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翠媚）推動香港AI樂齡科技
發展，除了培育專業人才外，
銀髮族產品質量亦相當重要。鄭
松岩在訪問中，對香港AI樂齡科技
發展提出一系列務實建議，其中包含
針對推廣和質量方面。他認為產品推出
市場時，必須確保其安全可靠，故他特
別強調產品「品質認證」的重要性。特
區政府最新透露，正研究制定「銀色品
質保證」。

一系列AI樂齡科技已應用
創新科技對長者健康護理變得越來越
重要，現時香港已有一系列AI樂齡科技
正在使用，涵蓋醫療照護、飲食輔助、
居家生活、安全出行、社交支持等（詳
見附表），由最常見的智能遠距問診系
統、穿戴式健康監測裝置等，以至與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智能防跌倒地板、能
分析呼吸與翻身頻率的非接觸式睡眠監
測墊等AI樂齡科技等。不少分析相信樂

齡科技有助把人口老化的問題變成機
遇，而能否使香港發展成為先進科技城
市的關鍵，就是「品質認證」。
鄭松岩認為，產品具有「品質認證」非
常重要，並以兒童玩具為例，指經常與兒
童身體有「接觸」的兒童玩具，需要經過
品質安全認證，以確保其無害。他認為
這種認證同樣適用於針對老年人的產
品，相信推出「品質認證」，能有效保
護他們的隱私和安全。製造商要遵循相
關法規，確保產品的安全認證到位。

3個港人 1個老年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促進銀髮經濟的30項措施，共建銀髮友
善社會。隨着高齡社會來臨，人工智能（AI）應用正積極切入
長者照護、健康管理與情感陪伴等領域，從智能跌倒偵測、語
音互動助理，到記憶輔具與遠距醫療，科企正競相爭奪這片
「銀髮藍海」。

在每10個香港人中就有3位長者的背景下，AI技術正以獨特的
方 式 ， 為 「 老 有 所 養 」 賦 予 新 的 詮 釋——「 老 有 所 AI

（愛）」。本系列報道深入採訪多家AI企業，記錄科技如何回
應高齡社會的需求，當機器學會「理解」人類，我們能否真正
實現「老有所AI（愛）」的願景？在效率與倫理之間，科技又
該如何守護尊嚴與溫度？

這些科技先驅的故事，不僅是產業創新的縮影，更彰顯了AI
時代為高齡社會帶來的無限可能。我們看見一條用演算法鋪就
的關懷之路，在這條路上，技術的終點始終是人的幸福。

AI人才缺口大 創科界籲加強培育

AI爆發期目前尚未到來

香港AI樂齡科技
主要產品一覽
醫療照護
—智能遠距問診系統
（配備AI症狀預檢分級）

—穿戴式健康監測裝置
（實時追蹤心率、血壓、血氧）

—AI慢性病管理平台
（糖尿病、高血壓用藥提醒）

—認知障礙症早期篩查AI系統
（語音互動分析）

飲食輔助
—智能防燙傷煮食爐
（自動控溫+煙霧偵測）

—語音控制餵食機械人
（可調節進食速度）

—AI營養分析餐盤
（識別食物種類與分量）

—吞嚥困難輔助餐具
（震動提醒防噎食）

居家生活
—非接觸式睡眠監測墊

（分析呼吸與翻身頻率）

—智能防跌倒地板（壓力感應+即時警報）

—聲控沐浴機械臂（水溫調節+姿勢支撐）

—馬桶升降輔助器（AI學習如廁習慣）

—情感陪伴機械人（粵語自然對話+緊急呼叫）

安全出行
—北斗定位智能手杖（偏離路線警示）

—障礙物識別電動輪椅（自動避障導航）

—跌倒自動求救手錶（重力感應+GPS定位）

—社區無障礙導航App（AI規劃最適路徑）

社交支持
—視障輔助AR眼鏡

（人臉/物品語音辨識）

—代際共樂AI遊戲系統
（促進長幼互動）

—智能懷舊治療平台
（個人化記憶觸發內容）

●整理：記者馬翠媚

在全球數字化轉型浪潮下，人
工智能（AI）技術已成為推動經濟
發展的新引擎。數碼港行政總裁鄭

松岩接受訪問時，深入剖析了香港AI
技術的發展現狀、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發
展路徑，他更直言目前AI的爆發期尚未到
來。他認為，現在各個企業都在積極使用
人工智能，大家都認為可以透過AI來提升
效率、降低成本，然而真正將人工智能融
入日常運作流程的企業並不多，「大家都
急於求成，但真正落地應用的案例卻很
少。以部分公司為例，許多同事可能已經
在使用某些應用程序，但在整個機構內
部，將這些技術整合進流程的情況仍然不
多。」

人才短缺與技術落地難題
鄭松岩認為，目前AI爆發期尚未到來，

主因是企業在引進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具備
操作這類技術的人才方面仍然嚴重不足。
這種人才短缺導致企業陷入兩難困境，企
業不了解該如何運用人工智能，或者雖知
道可以使用，但對於選擇何種方案、如何
實施又感到迷茫。這種認知與實踐之間的
鴻溝，嚴重限制了AI技術在商業場景中的
實際應用。

推動人工智能普及教育
本港發展AI目前最大的挑戰是人才短缺，
若要實現AI技術的真正落地，需要政府、企
業、教育機構和科技平台多方協作。鄭松岩
建議香港要實現人工智能的普及教育，各級
社會、企業都應開始對此進行認識，理解科
技如何使用，以及如何為我們帶來幫助。同
時，人工智能的倫理教育也十分重要，能夠
幫助大家更理解和接受這項技術。對大企業
而言，除了需要相關人才並開始招募、應用
人工智能之外，企業內部還需要妥善管理如
何利用人工智能，確保系統的安全性和道德
性。
此外，還需要考慮到數據的使用和相關的
投訴機制。作為香港重要的科技樞紐，數碼
港也正在進行相關的研究和發展，希望能持
續改善這方面的工作，進而提升服務。總括
來說，數碼港已經在建立兩大定位：一個是
打造香港成為數位科技的樞紐，幫助企業進
行數位轉型；另一個是設立人工智能加速
器，主要目的是為大家在不知如何應用時提
供支援。「目前我們有超過350位相關領域
的人才，為許多公司提供服務，尤其是在金
融和行銷等產業」，這些資源為香港企業的
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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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鄭松岩：須做好樂齡科技品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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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特區政府最新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本地需要大量AI專才，但目前大專院校相關學
系畢業生人數有限。數碼港行政總裁鄭松岩接受訪問
時直言：「企業在引進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具備操作這
類技術的人才方面仍然嚴重不足。」當新加坡、深圳
等競爭對手全力搶佔人工智能高地時，香港正面臨嚴
峻的「智能轉型斷層」，其中AI專業人才缺口明顯，
特別是在金融科技和醫療AI領域。
鄭松岩以銀行業為例，指出本地企業的普遍困境，「當
客戶在網絡上查詢時，往往可能未必在手機上得到需要
的信息，最終還是得親自到分行去辦理。」這現象背後
反映企業未能有效應用人工智能技術。他進一步指出，
「因機構未能有效應用人工智能，導致其查詢體系無法
優化，客戶在詢問時感到困難和耗時，最終可能會選擇
不再使用該服務，公司將失去客戶」。

銀行AI客服未普及
現時本港只有為數不多的銀行全面採用AI客服，多
數機構停留在「關鍵詞回覆」階段。對比新加坡，當
地主要銀行已全面採用AI處理超過60%的客戶查詢，
其中新加坡星展銀行的「方言AI系統」能理解粵語夾
雜英語的查詢，這種落差正導致香港企業在服務效率

上處於劣勢。
鄭松岩強調，解決人才問題需要從教育入手，「政
府應該加強推廣，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教育」。目前
香港教育體系在AI人才培養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其中
在高等教育缺口方面，參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數據
顯示，香港八大院校每年AI相關學科畢業生數目，仍
遠低於市場需求。另外，有機構調查發現，超過60%
中小企業管理層對AI技術存在理解誤區。

提防不法分子用AI技術詐騙
參考立法會《數據透視》指出，2023年科技罪案按
年急升49.6%至34,112宗。鄭松岩在訪問中不忘提醒
「新技術往往會吸引到不法分子利用」，點出AI發展
中的安全隱患。不過他同時指出積極面，「雖然新科
技會引發一些產業的轉型，但同時也創造出新的產業
和就業機會」。而參考統計處數據，過去三年AI相關
職位增長達120%，平均月薪較傳統IT職位高出35%。
鄭松岩認為，未來應加強基礎教育，「讓各級社
會、企業都開始對此進行認識，理解科技如何使
用」；培養更多專業人才，需要系統性地解決「具備
操作這類技術的人才」短缺問題；他亦呼籲政府加強
推廣和政策支持，創造有利於AI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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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衞生署統計，本港每年約三成65歲以上
長者曾跌倒受傷，其中一成導致嚴重損傷，若可

預防勝於治療，實在有望減輕政府日益龐大的醫療開
支問題。鄭松岩提到，現時已有AI機器人能夠在家中
監測長者活動，例如準確識別跌倒等意外情況。這類
技術的運作原理，是透過深度學習算法分析長者的動
作模式。鄭松岩解釋，這類設備需要高度精準的判斷
能力，「不能單靠簡單的動作感應，而要能區分正常
活動與真正危險」。
翻查現有市面上產品，AI健康監測設備還能追蹤
長者的日常活動模式。例如，日本有人工智能初創推
出的 AI 照護系統，可透過非接觸式傳感器監測心
率、呼吸頻率，甚至預測潛在的尿路感染風險。這些
數據能幫助家人或護理人員及早發現健康異常。至於
以色列初創公司開發的聲學監測系統，能透過麥克風
識別跌倒、咳嗽異常或呼吸困難等情況，準確率達
90%以上。

AI解決中風後語言溝通問題
香港不少長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包括中風
後失語症或認知退化導致的表達困難。鄭松岩提到，AI
技術在這方面已有新突破：「有些長者可能表達不清，
現在已有技術可以幫助理解他們的說話內容。」鄭松岩
強調，這類技術能大幅減輕護理人員的溝通壓力，尤其
對獨居長者或安老院舍員工來說，AI輔助工具可讓日常
照顧更有效率。
例如，本地有初創研發的「粵語AI語音助手」，專

門針對長者的說話模式進行優
化。它能辨識含糊的發音、重複
的詞語，甚至結合上下文推測長者想表達的意思。新加
坡亦有一款AI陪伴機器人，可透過自然對話幫助長者
與家人視訊通話，或提醒服藥時間。

AI遊戲助偵測認知障礙跡象
除了在照顧上，認知訓練亦是部分長者在康復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課堂」，然而傳統的認知訓練往往枯燥乏
味，導致長者參與度低。鄭松岩指出，AI遊戲提供了
一個更有趣的解決方案：「長者透過玩AI遊戲不僅能
獲得樂趣，系統還能分析他們的精神狀態。」這些遊戲
的另一個優勢，是能提供個性化訓練。例如，AI可以
根據長者的能力水平自動調整難度，確保訓練既不會太
簡單而無效，也不會太困難而導致挫敗感。
例如，總部位於瑞士公司開發的「AI虛擬現實遊

戲」，可透過長者的反應速度、手眼協調能力等數據，
早期偵測認知障礙症跡象。本地有社企亦推出了一款
AI麻將遊戲，能根據玩家的決策速度、記憶表現，評
估大腦健康狀況。

AI照護機器人貴 暫難普及
儘管AI樂齡科技前景廣闊，但本港的發展仍落後於

新加坡、日本等地，主要問題包括技術門檻高，許多安
老院舍或家庭照顧者缺乏操作AI設備的知識；成本問
題，高端AI照護機器人價格可達數萬港元，非一般家
庭能負擔；隱私疑慮，部分長者對居家監控設備存有戒
心，擔心個人數據被濫用。有分析認為，政府應加強推
廣和補助計劃，例如參考台灣的「長照2.0」政策，資
助機構引入AI輔助設備。同時，業界也需開發更多符
合香港長者需求的本土化解決方案。
AI樂齡科技的目標，不是要取代人與人之間的照

顧，而是讓長者活得更自主、更有尊嚴。鄭松岩強
調，未來幾年將是香港AI醫療照護發展的關鍵
期。若能妥善解決技術普及和人才培訓問題，
AI有望成為香港樂齡社會的重要支柱。

●數碼港行政總裁(CEO)鄭松岩 記者莊程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