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共建全球AI與機器人產業高地
廣東新措「12條」攜手關鍵核心零部件研發和產業化 共拓海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

道）廣東省政府近期出台12條政策措施，

推動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產業創新，加快打

造全球人工智能（AI）與機器人產業高

地。在廣東省政府新聞辦公室4月1日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

廳廳長曾進澤在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

時提出，廣東將支持廣州、深圳、珠海等

城市，與港澳合作在人工智能芯片、智能

終端以及機器人伺服系統、減速器、傳感

器等關鍵核心零部件的研發和產業化上取

得突破；同時共同開拓海外市場，借助港

澳的國際化平台與網絡支持廣東省內人工

智能和機器人企業 「走出去」，提升大灣

區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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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4月
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普京：俄中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
普京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候，

表示很高興看到同習近平主席達成的各項共識
得到有效落實，俄中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各
領域務實合作持續深化，「俄中文化年」順利
推進，引發積極熱烈反響，夯實了兩國友好的
民意基礎。今年是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

年，期盼中方來俄出席紀念活動，共同慶祝抗
擊納粹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勝利。俄方正
全力推進籌備工作，願以此為契機推動俄中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不斷深化雙
方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
框架下的合作。面對動盪不定的國際局勢，俄
中雙方應持續向世界發出加強戰略協作的有力
信號。

王毅：中俄關係只會越走越寬廣
王毅轉達了習近平主席對普京總統的親切

問候，表示在兩國元首的戰略指引和關心推
動下，中俄關係成熟、堅韌、穩定，政治互
信不斷加深，戰略協調更加緊密，務實合作
持續深化，保障了兩個大國各自的發展振
興，維護了雙方在重大國際地區事務中的共
同利益。中俄合作從不針對第三方，也絕不
受外部干擾。中俄關係不會止步不前，只會
越走越寬廣。中俄友好不是面向當下，而是
着眼更長遠的未來。
王毅說，80多年前，中蘇兩國人民分別在亞

洲和歐洲主戰場上前仆後繼、浴血奮戰，付出

巨大民族犧牲，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和納粹法
西斯，為人類和平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80年
後的今天，中俄作為動盪世界中的重要穩定性
力量，要攜手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共同維護戰
後國際秩序和聯合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
位，共同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
雙方已就支持彼此舉辦「80周年」重要紀念活
動進行了全面對表，相信兩國元首年內重要交
往將再次書寫中俄關係的新篇章。
訪俄期間，王毅還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

行多輪會談。

普京會見王毅 中俄合作從不針對第三方

粵港澳合作前景
正在推進項目
●人工智能：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攜手中國科學院深

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中山大學、深圳優必選等機構與
企業，深度開展廣東省智能無人裝備系統、視覺導航
等領域聯合技術攻關

●機器人產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及其人工智能與機
器人研究院牽頭，聯合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共同組建
廣東省具身智能機器人創新中心，聚焦攻關具身智能
機器人的關鍵核心技術，打造具身智能機器人本體

未來三大方向
●技術研發協作：粵港澳深化技術交流與研發協作，

攜手攻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關鍵技術難題

●產業鏈互補：支持大灣區廣州、深圳、珠海、佛
山、惠州、東莞等城市，與港澳合作在人工智能芯
片、智能終端以及機器人伺服系統、減速器、傳感
器等關鍵核心零部件的研發和產業化上取得突破

●共拓海外市場：借助港澳的國際化平台與網絡支持
廣東省內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企業「走出去」，提升大
灣區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該12條措施從支持核心技術攻關、培育優質企
業、打造應用場景、培養引進人才、推進標

準體系建設等方面提出「乾貨」，支持人工智能
和機器人產業。

深化與港澳技術交流研發協作
相關措施多處提及粵港澳聯動發展，比如，在
粵港澳大灣區博士博士後創新創業大賽等賽事中
設立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有關專項賽，加快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發展聯合實驗室
等。曾進澤說，廣東省AI和智能機器人具備產業
鏈完整、生態體系相對成熟、應用場景比較多元
等優勢，香港在技術研發、國際化合作方面佔據
領先地位。
曾進澤稱，下一步，廣東將以相關措施的實施
為契機，進一步強化與港澳地區的合作。具體包
括粵港澳深化技術交流與研發協作，攜手攻克人
工智能和機器人的關鍵技術難題，整體提升大灣
區產業發展水平。同時，支持大灣區一些基礎比
較好的城市，比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
州、東莞等，發揮各自優勢，與港澳合作在人工
智能芯片、智能終端以及機器人伺服系統、減速
器、傳感器等關鍵核心零部件的研發和產業化上
取得突破，協同推進灣區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產業
集群建設。此外，還將共同開拓海外市場，借助
港澳的國際化平台與網絡支持廣東省內人工智能
和機器人企業 「走出去」，提升大灣區產品的國
際競爭力。

AI在製造業服務業領域大有作為
廣東高科技產業商會會長王理宗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人工智能在製造業和服務業
應用，可以幫助盡快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例
如，在製造業領域，人工智能可以暢通供應鏈，

實現柔性化生產，對設備故障進行檢修，對質量
進行檢測等。在服務業領域，人工智能在旅遊、
教育、醫療、養老方面都大有可為。如今「出
海」正當時，在此過程中，香港可以發揮「超級
聯繫人」作用，利用香港的國際通道和國際平台
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科研技術，為廣東相關企業
「走出去」提供支持。

「出海」重點可放在東盟市場
王理宗認為，廣東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企業「出
海」重點可以放在東盟市場，除了利用香港各種
國際優勢外，還可以借助香港整合國際上的人
才，尋找研發方面的支持。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接受採訪

時也表示，從大疆等創新實踐來看，港澳的大學
研發團隊、各種國際資金以及便利的融資條件、
與國際科技諮詢的對接等國際優勢，都可以成為
廣東AI和機器人「出海」助力。除了傳統的歐美
市場，東南亞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都可以成為廣東AI和機器人企業借助香港平台
「出海」的主力拓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新聞周刊、澎湃新聞報
道，小米SU7汽車於3月29日在安徽高速路上撞上護
欄起火，有自稱死者家屬的網友稱「車鎖未解鎖，無
法打開車門逃生」，致車上三人燒死。受到事件影
響，小米股價4月1日下挫。小米發言人1日稱公司
第一時間成立專案小組，在警方的指導下，積極配
合調查及取證等各項工作，並已依法向警方提交所
掌握的車輛行駛數據及系統運行信息。不過，此事
仍在內地社交平台登上熱搜頭條，並由智能駕駛安全
性、智駕系統可靠性等問題引發了一系列討論。
4月1日午間，小米公司發布聲明稱，據初步了
解，事故發生前車輛處於NOA智能輔助駕駛狀
態，以116km/h時速持續行駛。事發路段因施工
修繕，用路障封閉自車道、改道至逆向車道。車

輛檢測出障礙物後發出提醒並開始減速。隨後駕
駛員接管車輛進入人駕狀態，持續減速並操控車
輛轉向，隨後車輛與隔離帶水泥樁發生碰撞，碰
撞前系統最後可以確認的時速約為97km/h。

小米：可使用應急拉手開門
事故發生後，網友質疑車門斷電後無法開啟，

小米汽車工作人員回應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四
個車門內飾板下方，儲物格位置均配有應急拉
手，應急拉手為機械鎖，即使電池受損也能打
開，緊急情況下可使用應急拉手打開車門。
澎湃新聞引述業內人士分析指出，根據小米公

布的行車信息紀錄，從駕駛員接管車輛到車輛發
生碰撞，過程只有1秒至3秒的時間。當事故發生

後，車輛可能會發生車門鎖死的情況，這是因為
車速太快，車內線束被撞斷導致解鎖信號無法傳
輸，車輛解鎖動作無法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只
能依靠車內人員使用車輛配備的破窗工具通過物
理破窗逃生。但是車禍發生時，如果速度過快，
撞擊後車內人員可能喪失了反應能力。
內地此前發布《電動汽車安全要求》等多項強

制性國家標準，其中要求電池單體發生熱失控
後，電池系統在5分鐘內不起火不爆燃，這個強制
標準為車上乘員預留了安全逃生時間。

業內人士：勿迷信「智駕」
「問題是車上的駕駛員能否安全打開車門才是

關鍵。」前述業內人士稱，現階段需要了解的

是，事發車輛在撞擊後，到底是線束被撞斷無法
傳輸解鎖信號，還是其他原因，目前要看調查結
果才能給出結論。另一方面，還有可能是保證信
號傳輸的蓄電池或備用電池遭受撞擊後無法工
作，信號也無法傳輸，車輛無法解鎖。車輛撞擊
後，車門鎖死的情況此前發生過，對此，不少車
企已經開始在設計時增加安全冗餘，比如加裝超
級安全模塊，以便撞擊後信號傳輸也能工作。
前述業內人士建議，首先不要迷信「智駕」，目
前內地的新能源車輛配備的智駕，仍舊屬於輔助智
能駕駛，並沒有完全智能。另外，購買新車後，用
戶一定要仔細閱讀使用守則後上路；最後，車主在
工具箱中，一定要準備好破窗工具，以備不時之
需，畢竟安全才是車輛行駛中第一重要的事情。

小米SU7嚴重車禍疑車門鎖死 智駕安全性惹爭議

近期，不少內地機器人企業在香港設

立子公司或國際運營總部，形成「內地

研發生產+香港國際窗口」的協同模式，其內地的公

司專注於核心零部件製造與測試，而香港子公司則

承擔海外市場拓展、技術合作及資本運作職能。例

如，香港子公司計劃利用香港的金融優勢進行研發

投入，並通過自由營商環境吸引國際頂尖人才。這

一現象背後，既有企業對全球化戰略的主動謀劃，

也折射出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的底層邏輯，預計

未來將有更多機器人企業通過香港樞紐加速技術出

海與生態構建。

去年 11 月，香港特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引進辦）舉辦第三批重點企業夥伴簽約儀式，普

渡機器人作為全球服務機器人行業的領軍企業，正

式成為香港特區政府「重點企業夥伴」。該司早些

時候還在香港成立了全球研發中心與國際運營總

部，推動服務機器人行業持續的技術創新與變革。

在普渡機器人創始人兼CEO張濤看來，香港是其全

球化戰略的重要樞紐。

在3月20日的廣東省2025年春茗（香港）會上，

優必選作為廣東省科技創新代表企業受邀出席，優

必選有關負責人表示，已受邀在香港設立子公司和

香港研究院，未來將立足香港的國際化優勢輻射東

南亞、中東乃至歐美市場，還將與香港知名高校開

展聯合研發，借助香港的高校科研優勢和國際化交

流優勢，與公司在人形機器人領域的商業化落地經

驗進行有益結合。

以普渡機器人、優必選為代表的機器人企業在香

港的布局將形成示範效應，帶動上下游和同行業創

新科技企業助力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人

形機器人點燃新質生產力的新引擎，助力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

「內地研發生產+香港國際窗口」協同出海

●廣東省政府近期出台12條政策措施，推動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產業創新，加快打造全球人工智能（AI）與機
器人產業高地。圖為深圳優必選工業人形機器人在浙江寧波極氪5G智慧工廠開展協同實訓。 資料圖片

●早前，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期間舉辦的產業科
技融合發展成果展展出的智能飛行汽車。 資料圖片

●早前，深圳市億家億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高交
會上展示奶龍等AI玩伴機器人。 資料圖片

●廣州里工的人形機器人向人們招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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