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

發展，當前科企得到迅速發展，人工智能

（AI）的開發和應用更出現爆發式增長。

隨着人工智能領域不斷擴展，賽道上誕生

出新的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

Agentic AI正以一種革新性的方式嶄露頭

角，不僅僅是一個「概念」，更創造出一

場科技浪潮，將重新定義我們與技術的互

動方式，也被視為香港商業自動化的重要

出路，亦很可能成為香港企業的新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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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自己執行任務 自動化重要一步

思路富邦集團創辦人陳智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Agentic AI的最大特色在於懂得

發問以及替人類進行決策，這種技術不僅能生成
內容，還能處理各類公事程序，提升商業決策能
力。AI的進化已漸漸從「二維」走向「三維」，
未來將更深度影響企業運作，助力更高效的新質
生產力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陳智銓在訪問中介紹，思路富邦的產品可以用
來生成內容，亦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畫作。同時
公司的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技術像是一
個流程處理系統，可以自動化處理一些公事程
序，例如請假申請也可以交給AI代為處理等。在
商業層面來說，下一步需要更多地利用人工智能
來實現業務的自動化處理。現在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GenAI）技術很容易看到效果，比如生成一
個圖像。但真正的價值是在於決策能力的提升，
也就是說要讓人工智能能夠幫助人們做出決策。

代理式AI能主動發問和決策
陳智銓用一個簡單的形容來分辨生成式人工智
能（GenAI）及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的
話，前者就只是純粹根據問題而生成內容，而後
者則能主動向人類發問及進行決策。他認為如果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AI的「二維」（2D）的話，
那麼代理式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三維」
（3D），而目前AI發展正由「二維」走向「三
維」的過程之中。
陳智銓創立的公司近年積極研發各種人工智能
商業方案，例如人工智能中央管理平台
「LIFE」，透過實時監控及大數據分析，針對工
地、無障礙廁所等環境內的潛在危險作出警示，
保障人命安全。以及能夠如真人對答的「真正人
工智能Kiosk（電子資訊站）」，結合了感應器、
視像AI技術、圖像辨識、語音及語言識別、人工
智能及ChatGPT等功能元素，為用戶提供一位百
分百的AI客服等等。
以他所見，現在市場上已有一些機構建立平
台，協助員工保持合規並避免在運作過程中
出現違規行為。這對於員工來說，人工智
能可以幫助記錄和分析數據，避免只依
賴經驗行事，能夠幫助公司更好地處
理突發事件。系統可以處理大量數
據和事件，並迅速做出決策，例如
可幫助人事管理部門利用人工智
能來識別和處理日常問題，例
如遲到或表現優異的員工，
並決定是否進行獎勵等等重複
性的工作。

需建立可靠的中央數據庫
在面對來自各方企業的挑戰方面，
陳智銓分享道，使用代理式人工智能的
過程遇到了很多挑戰。首先是數據的一致
性問題，因為很多機構的數據來源不同，容
易出現錯誤。其次是系統的適應性和人員的培
訓，需要確保數據庫中的信息是最新和準確
的。第三，必須建立一個可靠的中央數據庫，以
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人工智能需要了解
流程和數據的來源，這是成功的關鍵。

在企業層面上的應用，方保僑認
為，Agentic AI可以代為處理一些人事
部的假期審批等非重複性工作，在結
合數據後的決策的客觀性會較人類為
高，但他認為由於人事部工作仍需要
人類的適當干預，Agentic AI未能完
全把HR工作取而代之。
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教授提到，

Agentic AI可以自主運作，根據預設的
目標獨立決策，並採取相應行動，無
須人為干預。Agentic AI還能從運作中
獲得的回饋和經驗中學習，持續更新
知識庫，改進決策流程，不斷增強效
能。Agentic AI還可以擔當虛擬助理，
不僅能夠自主管理任務，還能根據過
去的互動，預測使用者需求，並提
供個人化建議。Agentic AI更勝過
去的聊天機械人（Chatbot），
能提供更智能、更迅速、更
個人化的回應。
黃錦輝預測，在 2025 年

Agentic AI將會更普及，政府和
企業應當積極應用新科技，以降
低成本、提升效率；但同時也要關

注伴隨而來的法律和倫理風險，並必
須防範AI顛覆職場，導致許多工作崗
位被取代的問題。

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技術
為香港帶來新的嘗試及發展機遇。香
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代理式人工智能
（Agentic AI）的主要特色就是可以
「幫人類做埋決定」，目前已知的
應用例子有汽車自動駕駛及自動導
航。由於道路情況多變，意味
Agentic AI需要每分每秒都自
主決定，替人類解決一些非重
複性的問題。
香港機場管理局早前亦宣布，

載客無人車最快將在2025年年底前
在機場內運行。方保僑認為，其實香
港是有很大空間去發展無人駕駛的技
術，而人類駕駛者最大的問題在於情
緒化、存在盲點以及反應快慢問題，
而Agentic AI加上感應器正好補足了這
些缺點，如果所有Agentic AI都有按照
交通規則行車，理論上意外發生機會
也會比人類駕駛者為低。

香港文匯報訊 社會上
對AI都有安全性的擔憂，
許多同行認為需要對人工智
能（AI）進行安全設置。陳智
銓卻對這一部分持保留的態度，
一個真正成功的人工智能（完全
體），人類是完全無法控制它的，
它的智力遠超人類，而且只要有電它
就能運作。如果人工智能能控制人類，
那麼人類反而只是在協助人工智能的
一小部分，而它將會不斷自我發展
到更高階段。因此他提醒，人工智
能開發需要抱有倫理觀以及共情
的能力。
不過，在人類決策與人工智
能決策的理想分配上，他認
為人工智能無法完全模仿

人類的情感。某些需要情
感關懷的事情仍需人類來處
理，人工智能可以輔助進行一
些例行的、需要快速反應的決
策，但在人際情感方面，仍然需
要人類的介入和決策。

需在AI成長初期引導發展
對於人工智能有可能引起的亂象問
題，陳智銓指出，科技的發展有時間
性。「我們必須在人工智能成長初
期引導其發展，如同教育小孩一
樣。在青少年時期再教導已經
太遲，所以在小學時期就要培
養分享和愛的能力，否則可
能會成為一個問題青少
年。」

人類情感關懷
AI暫時無法模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
田）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
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上海聯合
發布的《全球信息社會藍皮書：全球
信息社會發展報告（2024）》顯示，中
國、美國、歐盟在人工智能研究、創新、
教育、應用等方面體量相當，人工智能仍
然是中國、美國、歐盟三極為主的世界發展
格局。
報告作者之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
究員陳雋介紹說，報告評價結果顯示，全球人工

智能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
徵和發展差異。中國和美國作為單
體國家在人工智能領域表現突出，而
歐盟則在整體實力上具有優勢。
據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顯示，截至
2024年7月30日，全國已備案的AI大模型
為197個，通用大模型、行業大模型佔比分
別為31%、69%，行業大模型涉及教育、金
融、辦公、政務和醫療等傳統領域，並向傳
媒、招聘、家裝、心理等更廣闊的場景延伸，行
業大模型的類型愈加豐富。

報告指中美歐
引領全球AI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目
前人工智能（AI） 培育情況，陳智銓
稱，整個市場和社會對整個AI 領域的
理解還處於初步階段，一切的事情才剛剛
發生，需要以更高的視角來看待這個新事
物。值得探究AI的培育進程還不為大多數人
所知，五到十年後如何發展也難以預計。現在
已經面世的人型機械人、無人機等技術，在思維
和邏輯方面的研究仍然薄弱。社會和業界需要更多
的參與和引領，這也是為什麼公司要投入資源建立
平台，以便在AI的思維和邏輯有更充分的掌控。AI發
展雖然會引起對於道德的擔憂，但所有人都無法制止科
技的進步，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他相信，人們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無人願意停
下，這就是科技帶給人類社會的好處。就像核彈
的發明，全世界必須研究如何不使用它。這個
過程是無法回頭的，人類能做的就是創造更多
有益的AI。他認為，與其控制AI，社會應
該提供更多措施引導它們走向好的方向，
這是實際的做法。

防止它們走向毀滅世界
他舉例，AI相關企業應該投資
在創造提高效率、延長生命、提
升生活舒適度的AI技術上，或
加入倫理道德的思維訓練，
透過創造美好的AI，優化
其選擇和決策能力，防

止它們走向毀滅世界的方向。陳智銓
不排除將來會出現一些不好的AI，所以
更需要創造更多美好的AI去抗衡，「最
重要的是，我們無法控制未來，但可以改變
歷史走向。在眾多AI的可能性中，只要多數
是對我們有利的，就能增加成功的機會。人類
需要在這個方向上努力發展。」

生活更便利 需平衡控制權
對於AI的發展將如何影響未來的生活方式。陳智
銓認為，隨着AI的進步，可以預見未來的生活將更容
易。AI將幫助人類完成許多日常任務，從簡單的家居控
制到更複雜的事務。在更遠的未來，AI可能會主動提
醒人類節能、安全等問題，甚至在活動策劃中提供
建議。這將是一個人類與AI之間控制權的平衡過
程。
陳智銓也透露，公司已參與了許多機構和政

府部門的AI發展項目。例如與政府的機電工
程署合作，為車輛提供節能目標。公司還
參與了一些學校和機構合作，預測和管
理能源使用，以促進可持續發展；此
外，公司也在推動AI在安全、教育
等方面的應用。最後，他也透露，
公司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平台，讓
大家選擇自己需要的AI助手，
並將傳統和新技術結合，讓
人類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
利。

AI發展不可逆
加強道德倫理訓練

●思路富邦集團
創辦人陳智銓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Agentic AI 的最大特色在於

懂得發問以及替人類進行決策，
這種技術不僅能生成內容，還
能處理各類公事程序，提
升商業決策能力。

記者黎梓田 攝

●人工智能無
法完全模仿人類
的情感。

自 動 駕 駛 及 導 航
代理式人工智能應用例子

企 業 人 事 假 期 管 理

●黃錦輝預測，政府
和企業應當積極應用
新科技，以降低成
本、提升效率。

●方保僑認為，
其實香港是有很
大空間去發展
無人駕駛的
技術。

●「蘿蔔快
跑」計劃攻港，

2024 年 12 月獲運
輸署批出自動駕駛車輛
先導牌照。 圖為蘿
蔔快跑官方宣
傳照。

被問及為什麼會走上人工智能的創業之

路，陳智銓表示，其實在八年前已經注意到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興起，但當時香港似乎

還未完全跟上這一趨勢。他當時便萌生創業

想法，看看如何利用這些技術來幫助社會和

一些機構，於是一路摸索，走到了今天。

「當時我是一家四口的家庭，剛開始工作

時就在思考要不要創業。但是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自己不開闢一條新路，那我的家人要

怎麼去樹立榜樣給孩子們呢？於是我決定辭

職創業，並向我的上司提出希望能夠半工創

業，這樣就成功邁出了第一步。」

接下來的三到六個月，公司運作得還算順

利。他亦開始學習大數據，並尋找專家幫

助。幸運地，他遇到了一些大學教授願意教

授大數據知識，並帶他到內地參與一些大數

據項目，了解當時的情況。回來後，他發現

沒有技術很難進入市場。剛好大學亦有相關

創科公司想有進一步發展，於是就收購了他

們的公司，就這樣一路發展下來。

創業在無人問津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