利的基
礎上，繼續發揮獨特優勢。」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馬浩文明言，將致力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與發
展貢獻力量，為實現國家高質量發展努力前行，期能
與各界攜手共進，共創國家繁榮昌盛的美好未來。

為推動灣區融合與發展貢獻力量
◆2024年5月28日，馬浩文（左二）參加江西藝海流金贛港澳文旅融合高質量圓桌對話。

◆◆20242024年年44月月2020日日，，馬浩文馬浩文（（前排左五前排左五））出席特首施政報告諮詢會出席特首施政報告諮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