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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系統絕對安全嗎？」如果我問大家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會思考片刻然後回答我「不」。現在人們認
為AI非常強大，這固然正確，但同時筆者希望大家能
夠關注一些問題。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AI系統的訓練過程，當中至少
有3個關鍵要素：訓練數據、標記訓練數據、AI模型
和算法。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如果我想創建一個
AI系統來識別一張圖片是狗還是貓，就像訓練孩子識
別貓狗一樣，我們可能不需要準確地說出狗或貓的特
徵，而是當我們看到狗時，我們會告訴他們這是狗，
當我們看到貓時，我們會告訴他們這是貓。訓練AI系
統也是類似，我們會提供大量狗和貓的圖片，然後告
訴AI模型哪張圖片是狗，哪張圖片是貓，AI模型（加
上底層算法）會嘗試學習狗和貓的特徵，最後便會提
取足夠的特徵來識別給定圖片是狗還是貓。

如果理解了上述概念，大家就會明白，AI系統的準
確度有幾個關鍵點。首先，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訓練數
據？如果一個孩子從未見過老虎或獅子，我們能指望他
區分老虎和獅子嗎？這非常困難。有時，我們遇到的動
物可能很難區分是狗還是貓，甚至人類也無法分辨，AI
系統的情況非常相似，如果它從未見過，可能也無法準
確區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一些使用自動駕駛
AI系統發生的車禍，因為AI系統可能沒有針對道路中

的這些特殊情況進行訓練。其次，AI系統的訓練依賴
於我們如何標記訓練數據。如果我們給一張狗的圖片貼
上「貓」的標籤，系統就會被錯誤地訓練，這也是一些
政府部門擔心大型語言模型的原因，因為我們永遠不知
道訓練數據是否「完整」，以及訓練過程中是否存在任
何「偏差」。最後，現實中有很多AI模型和底層算
法，是否選擇出正確的模型也是一個問題。總而言之，
我們可以看到AI系統並非100％安全。

但是，儘管AI並非100%準確和安全，筆者仍然鼓勵
每個人都使用這項技術，因為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大有
裨益，只是我們需要添加額外的保護措施。例如，人
臉識別可能並非100%準確，但是，如果我們在系統中
添加指紋、虹膜識別，那麼錯誤識別的可能性就會大大
降低。此外，人工智能系統是否安全還取決於其背後數
據的價值。如果人工智能系統與金融應用掛鈎，並且當
中涉及大量資金，那麼我們需要確保該系統真正安全可
靠，並添加額外的保護措施。因此，如何判斷人工智能
系統是否足夠安全，將取決於如果被黑客攻擊會造成
多少損失。所以，無論進入住宅區還是軍事建築，我
們都會發現其對人工智能系統的關注點有所不同。

筆者將在之後的文章中討論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讓我
們的日常生活更輕鬆，以及別有用心之人如何利用人
工智能進行詐騙。

歡迎投稿、反饋。論壇版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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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及
其轄下的心連心學院於 2022 年
12 月成立，2023 年 5 月 19 日在
與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
合辦的「香港社福開新篇高峰
會暨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
成立典禮」上正式向外宣布成
立。

「心連心」是一間非政府慈善
機構，以「同心圓」的信念，致
力團結香港社福界，與各界通力
合作，支持特區政府良政善治，
關心全港市民的需要及幸福，促
進香港與內地社福服務相互提
升。「心連心」更將全球社福工
作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努力畫
出社福「同心圓」。在過去兩年
多的時間裏，「心連心」主辦及
合辦的活動達48個，參與人次超
過40,000人。

香 港 社 福 界 面 對 的 挑 戰 不
少 ， 包 括 如 何 保 持 服 務 的
「質」和「量」，以滿足市民
大眾的需要，以及如何開闢新
路 徑 ， 創 造 「 優 化 」 及 「 增
加」服務的空間，創造新動力
及新資源，推動社福發展與時並
進。社福機構此時都應以「積極
開放的心態」、「關愛創新的精
神」探求適合自己機構發展的方
案。管理層坦誠與董事局及員工
溝通，共謀以人為本及持續可行
的服務。在過程中，各機構會善
用社署的新安排，例如增加機構
運用整筆撥款儲備的彈性及確定
性、減省機構處理成本分攤的
工作負擔，優化《津貼及服務
協議》、鼓勵機構進行財政推
算及規劃以善用儲備，以及促
進機構跨服務資源運用的協同
效應等，重點是拆牆鬆綁、精
簡流程以及提升效率。「心連

心」亦希望各津助機構能夠加
強機構間的交流互動，將不同
機構的智慧積聚，達到「1+N」
的效益。

就整個社福發展而言，特區
政府及社福機構雙方應同心合
力，秉承關愛市民大眾福祉的
初心，以創新的思維創造「新
發展空間」；例如大家可認真
探討服務整合，工作流程再造，
跨機構、跨界別合作，資訊數字
化、AI技術應用及創造更有效的
新服務模式等。在資源應用上，
各機構可善用政府的「樂齡及康
復創科應用基金」以及 5 億元
「專項基金」等，並向其他界
別（例如慈善基金等）尋求資
助。

自2023年開始，「心連心」每
年都會在施政報告醞釀期間，以
問卷及聚焦小組形式廣泛收集持
份者對來年社福政策的意見，並
舉辦大型交流會，讓持份者自身
與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官員交流
互動。在這「三步」工作完成
後，「心連心」會向特區政府提
交報告，並加入具體政策建議，
以優先次序排列。今年的施政報
告問卷及聚焦小組正在進行中，
稍後在 6 月 27 日進行大型交流
會。「心連心」期待特區政府及
社福界能把握施政報告的機遇，
聚焦公共財政的情況，一同提出
務實、可持續的創新政策建議，
特別是上文提及有關創造「新發
展空間」方面。

在未來的日子，「心連心」
會繼續以「同心圓」積極發揮
社福界「新地標」、「新動力」
及「新平台」的作用，幫助社福
發 展 行 穩 致 遠 ， 市 民 生 活 幸
福。

創造新發展空間
以人為本造福社群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今年所作的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港澳要「深
化國際交往合作」。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
人」，國際化教育水平備受認
可。國家也頒布了《教育強國建
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指
導未來十年的國家教育發展。這
些政策不僅關乎國家教育體系不
斷優化完善，也為香港的幼稚園
教育指明了方向。透過兩會精
神，香港幼稚園可以進一步深化
與國際的聯通，強化國際視野的
定位，以培養具備全球競爭力的
未來人才。香港具有內聯外通的
優勢，十分有利創設更多具特色
的學前教育內容。

培養多元認知 建立國際視野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成為不

可逆轉的趨勢，國際合作與交
流日益頻繁。幼稚園階段是孩
子們認識世界的起點，因此，
在這一階段培養孩子的國際視
野至為關鍵。在中西文化薈萃
的香港，既能感受中國傳統文化
底蘊，亦能體驗西方文化。幼稚
園可讓學生認識及建立對不同文
化的認知、培養不同的思維方
式，從而增強他們的包容性和適
應能力。在不同的體驗和交流活
動中，孩子們可以學會尊重他
人、理解多元文化，從而成長為
具有國際責任感和全球視野的
中國人。同時，特區政府要鼓
勵業界積極探索多元化的教學
模式和合作機會，為孩子們的
成長提供更廣闊的平台和更豐
富的資源。

此外，香港要深化教育改革，
推動教育公平和質素提升，為香
港的學前教育提供新的機遇。幼

稚園可結合本地特色，設計符合
國際標準的課程和活動，促進孩
子的全面發展，例如引入STEAM
教育（科學、技術、工程、藝術
和數學）理念，促使孩子在實踐
中學習，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和邏
輯思維。一直以來，教聯會致力
於加強支援學校推行 STEAM 教
育，以教聯會的香港科技創新教
育聯盟為例，在「強教必須強
師」的理念下，過去聯盟舉辦了
「科創．起．承」青年科技創新
教育計劃，為本港多間中小學提
供到校培訓，如舉辦的機甲大師
課程，就深受學生歡迎。如能將
計劃持續延伸至幼稚園階段，相
信能夠有效地惠及教師的專業發
展，幫助學生開拓新的視野，加
速與國際接軌。

聯通世界 走向未來
教聯會過去一直為業界提供不

同的交流考察機會，更設有教育
培訓交流中心，具有成熟和全面
的交流平台。相信業界通過相關
計劃，能夠進一步深化與不同的
教育機構的合作，建立多元化的
交流平台。這些合作不僅限於學
校之間的聯繫，還可以包括教師
和家長的參與。透過舉辦優秀教
師研討會、交流活動和文化節，
幼稚園可以讓孩子們接觸來自不
同國家的文化，提升他們的社交
能力和語言能力。在聯通世界的
重要方向下，應着重培養孩子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不僅僅
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價值觀的培
養。在傳統中華文化師德、師風
的影響下，相信教師可讓學生從
小明白香港「一國兩制」的優
勢，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
念。

香港大學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副院長姚兆明

5月初，沙田區議員與美林邨居民，以及來自學校和公益
服務組織的持份者，在「幸福先行 ． 預試計劃」——社區
參與設計思維工作坊就「何謂幸福」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
這場由房屋署委託的設計顧問主導的活動中，持份者以樹木
為主題，探索如何以「綠色生活」的概念去優化屋邨的生活
空間，實踐「參與式治理」。

美林邨的「綠色基因」，其實早在建邨時就有了。規劃者
既在名字上取其「美好林木環境」的寓意，又保留了原址的
原生龍眼、槐樹等樹種，讓自然與建築共存。屋邨的樓宇命
名也極具巧思，全部以「木」為部首，如美楓樓、美槐樓、
美桃樓，形成了一套「植物符號系統」；這在1970年代以數
字（如第一座、第二座）命名公屋的普遍做法中，顯得別樹
一格，亦奠定了屋邨與林木共生的身份認同。

綠色生活融入建築之中
這種「綠色基因」也延續到邨內的各種建築設計。美林商場

中庭的金字塔天窗，將自然光引入中庭，融合了建築美學與環
保功能，在那時代是公共空間設計的重大突破。而中庭上蓋的
三角形更被巧妙地化作邨內的視覺符號，暗藏於橫跨明渠的行
人天橋、置放於行人通道的上蓋，以及成為屋邨標誌（用三角
形頂部構成樹木形象）。這些細節塑造了美林邨獨有的建築語
言，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不經意地與林木意象對話。

多年來，美林邨的綠化環境一直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2000年代，美林邨的大葉榕入選房委會「屋邨十大最受歡迎樹
木」，成為住戶心目中不可或缺的自然景觀之一。今天房屋署
進一步將綠色生活概念融入「幸福先行．預試計劃」，希望透
過設計優化，讓美林邨成為公共屋邨綠色生活的榜樣。

在社區參與工作坊中，設計團隊帶領居民實地考察邨內樹
木的種類，從龍眼樹、白楸，到血桐與石栗，邨內的植物多

樣性令人驚嘆；又安排學生將收集到的樹葉製成標本於街站
進行展示，讓更多街坊了解美林邨的自然資源。

居民參與治理共創幸福
實踐「參與式治理」是這次工作坊的亮點之一。多名沙田

區議員積極參與其中，與居民一同考察休憩空間，並就「綠
色走廊」的構想討論改善建議，讓日常生活與自然無縫連
接。例如，有長者提到，邨內西邊的休憩區午後受西斜影
響，居民因此多集中於東邊乘涼，建議未來設計充分考慮陽
光角度，增設遮蔭設施以提升舒適度。

區議員的角色不僅是橋樑，亦是倡議者；了解到居民對人
文歷史的重視，有區議員曾建議增加以樹木為主題的公共藝
術設施，例如以「梅子林」歷史為靈感，在邨內牆面設置馬
賽克壁畫，將人文歷史與綠色生活結合。

在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上，區議員也提出建設性意見，
討論如何延伸「綠色走廊」至大圍明渠；同時，因為明渠曾
因暴雨受到嚴重損毀，未來活化方向必須兼顧抗洪能力與安
全，構建藍綠結合的「藍綠走廊」十分重要。此外，區議員
應回應居民期望，增設單車停泊設施、緩跑徑、休憩處以及
寵物公園，全面提升公共空間的多元化與實用性。

美林邨的綠色生活，並非單純地種植更多的樹木，而是將
自然融入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通過設計與「參與式治理」，
讓居民在共創過程中建立歸屬感與幸福感。未來房屋發展，
將加強提供舒適的公共空間，讓長者習慣多外出乘涼或與人
傾談，有助開闊身心。美林邨正是這種「提質」社區治理的
最佳實踐。隨着「綠色走廊」的逐步實現，美林邨的幸福生
活會如其邨名所寓意的那樣，在綠意盎然的林木間生根發
芽、枝葉繁茂，成為沙田區公屋規劃中的一抹亮色，也為未
來的社區營造提供啟示。

居民參與建設社區 更增歸屬感幸福感
沙田區議員鄧肇峰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首階段旅遊熱點落實項目，包括開放舊
油麻地警署、特色社區之舊城中環及香港龍城深度遊等，並
推動香港工業品牌旅遊。在全球旅遊業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
下，香港正站在文旅產業轉型的關鍵節點，亟需重新梳理自
身獨特的「城市基因」，結合地區特色與創新思維，打造可
持續的文旅產業新質生產力。

從政策規劃到市場實踐，香港可逐步探索一條融合歷史文
化、多元盛事、跨界生態與科技賦能的轉型路徑，而其成敗
關鍵在於能否將「港味」轉化為不可替代的旅遊體驗。

從「景點打卡」轉向「深度體驗」
過去，香港旅遊的傳統優勢集中在維港夜景、主題樂園和購

物商圈，但這些已難滿足新一代旅客對個性化、在地化體驗的
需求。近年數據顯示，內地旅客的娛樂消費顯著增長，逛展、
觀劇、演唱會等文化活動成為新潮流，旺角金魚街、落日飛車
觀光巴士等「生活化場景」已成內地遊客「打卡」首選。這意
味着，香港需要將旅遊重心從「景點打卡」轉向「深度體
驗」，而全港十八區豐富多元的文化底蘊正是突破口。

例如，深水埗的鴨寮街以二手電子產品聞名，若能結合
「復古科技市集」與工作坊，讓遊客體驗修理舊收音機或製
作懷舊遊戲機，便能將市井文化轉化為可互動的文旅IP；九
龍寨城公園因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爆紅，其獨特文化魅
力蘊含巨大的旅遊開發潛力。未來特區政府可研究將九龍寨
城公園周邊地區改造為沉浸式文化體驗區，結合虛擬現實技
術重現上世紀的市井生活，並引入手作工坊讓遊客參與傳統
工藝製作，如打鐵、竹編、糖畫等，形成「懷舊+文創」的
體驗閉環，凸顯地區獨特性，避免千篇一律的商業化陷阱。

此前，特區政府推出「日夜都繽紛」活動，成功帶動市面氣
氛，吸引市民外出消費。未來可通過「主題化策展」和「科技
賦能」提升深度。台北的「白晝之夜」透過藝術裝置激活街
區，香港可借鑑此模式，將「#ddHK設計#香港地」等活動從

短期展覽升級為年度標誌盛事，將十八區轉化為「露天美術
館」。例如在西貢橋咀洲設置地質藝術裝置，結合火山岩地
貌打造「自然與藝術共生」的徒步路線；在離島區大澳漁村
引入光影藝術節，以「水鄉燈飾」重現傳統棚屋文化等。

推動「全民旅遊大使」計劃
面對年輕客群對「碎片化、個性化」行程的需求，香港也

需加速智慧旅遊基建。旅發局可整合優化現有平台，推出一
站式App，利用AI技術提供個性化行程推薦，例如根據遊客偏
好自動生成「文青路線」串聯PMQ元創方、西環壁畫街，「親
子路線」整合挪亞方舟主題公園與大埔林村農耕體驗等。此
類技術可進一步與AR結合，參考東京「TeamLab無界美術
館」的沉浸式互動，在熱門歷史建築如中環大館、舊油麻地
警署等投射虛擬場景，讓遊客「穿越時空」感受昔日香港。

此外，大數據驅動的「精準營銷」至關重要，目前許多新晉
的網紅「打卡」地，其背後是演算法精準推送「街區深度遊攻
略」的助力。數據顯示，一個旅遊訂單可帶來7筆以上泛消
費。透過分析旅客消費行為，香港可針對不同客群設計專屬產
品。例如可針對中東旅客推出「清真美食地圖」與阿拉伯語導覽
服務；針對年輕族群開發「城市探秘」遊戲，將打卡點隱藏在街
市、唐樓中，不僅創造差異化體驗，更結合獎勵機制刺激二次消
費，形成「體驗-消費-傳播」的鏈條。同時，特區政府也要持
續推動「全民旅遊大使」計劃，鼓勵市民參與文化導覽、手作
市集等社區項目，將「港式人情味」轉化為核心競爭力。

從九龍寨城的歷史傳奇到離島漁村的樸實日常，從廟街夜
市的霓燈閃爍到西九文化區的藝術盛宴，香港的市井煙火與
中西交融的歷史底蘊，是塑造差異化文旅體驗的核心競爭
力。未來唯有將多元文化資源，轉化為「獨特在地體驗」，
並以科技與政策賦能產業鏈，把握大灣區「一程多站」的機
遇，方可將「人氣」轉化為「財氣」，讓文旅產業成為發展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引擎。

融合地區特色 促文旅產業創新
李湃豐

善用內聯外通優勢
優化學前教育

教聯會理事溫志倫

心連心學院院長譚贛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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