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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達根：建設內地科企「走出去」橋頭堡林健鋒：港商要夥外商一起當香港「推銷員」

做好內聯外通 助力國家對美博弈
港商界創科界文化界建言 透過軟硬實力發揮香港力量

鄺美雲：港可發揮「文化轉譯者」作用

中美博弈下的中美博弈下的
香港力量香港力量系列之一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四（2月27日）宣稱，將

從下周二（3月 4日）起再向中國徵收額外

10%關稅。針對美方不斷破壞多邊貿易體制，

製造中美摩擦，香港商界、創科界和文化界人

士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美方製造壁壘

既是挑戰，也是機遇。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可以透過香港聯通內地與國際的商業網

絡、文化背景、扎實的科研基礎等，在中美博

弈中，透過硬實力和軟實力，擔當重要責任、

發揮香港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健鋒與商界組織林健鋒與商界組織
44月訪美行程月訪美行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曾興偉 攝攝

●●邱達根邱達根談及在中美博弈下談及在中美博弈下，，香港創科界可以貢獻力量香港創科界可以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鄺美雲希望香港可鄺美雲希望香港可
發揮發揮「「文化轉譯者文化轉譯者」」
的作用的作用。。

●●22月月2525日日，，香港首個香港首個AIAI
模型模型HKGAI VHKGAI V11誕生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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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挑
戰，同時也是一個機
遇。」談及在中美博
弈下，香港創科界可以
貢獻力量，香港特區立法
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如
是說。他表示，挑戰主要來
自於香港要減少對外部技術的
依賴，但香港亦因此而迎來機
遇，例如需要加強自主研發，提
升本地科技的製造能力，並利用好
自身「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幫助
內地企業吸引海外用戶，成為內地科
技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橋頭堡。他期
望，特區政府在保持推動行業轉型支持
的同時，提供更多的優質工作崗位，並積
極爭取設立國家級的實驗室，以便在更高層
次上推動科研的發展。
「儘管面臨挑戰，香港擁有許多獨特的優

勢，可以在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邱達根表
示，香港擁有堅實的高等教育體系，許多大學在
科研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現。這些學校中有許多優秀
的教授和研究團隊，是香港未來發展創科業的一大
資產。香港具有「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普通法的法
律制度與國際相接軌，加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
擁有許多金融機構，具備大量可信有效的金融數據及專
業的金融人才，在發展金融科技上具備優勢。
他表示，現時內地在人工智能發展上取得一定成效，而

香港可以更好地與內地合作，發揮香港在法律制度、數據隱
私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優勢，幫助內地人工智能企業吸引海
外用戶，成為內地科技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橋頭堡。

重點育AI創科人才 引入前沿實驗室
「行業的轉型並非易事，」邱達根坦

言，許多從業者在面對新技術和新模式
時會感到不安，尤其是那些習慣於傳
統業務模式的人。為了應對這一
挑戰，他強調了教育的重要
性。

邱達根強調，未來香港的教育體系需要與時俱進，讓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到最新的科技知識，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應
用和創新科技方面的培養。「香港的科技發展不僅要依賴外
部資源，還需要我們自身的努力和投資……未來的科技創新
將是香港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支柱。」
邱達根認為，特區政府現時的創科政策已經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而為加強支援創科業界的發展，特區政府未來應提供
更多的優質工作崗位，吸引高端人才來港從事科研和管理工
作，同時引入更多前沿的實驗室，進一步發揮香港在基礎科
研方面的優勢，推動突破性科技的發展。
他舉例，廣東省已有多個省級實驗室，而香港目前在這方

面的基礎設施仍顯不足，因此呼籲政府積極爭取設立國家級
的實驗室，以便在更高層次上推動科研的發展。
對香港未來的科技發展前景，邱達根持樂觀態度。他相信

隨着中美關係的變化，香港將與內地迎來更多的合作機會。
香港可以借助內地的資源和市場，推動本地創新，並在全球
科技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
他認為香港與內地在科技領域的合作潛力巨大，但目前亦

面臨一定的挑戰，例如兩地在法律制度、數據隱私和知識
產權保護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跨境數據的共享與管
理將尤為關鍵。「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平衡，既能
促進科技創新，又能保護個人隱私和商業機
密。」
他建議可先進行小範圍的試點項
目，以檢視跨境合作的可行性，並
在實際操作中不斷調整和改
進，這樣可以在積累經驗
的同時，降低潛在的風
險。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子龍

●●圖為內地科企宇樹圖為內地科企宇樹
科技的機器人科技的機器人，，更新更新
算法後可做出算法後可做出
迴旋踢動作迴旋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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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是沒有贏家的，要拒絕針鋒相對，才能和氣生
財。」香港特區立法會商界（第一）議員林健鋒日前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在其第二次總統任
期之初便推行關稅政策，為全球經貿秩序帶來很多挑戰，而
很多中美商界普遍認為有關措施也可能引發美國通脹，不利
於當地經濟、民生，令美方吃力不討好，所以中美商界都很
希望中美兩國能尋找共識，化解貿易摩擦，「香港商界要說
好香港故事，與外國商界一起成為香港的『推銷員』，廣泛
宣揚對中美友好合作的期望。」
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加徵關稅的行為，林健鋒坦言，初時，
中美商界均認為帶來了不確定性，但由於特朗普早在其首次
總統任期已對中國商品加徵了關稅，退出了巴黎氣候協議
等，其試圖將各地製造業搬回美國的主張一直引發全球關
注，所以中美商界對特朗普近日的關稅政策可說是預期之
內，如美國商界於去年第四季就已提早多進了貨。

各地商界來港走一趟 涉港謠言自破
「美國有很多產業已經多年沒有投產，強行讓生產線返回
美國國內，可能引致產能不足，成本更高，得不償失，而關
稅政策更可能令受影響企業將差價轉嫁至當地基層，影響民
生，也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在這個時候如果美國再
挑起什麼摩擦也好，美國商界也會很有意見。」他說。
林健鋒表示，中美商界，包括香港商界均有能力為宣揚

中美友好合作作出更多更大貢獻。例如，自從疫情後，很
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商界人士在過去一年都陸續回香港發
展，而自己聽到當中很多人都說他們的國家都流傳着很多
對中國以至香港特區的不實信息，包括稱香港「不是很太
平、很亂」，甚至抹黑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會影響
到外國人的安全」等，而大家都親身見證到這些負面資訊
都是失實的。
「自從他們返港後，看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和他們在家鄉
聽到的東西完全不同，他們都成為了推廣香港的最佳代言
人，經常說香港很安全、很太平、很多美食、市又旺……」
他說。
談到美國此前威脅關閉香港特區政府駐當地的經濟貿易辦
事處，林健鋒認為，雖然這有礙香港促進中美商界友好合

作，然而香港商界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做很多生意，與包括美
國在內的商界都有人脈，也有能力出一分力，走出去為香港
尋求發展的機遇，同時說好香港的故事。

擬訪美晤政界 正確信息消除誤解
「香港商界近年到訪了全球很多地方，但這幾年確

實很少人去美國。有見及此，我早前在香港總商會
提議組織訪美行程，一提出意見便有很多人支持，
將於今年4月24日搭乘國泰航空香港至達拉斯航
線首班航機訪美，暫定4月30日回程。」林健鋒
介紹，是次行程總商會除了會到訪美國科技重
鎮達拉斯，也會到訪美國首都華盛頓和金融
中心紐約，希望能與當地民間機構、商會、
企業、投資者多些溝通，介紹香港發展機
遇，甚至爭取機會與當地的國會議員交
流，「也許能讓一兩位對香港有誤解的
美國政界人士改觀，逐步推動兩地友
好合作。多一些溝通總會有用的，希
望能夠幫到國家，幫到香港。」
林健鋒還說，香港商界要明白

「Not to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不要把所有雞蛋放
在一個籃子裏面）」的道理，
除了美國以外，更要積極開
拓全球其他市場，尤其是
內地大市場，以及各地新
興市場等，把握最新修
訂的CEPA服務貿易協
議等機遇，做好「引
進 來 」 「 走 出
去」，向全球傳播
與中國合作共贏
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子晉

文化是軟實力、也是摩擦的軟化劑，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都會，香港在中
美文化交流方面可以有所擔當。身為香港文藝界人士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日

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文化柔軟卻有力量，而這種力量往往超越國界。她希望
香港可發揮「文化轉譯者」的作用，以「文化共性」構建國際話語體系，包括聚焦全球性議

題，通過藝術表達展現中國方案。
鄺美雲形容，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獨特的文明對話平台。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文化作為「柔

性紐帶」，可以向世界傳遞中國的和平發展理念與文化包容性。她認為香港可發揮「文化轉譯
者」的作用，憑借成熟的國際化語言環境和創意產業基礎，將中華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轉化為
國際社會易於理解的藝術形式，通過電影、音樂、舞蹈、數字藝術展覽等媒介，講述中國
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真實故事，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在國際傳播方面，儘管民間團體在促進香港與內地以及國際間的交流合作時面臨文化
差異、語言障礙以及國際政治環境不確定性等困難，但鄺美雲堅信文化的魅力和凝聚
力，而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
重要途徑。她舉例，她去年參加了香港文聯舉辦的「藝文香港」國際藝博會，參展
藝術家就來自國內外，展現了當代藝術風格與形式的多元化、包容性，促進了文
化的交流與傳播。同年，她亦邀請了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來港演出大型情景音畫劇
《千手千眼》。

三維度發力 融合科技建構灣區文化生態
鄺美雲認為，面對中美博弈，香港可在三個維度發力：
第一，打造「文化科技融合」的新優勢。她建議， 香港可以推動數字藝
術、虛擬製作、區塊鏈文化認證等前沿領域的研發，包括設立「文化科技創
投基金」，吸引全球人才開發以中華文化IP為核心的元宇宙項目，讓國際Z
世代通過沉浸式體驗，了解中國。

第二，構建「大灣區文化協同生態」。香港應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共建「文化
產業鏈」—例如深圳的科技、珠海的歷史、香港的國際營銷，可聯合製作
既體現中華美學，又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影視、動漫作品；推動「文化人才
自由流動計劃」，簡化內地藝術家來港創作、展演的簽證/註與稅務安排。
第三，強化「文化安全」與「話語創新」的平衡。鄺美雲強調，在國際

傳播中，香港既要堅守國家文化主權，如建立文化產品內容審查的專業指
引，也要避免僵化說教。可借鑒《哪吒》、《流浪地球》等系列電影的成功案
例，用世界性敘事包裝中國價值觀，創作反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作品。
鄺美雲希望以「文化共性」構建國際話語體系，如聚焦氣候變化、社區共融

等全球性議題，通過藝術表達展現中國方案；同時善用香港的法治與專業化
平台，如文聯、國際藝博會、影視展等，建立更多元的交流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哪吒哪吒》、《》、《流流
浪地球浪地球》》等系等系
列電影深受市列電影深受市
場歡迎場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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