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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科 教 興
國、人才強國、
創新驅動」的國
家發展戰略坐標
下，香港正迎來
歷史性機遇。這

個曾經以金融貿易立身的國際都
會，如今站在人工智能革命的風
口，唯有將AI教育深度嵌入國家
人才戰略體系，方能重塑競爭優
勢。中央明確支持香港對接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與「一帶一路」倡
議，不僅是政策紅利的釋放，更
是香港教育轉型升級的戰略機遇
期。

香港教育改革在國家戰略框架
下實在刻不容緩。國家在《新一
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明確提
出到2030年建成世界主要人工智
能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作為
國家科技創新走廊，其集成電
路、智能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對AI人才的渴求呈現指數級增
長。由前海管理局、商湯科技、
香港科技園公司三方共同推進的
「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
心」，正是這種戰略對接的具象
化體現。

據央視財經報道，今年全國人
工智能專業的在校學生總數大約
有4萬多人，但全國AI人才缺口
已突破500萬大關。人工智能並
非單一學科，從業者必須具備跨
學科的綜合素養，香港教育體系
獨特的「兩文三語」優勢，使其
成為國際化AI人才培養的天然試
驗場。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等高校在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實
力躋身全球前10，這種學術優勢

需要通過與大灣區產業集群的深
度耦合，轉化為實質性創新動
能。

對香港普及教育的層面而言，
中小學AI課程則需要加強普及
化，對整體教育生態系統進行戰
略性重構。特區政府推出的小學
編程教育內容現時只限在高小增
潤課程推行，日後亟需進一步把
AI相關課程增設於基礎教育中各
個年齡階段，並涵蓋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和數據科學等主題。本
港教育界可以積極考慮與大灣區
的產業需求精準對接，借鑑廣州
「AI+製造」產教融合基地的經
驗，構建分層次、跨年齡的AI素
養培育體系。

另外，香港產學研轉化率長期
徘徊在低百分比，與內地先進地
區40%的水平存在明顯差距。特
區 政 府 推 出 「 產 學 研 1 + 計
劃」，釋放本地大學科研成果轉
化和商品化的潛力，這種產教融
合模式需要進一步與灣區不同行
業合作，比如跨境電商、高新製
造業等特色領域延伸，與區域內
各個孵化基地形成協同創新網
絡。

站在新時代的歷史交匯點，
香港AI教育的發展早已超越單
純的技術培訓範疇，成為國家人
才戰略的關鍵支點。當香港的創
新基因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產業
動能深度融合，香港這座城市正
在書寫「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教
育創新範本。在中央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香港更應在國家人才
高地的建設中，發揮出新的更
大的作用。

穆家駿 全國青聯委員 灣仔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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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正值「十四五」規劃收官與「十五五」規劃布局的關鍵交匯點，
今年全國兩會備受關注。國務院總理李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2024 年
我國經濟保持「穩中有進」，實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 5.1%。
2025 年設定 GDP 增長 5%左右的目標，強調「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
步」，着力將發展成果轉化為民生福祉。「兩高」報告又對平台經濟用工亂
象明確以「用工事實」認定勞動關係，破解新業態勞動關係認定難題。全國
兩會為國家未來發展謀篇布局，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也應深入基層參與民生調

研和弱勢群體幫扶，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聚焦大灣區機制對接，推動醫療、安老、
職教等民生領域協同發展，利用香港內聯外通優勢深化國際合作，攜手各界凝聚共識和智
慧，聚合力量以實際行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做好人心工程，切實為市民謀幸福。

黃國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工聯會理事長

政府工作報告在涉港澳部分，新
增「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這一新表
述，顯示中央對香港鞏固國際化優
勢的明確導向，體現中央對香港獨特
地位的重視。這一表述亦傳遞出中
央對香港進一步發揮國際橋樑作用
的新期許，鼓勵香港不斷強化內聯
外通優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多管齊下優化就業保障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就業是民生之

本」，指出「要完善就業優先政策」
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當中，「加
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
保障，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切實保障勞動者薪金發放」等議題，
為香港帶來啟示。香港需與國家協力
應對挑戰，落實「多勞者多得、技高
者多得、創新者多得」。職業教育改
革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職
普融通、產教融合，增強職業教育適
應性」，香港可藉此優化教育體系，
加強課程與產業實踐對接，培育符合
市場需求的人才。大灣區職業教育應
協同發展，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產業升
級轉型的人力培養。

「兩高」報告對勞動者保障內容
亮眼，對於平台經濟用工亂象明確
以「用工事實」認定勞動關係，破
解新業態勞動關係認定難題。最高人
民法院強調以「支配性勞動管理」作
為判斷勞動關係的核心標準，並透過
「線上隱形加班」補償等案例完善司

法實踐，確立「實質性勞動付出」與
「佔用休息時間」的裁量原則，五年
累計處理42萬宗勞動糾紛。相比之
下，香港外賣員等新業態勞動者仍
被歸類為「自僱人士」，面臨演算
法管控與權益缺失雙重困境。香港
可借鑒內地司法經驗，加快勞動保
障研究進程，發揮法制優勢構建特
色保障機制。

一年來，全國政協黨組會議和主席
會議、機關黨組會議和秘書長會議、
各專門委員會分黨組會議和主任會議
堅持和落實「第一議題」制度，傳達
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最新重要講話和
重要指示精神221次，舉辦各類協商
議政活動85場次等。提案工作秉持
「提案不在多而在精」原則，共收到
提案 6,019 件，辦覆率達 99.9%，向
1,800多位委員寄發提案辦覆證書。全
國政協委員履職成效突出，累計推進
「服務為民」活動6,501項，惠及群眾
超百萬人次，有效發揮提案集民意、
助決策的積極作用。

聚焦灣區機制對接 積極惠民生
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我們應

發揮「雙重積極作用」，一方面深
入基層參與民生調研和弱勢群體幫
扶，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大
灣區的提案貼近實際需求；另一方面
在港開展「進校園」行動，說好國家
強國發展的新好故事，並運用抗日戰
爭勝利、東江供水等豐富紅色資
源，以及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

罷工和兩航起義等生動愛國工運故
事，加強青少年認識國情、國民認
同感。

出席全國兩會期間，筆者深刻感受
到國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心，科
技創新與法制建設同步發力。習近平
主席多次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
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為大灣區法制協同發展提供指引。香
港可發揮普通法體系及國際仲裁優
勢，積極探索進一步放寬大灣區內地
企業可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和法例為
合適適用法例。對於跨境金融糾紛，
需完善處理機制並研究詐騙案件責任
分擔規則，平衡受騙者與匯款者權
益，工聯會近兩年接獲的200多宗匯
款凍結案例凸顯解決此類問題的迫切
性。同時建議加強企業合法權益保
障，禁止非執行法院命令情況下動用
警力介入經濟糾紛，引導透過法律途
徑解決民商事爭議，以構建穩定法制
化營商環境。

在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閉幕會
上，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強調扎實做
好「四個凝聚」工作，即凝聚人心、
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應主動參與實務工
作，聚焦大灣區機制對接，推動醫
療、安老、職教等民生領域協同發
展，利用香港內聯外通優勢深化國際
合作，攜手各界凝聚共識和智慧，集
合力量以實際行動建設灣區，助力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好人心工
程，切實為市民謀幸福。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月
20日宣誓就職當天簽署
行政令，組建由 SpaceX
首席執行官馬斯克牽頭的
政府效率部（DOGE），旨
在大幅削減聯邦開支，提

高政府工作能力和效率，並將其稱作
「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哈頓計
劃』」。

國際社會圍繞美國內部這一重大變化及
體制改革議論紛紛。如今近兩個月過去，
只見美國政府效率部瘋狂裁員，首期目標
為聯邦僱員總數的5%至10%，全國有超過
3萬名聯邦員工收到離職通知，多個機構
的裁員計劃正火熱推進。白宮也推出「買
斷離職計劃」，給願意主動辭職的7.5萬
名聯邦僱員發8個月薪金。這一套融合精
簡的「組合拳」下來，已有逾10萬名聯
邦僱員離開工作崗位，離職人數約佔總數
的4.5%，距離裁員目標還差點，所以現時
美國政府內部人心惶惶，裁員浪潮還將繼
續。可能裁員手段起初的確是為了削減開
支，但最終顯現的效果，卻是人員調動、
資源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馬斯克鐵腕裁員 華府僱員惶恐不安
特朗普3月6日在社交媒體發文稱，過

去幾周，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取得
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然而聯邦
政府裁員應該像使用「手術刀」一樣精
準，而非採取「大斧頭」式的粗放方
式。馬斯克在接受電視專訪時也表示：
「很難，但是沒有回頭路了！」有美國
媒體形容，馬斯克「差點落淚」。《紐
約時報》專門解讀說，特朗普此舉既公
開支持馬斯克，又試圖限制其「不加區
分」的裁員做法，反映出共和黨內部對
馬斯克在聯邦政府採取的「鏈鋸式」裁
員及其對官僚體系和政府僱員的「不
屑」日益不安。那麼，這種所謂體制改
革之路，還有多長？還能堅持多久？

特朗普沉澱四年，本次上台在官僚機
構改革層面，無論是行政部門還是軍
方，矢志要重塑一個「有效」、「聽
話」並「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

政府，但在美國政治極化更加凸顯、經
濟失衡越發嚴重、社會撕裂日益加劇的
狀況之下，美國內外政策轉向和制度調
整路漫漫其修遠兮，稍有不慎反會後退
千里。

首先，上一個任期，特朗普口不擇
言，好勝自大，以極強的個人治理風格
成為全民的民粹主義偶像。他空降白
宮，沒有團隊班底，面對整個公務員系
統孤身作戰，被政務官及政客擺弄得團
團轉，遭遇挫敗，聲名狼藉，甚至被自
己內閣成員背叛摒棄；四年後東山再
起，他衝破了許多約束美國政治生活規
範的非正式限制，加強內閣掌控，再一
次執政無疑不想重蹈覆轍。他任用馬斯
克，劍指聯邦文官系統；任命赫格塞思
統領國防部，意在美軍武官和部隊。

特朗普「反腐」為鞏固政治根基
特朗普一直宣揚由傳統精英組成的美

國政府已是「腐敗」的沼澤，而他要
「正風清洗」，天翻地覆地結構改組，
要提高政府「效率」，整治尸位素餐。
他雄心勃勃設立政府效率部，佔據道德
高地，高舉「反腐提效」大旗，打擊民
主精英政客及利益集團大鱷，為基層老
百姓出氣，既是履行選舉承諾，增強政
治影響力，也是凝聚民心，為自己未來
的政治行動積累更多民意支持。

其次，馬斯克大刀闊斧式裁員，「先
開槍、後瞄準」，上至高官，下到職
員，怨聲載道，引發白宮內閣成員之間
內鬥，遭遇多部門抵制。突然的大規模
裁員，在行政部門引發一系列問題，政
府正常運作被搞亂套。如國稅局因人手
不夠，退稅和審計業務積壓成山，許多
人拿不到退稅；社會管理局方面，福利
申請時間直接翻倍；國土安全部和情報
部門，安全系統出現漏洞等。

據說在日前白宮內閣會議上，國務卿
魯比奧與馬斯克唇槍舌劍，上演一齣
「火星撞地球」。魯比奧對已有1,500
多名美國外交官通過「買斷」計劃撂挑
子走人氣憤不已，嘲諷：「要不要把這
些人都重新招回來，好讓馬斯克再親自

解僱一次？」特朗普緊急拉架，重新劃
定政府效率部的職權範圍，政府各部門
的管理權歸內閣部長，馬斯克只能提建
議，不能單方面決定人事或政策調整，
最終是否裁員由各部門自己負責。

事涉濫權 法律訴訟接踵而來
再者，馬斯克削職後的改革之路障礙

重重。截至目前，已有14個州的民主黨
檢察長聯合對政府效率部提起訴訟和禁
制令。他們認為，馬斯克的改革行動超
越了法律賦予該部門的權限，嚴重侵犯
了各州以及聯邦僱員合法權益，明確要
求法院限制馬斯克的權力範圍，阻止其
繼續推行一些被認為是「激進」、「隱
私」的改革措施。法院經審理，最終裁
決對政府效率部的部分權力予以限制，
如不允許調查財政撥款等。這無疑給馬
斯克的改革行動潑了一盆冷水，使政府
效率部後續工作開展困難重重，也讓美
國民主共和兩黨原本就複雜的權力博弈
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大量被解僱的聯邦
僱員也試圖通過法律捍衛職位，許多案
件已提交至法院審理，相信以後還有更
多法律訴訟會接踵而來。

最後，特朗普強調馬斯克的所有行動
都需要白宮批准，試圖在高效管理模式
和傳統政府體系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權衡政治現實與改革創新。但顯然，各
部門有明確的法定任務和地位，很多還
與國會掛鈎，其成立、規模及公職管理
都是通過立法決定，並同意財政撥款，
不可如企業般按老闆個人喜好輕易削
減，民主黨議員的強烈反對加上部分共
和黨人的顧慮，國會內部也會產生巨大
分歧。

只能說，特朗普上任後進行的削支炒
人舉措，讓美國政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動盪之中。未來馬斯克能否突破重重挑
戰，繼續破浪前進，眾視之搖搖欲墜，
但結局如何，特朗普與馬斯克也已佔盡
先機與好處，因為他們在調查清算過程
中所掌控的各部門財務狀況、敏感資料
數據、秘密檔案等都盡歸白宮，或可換
取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利益。

特朗普式改革加劇美國撕裂動盪
何志平

加強香港AI教育
建設高端人才高地

新的學年，黃
大仙區天主教博
智小學及南區鴨
脷洲街坊學校因
收生不足被派 0
班 小 一 ， 面 臨

「殺校」。教育局預計，學齡人
口下降屬「結構性」，預料未來
幾年挑戰更大。香港人口出現老
齡化和少子化的趨勢，學齡人口
持續減少，有學校因收生困難面
臨「殺校」危機，這既是一個無
奈的現實，也是政府和社會須共
同面對的課題。政府須以學童
福祉為依歸，思考應對之策。

香港每年出生的嬰兒數目呈現
下降趨勢。2011年共有95,451名
嬰兒誕生，到2019年跌至52,856
名。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生育率
進一步下跌，2020年有43,000名
嬰兒出生，2021 年降至 36,953
名，2022 年再降至 32,950 名。
2023年雖然疫情過去，出生數目
停止跌勢，全年有33,288名嬰兒
出生，但仍比2021年少約一成。

學生人口下降趨勢將持續
生育率持續下降，是小學收生

困難的主要原因。社會呈現少子
化的趨勢，不僅對教育界產生影
響，同時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
層面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一
問題已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
注。過去幾年來，政府推出多項
鼓勵生育政策，包括推出新生嬰
兒獎勵金、提高有新生嬰兒家庭
的稅項扣除，以及房委會推出
「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
「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等，
近日政府又建議修訂守則，取消
自用雪卵、存精或胚胎的10年儲
存法律限制。

此外，政府推行的各項人才入
境計劃中，2022年底推出的「高
才通」計劃，截至2024年12月
底，已吸納75,000名高才帶同其
家人抵港，為香港學校帶來新的
生源。

不過，不論是鼓勵生育計劃，
還是引入人才計劃，仍不足以根
本地解決生源不足、學校收生困
難的問題。一部分學校無可奈何

地要面對縮班、「殺校」的問
題，有一部分學生會因此受到影
響。教育局為避免過多的學校和
學生受到影響，採取了多方面的
措施，其中包括將開班線由24人
降至16人。

社會上有一些意見認為，教育
局應進一步下調開班線，放寬開
班要求，以保住學校免於「殺
校」危機。筆者並不認同這種觀
點，因為一切教育政策，都必須
以保障學生福祉為依歸。學生在
學校除了學習書本上的知識，還
需要有社會性互動。一般認為，
小學階段，每班人數在20至25
人，每年級有多於一個班級，對
學生成長最為理想。

從國際的經驗看，美國的公立
小學平均每班人數約 20 至 25
人，日本每班約15至20人，芬
蘭每班16至20人，新加坡每班
25至30人。內地一部分率先推行
小班教學的先進城市，也將小學
每班學生數定為20至30人，比
如深圳部分公辦小學每班人數20
至25人，杭州一部分推行小班教
學的學校，每班學生數定為28人
左右。

每班16人開班線科學合理
筆者認為，小學每班16人，已

是十分寬鬆的做法，人數進一步減
少，只能做到補習社的效果，不利
學生的學習成長，有損學生福祉。

學生人數減少，難免會有一些
學校面臨「殺校」的問題，相關
辦學機構和學校須理性看待這一
問題。辦教育的宗旨是為了學
生，而非為了辦學機構的利益。
隨着時代變遷，一部分學校的歷
史使命已完成，哪怕學校過去曾
有光輝的歷史，曾經為社會作出
重要的貢獻，但都應從保障學生
福祉的角度，看待「殺校」問
題，積極考慮透過重組、併校等
方式，確保學生有良好的學習和
成長的環境。

與此同時，政府也應想盡一切
辦法，為受影響的學生和家長提
供足夠的支援和協助，為他們安
排好更理想的就學條件，保障每
一位學童的福祉。

管浩鳴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以學生福祉為依歸
應對生源不足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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