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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X Social Group行政總裁林漢源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介紹，其公司是總部位於香港的藝術科技及市

場營銷公司，有超過12年在品牌行銷、互聯網3.0技術、醫
療科技、藝術科技、無人機匯演和維港帆船燈光表演等領域
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他們在2023年起進駐香港數碼港，同年
國慶及中秋期間舉辦疫後香港首場維港無人機表演，配合灣
仔海濱夜繽紛活動，吸引超過25萬人流。

低空經濟經驗獲內企垂青
憑着在港進行低空經濟活動的經驗，包括應急消防無人
機、無人機監察等多個內地低空經濟企業相繼向他們提出合
作，希望通過香港平台出海。另一方面，公司旗下的銀葉健
康互聯網醫院在內地推出視像應診服務，平台現時用戶量超
過1.58億，目前已計劃推出香港和海外版本，支援內地市民
通過視像與西方醫生對接，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基地推進跨行
業業務發展。
「以往我們可能只需要集中做好自己產品，閉門造車就可，
但現在除了做好產品之外，亦必須積極配合國家及香港相關政
策，創造更豐富資源和空間。」林漢源舉例，國家讓香港定位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公司力推的無人機匯演正是科技、
藝術和商業的結合，以「空中畫布」形式，先後將《戴珍珠耳
環的少女》、京劇臉譜等中西文化帶到維港天空。而因應香港
積極發展低空經濟，他們亦申請了特區政府的「監管沙盒」，
目標推出長期無人機表演及無人機消防安全方案。
談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要性，他以無人機項目為例指
出，內地工廠具備成熟製作生產能力，香港更多是擔任附加價
值（value added）及提供應用場景的角色。「有別於內地，
香港的無人機起飛點並不多，空間亦較狹窄，因此我們會夥
拍內地工廠，向他們提出香港的需求，提供解決方案。」因
此，無人機「智能收納箱」技術便應運而生，大大減少對場地
面積的要求，有利於更小空間進行大型無人機表演。

需與內地合作 推無人機應急項目
至於無人機應急項目，就更需要與內地緊密合作。他分
享，有內地合作夥伴專研無人機消防，「無人機可以24小時
到不同場景巡邏，一旦發現火苗，人工智能鏡頭可判斷火場
是否存在危險品質，再採用投射乾彈、射水等不同的滅火策
略。」此外，因應本港大廈林立，部分火場未能依靠雲梯到
達，無人機不但能夠偵察，更可運輸應急品，有助救急扶
危。
他特別提到，部分內地醫院已使用無人機服務運送血包、器
官或檢測樣本，各種技術和案例均有助本港更好地發展低空經
濟。而內地很多低空經濟企業都希望通過香港平台出海，
「以無人機匯演為例，只要相關技術能夠順利應用到人煙稠
密、大廈林立的香港，日後亦可通用到全世界的大城市。」
他認為，香港定位是中西交匯的國際樞紐，在法治政策，
文化及語言都存在非常優越的條件，有利吸引內地及海外企
業進駐，香港企業必須把握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支援
內地企業出海，同時支援海外企業以香港作平台，更有效打
通內地潛在市場。

香港積極建設成

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但對比起高水

平基礎研發，科技產業層面卻相對滯後。同一時間內地於創科

產業取得眾多矚目成就，各項科技產品與服務均值得借鏡採

用，在此過程中除有利本港世界級的智慧城市發展，更能充分

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助力內地科技出海，走

向世界。有香港科技企業近年積極緊貼國家及特區政府盛事經

濟、低空經濟、國際醫療創新樞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

多項政策方向，將互聯網技術和藝術科技結合市場營銷不斷轉

型求變，於香港創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不但成功對

接內地龐大市場，更走出其跨行業發展的道路，將科技應用落

地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國家擁有超過14億的人口，是全
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其中僅粵
港澳大灣區已有超過8,000萬名消費
者，市場潛力豐厚。林漢源的公司
近年看準內地民眾的看診需求，研
發和推出線上問診系統、電子處方
和病歷系統，至今用戶量達1.58億
人，每日平均有30萬人使用。該平
台的視像應診平均等候時間僅5分
鐘，尤其適合輕症、長期病患、或
行動不便的病人， 並通過無人機配
送藥品，方便市民。
「不止香港看醫生要等，在內地看
其實也等得很久，我們看到這個民生
問題，於是希望以科技解決。」林漢
源表示，他們依託實體醫療機構，由
專業醫生線上為藥店和用戶提供圖
文、視頻的遠程覆診和開方等服務。
「市民在這個平台，即使要看腦科、
眼科等專科，立刻就有數十個醫生可
以選。中、西醫服務都有涵蓋，亦可
選擇以圖文或視頻形式看診。」

有關系統亦會儲存用戶病歷，「每
個醫生一見到病人，可看到其過往病
歷，開過什麼藥。而這個數據庫亦有
助醫生知道病人在不同時間點的病
況。」再結合物流配套，可迅速把藥
物送到病人手中，「車手送貨平均一
日會到，市區部分地點更可在兩小時
內到」。另外還可通過無人機送藥，
以應對較緊急的情況。

擬今年推出香港及海外版本
「長期病患或輕症，都很適合用

視像應診。至於重大急症，就建議
病人到實體醫院求醫，某程度這種
方式也是有助於分流，不需要任何病
都走去排隊看醫生。而我們正正看
到，市場對這方面是有很大的需
求。」由於在內地取得了成功，林漢
源透露，計劃今年將系統推出香港及
海外版本，支援內地市民通過視像與
西方醫生對接，並擴展到身心靈相關
的病症，包括藝術治療等項目。

內地發展機遇處處，但香港企業也必須與時並進，才可
免被淘汰。林漢源認為，以往企業更多是看上內地市場的
人口紅利，即使產品或服務的技術含量不高，「譬如我們
做營銷，因為市場和人口紅利，基本上你只要去做就賺到
錢。」不過現今已是專業化年代，「如果再用一模一樣的
商品或服務，在內地已不再吸引」，因此即使內地市場仍
然很大，但他強調香港必須做好跳板和附加價值的角色，
才能維持在內地市場的競爭能力。
林漢源分享，公司自2012年創立，「最初是以市場為

主，幫企業做跨境工作。後來看到科技慢慢轉變，互聯
網+行業有很多發展（機會），再加上香港發展成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於是將公司轉型到藝術科技。」其後
因無人機匯演而投身低空經濟發展，又因施政報告確立香
港會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而涉足視像應診項目，這均是
以科技配合市場需求，同時緊貼國家及香港特區政府政策
的例子。
他說，「轉型是必須的，尤其是做科技，以往企業也許

可以用一個十年慢慢成熟，但現在一個循環可能只是兩三
年的事情，所以舊的本業我們會繼續做。不過我們同時看
到，如果只用同一個方法去做，在市場會非常容易被淘
汰。」因此要不斷推陳出新。

他認為，科技行業目前正面臨淘汰制，「一旦行錯路、轉
型不夠順利，很快就會被淘汰。」故更要關心國家及香港特
區政府的政策走向，「政策會帶來正面影響，正如施政報告
提出低空經濟，我們才會加大對無人機的相關投資，並申請
政府的『監管沙盒』，從而提供實驗場景。」只有這些政策
上的扶持，才讓企業更有信心投放資源、聘用人才。

讚數碼港支援利企業發展
本港有不少平台支持創科企業發展，林漢源指，數碼港
就是非常好的創科支援平台，進行業務配對 、引入投資
方、提供平台進行演講等，有助把公司科技推廣至海外。
「由於我們是跨行業，如果要逐個部門去『敲門』，其實
都好頭痛。而數碼港會了解我們的背景、案例和能力，再
整合幫我們同政府部門對接，這對於從事新興科技來說，
相當重要。」
其公司申請政府的「監管沙盒」項目，正是選定數碼港

作為測試場景，目標推出長期無人機表演及無人機消防安
全方案，「數碼港有無敵海景，全年亦有很多活動在那邊
發生，我們的無人機匯演，正可以讓這些活動更添光
彩。」長遠更有望聯動海洋公園園區和香港仔避風塘， 形
成港島南的鐵三角低空經濟區。

看準內地民眾看診需求
推視像應診吸1.58億用戶

「倒模」商品易被淘汰 須不斷推陳出新
●視像應診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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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技
大學昨日宣布，正式獲得中國載人航天
工程空間應用系統的總體單位──中國
科學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心委託，
領軍研製全球首款輕小型高分辨率高精
度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點源
協同探測儀，有望成為香港特區首項載
荷項目跟隨天舟貨運飛船登上國家「天
宮」空間站，展開研究與應用。該儀器
能更精準地監測特定範圍溫室氣體的排
放濃度，識別溫室氣體排放源，為制訂
和評估減碳政策提供關鍵數據，響應國

家「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戰略政
策。
2023年6月，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
室面向全球徵集載人空間站科學實驗項
目，經過多輪專家評議，港科大牽頭的
「輕小型高分辨率溫室氣體點源探測載
荷」成功入選，可望跟隨天舟貨運飛船
發射入軌在「天宮」開展實驗。
屆時儀器將安裝於「天宮」空間站，

並以其為核心平台，實時獲取二氧化碳
和甲烷的濃度數據。它將是全球首款能
同時監測該兩種溫室氣體的太空探測

儀，可重點監測發電廠、堆填區、油
田、煤礦、天然氣廠等重點碳排放設
施，涵蓋範圍包括香港在內的低至中緯
地區。

助力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
儀器不僅能記錄溫室氣體的排放濃度

數據，還能同時監測潛在煤氣洩漏，減
少資源浪費。港科大研究團隊計劃建立
溫室氣體點源排放數據庫，以推算實時
碳排放量，識別溫室氣體排放源，並在
碳監測、報告和核查工作中，提供可靠

且高頻次數據，協助決策者制訂減排政
策及評估措施成效。港科大亦擬透過合
作方式，將數據分享予不同科研機構，
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以至「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及地區，助力國際社會共同應對
和緩解全球氣候變化。
研發項目由港科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
系講座教授兼「傑出創科學人」蘇慧，
及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張利民共同領導，
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翟成興教授為項目
系統工程師。
負責管理項目的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
工程與技術中心高級工程師方嫚表示：
「這個項目是港科大通過中國載人航天
工程空間應用系統申請的首個項目，將

在中國空間站開展全球溫室氣體點源觀
測，是我國空間站首次開展地球科學領
域實驗，意義重大。」
蘇慧表示，港科大團隊非常榮幸獲委
任牽頭此項重要的太空任務，展現該校
多年來，積極透過跨地域、跨院校和跨
學科合作，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此
項目不僅展示了內地與香港特區在科技
發展和創新領域的緊密合作，也將進一
步促進雙方在航天技術上的交流。蘇慧
期待隨着天舟貨運飛船
的發射入軌，展開相關
實驗，並歡迎社會各界
人士提供資源，支持延
續性研究。

港科大領軍研探測儀 有望成港載荷登「天宮」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澳辦
網訊，1月23日上午，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
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譚
偉文一行。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周霽參加會見。

夏寶龍會見澳門特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司長譚偉文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