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工智能資助計劃批10項目涉資3億 成果落地惠及社會各層面
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於去年12月正

式投入服務，特區政府更撥款30億元，通

過數碼港推出為期3年的 「人工智能資助

計劃」，資助本地院校、研發機構及企業

等運用超算中心，推動人工智能創新研發

及應用。人工智能資助計劃委員會主席冼

漢廸昨日表示，資助計劃自去年10月啟動

以來，委員會已收到逾20宗申請。截至今

年6月底，委員會已批出10項目，來自本

地院校及研發機構，研究涵蓋本地大語言

模型、新材料、合成生物學、醫學大模型

等，總資助額超過3億元。另外，為滿足

本港AI發展，超算中心算力總容量今年內

將由1,300 PFLOPS提升至3,000 PFLOPS

（１個PFLOPS單位代表每秒１千萬億次

的浮點運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20252025年年77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5年7月5日（星期六）

2025年7月5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王里文 匯 要 聞A7

歡迎反饋。財經新聞部電郵：wwpbusiness@wenweipo.com

超算中心算力需求大
年內總容量再增逾倍

冼漢廸續指，獲批項目自今年1月起陸續使用
超算中心服務，目前已投入服務的算力超過

九成，充分反映科研及業界對算力應用的熱切需
求。資助計劃除提供算力資助，亦積極加強超算
中心的網絡及數據安全，以及透過宣傳推廣和人
才培育，匯聚海內外AI企業、專家和研發項目落
戶香港，為本港AI發展注入新動力。

預留1億提升中心安全技術
數碼港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霍露明表示，現時超
算中心的算力總容量已達1,300 PFLOPS，今年內
會提升至3,000 PFLOPS算力水平，足夠支持本港
不同AI發展。10個已獲批項目中，除院校外，亦
有研發中心、企業和政府部門，並包括商業機構
的項目，相信未來審批項目的趨勢會更快更多。
最近亦收到包括國際企業在內的新申請，這些企
業表示在香港進行AI研發時無法得到足夠算力，
因此積極申請「人工智能資助計劃」。此外，數
碼港正積極提升AI的安全領域，坦言「愈多AI，

愈難保障安全」。因此在30億元撥款之中，已預
留1億元以不斷提升安全方面的技術，增強超算中
心的整體安全水平。同時，數碼港又會提升業界
對AI安全應用的意識，因此持續舉辦培訓、論壇
和經驗分享。
數碼港人工智能資助計劃批出 10項目涉資 3
億元，涵蓋本地大語言模型、新材料等，分享會
亦邀請獲批項目的代表分享，包括香港理工大學
研發「增強邊緣基礎模型以實現高級推理」，及
「基於多模態大語言模型的肝細胞癌精準治療」
以及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HKGAI)研發的
「香港音聲基座大模型」。
對於有項目未獲批准，霍露明回應指，評審項
目主要根據4個要求，除算力和技術團隊能力外，
最主要考慮因素是希望項目與香港相關，促進提
升香港的AI能力。由於有申請項目暫時在香港未
有研發團隊，或者未必主要在港應用，所以暫時
未能獲批。數碼港會不斷調整計劃內容和評核標
準，着重項目的廣泛性；強調只要項目本身具價

值，並為香港帶來正面影響，無論是數碼港或審
批委員會都會大力支持。
問及超算中心的芯片配置，霍露明透露，現時
超算中心使用的芯片全是輝達H800芯片，是目前
本港性能最高的芯片，最適合做模型訓練。不
過，數碼港希望盡快有AI項目可以落地應用，正
考慮在下一階段引入推理型芯片。她認為，芯片
產地並非最重要，反而會優先考慮芯片性能及性
價比是否適合未來的AI項目落地應用，為進行推
理的項目提供更好選擇。

數碼港匯聚企業年增逾120間
霍露明又提到，現時數碼港匯聚超過400間AI
領先企業和初創企業，在過去1年增加超過120
間，更引進多間AI重點企業落戶。數碼港亦與金
管局合作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沙盒，
超算中心提供專用平台，助力研發在風險管理、
欺詐偵測、客戶互動等方面的生成式AI應用，促
進金融創新及金融產業智能化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安琪）香港理工大學
計算機及數學科學學院副院長（環球事務）及電子計
算學系教授楊紅霞昨日在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活
動上分享指，其團隊正專注於探索大模型技術在高精
尖醫療領域的應用，特別聚焦於腫瘤領域。她指，由

於醫療數據受隱私保護等限制無法上雲端，遂致力
解決大模型落地的「最後一公里」問題，而香港擁
有極高的人才密度以及國際化程度，團隊冀借助數
碼港的算力，在香港實現世界領先的技術。

去中心化範式助保護隱私
楊紅霞表示，傳統中心化模式需要將所有數據與

GPU資源集中處理，而團隊採用去中心化或協作式
的範式，降低對GPU資源的需求。在面對數據隱
私與去中心化的問題時，楊紅霞說，傳統的中心化
模式需要將數據集中到一個地方，這會引發數據隱
私問題，合作機構通常不願將數據上傳。因此，團
隊採用去中心化的範式，通過本地化部署與模型融
合，降低算力需求，提升效率，並保護數據隱私。
楊紅霞昨亦介紹她帶領研發的「增強邊緣基礎模

型以實現高級推理」及「基於多模態大語言模型的
肝細胞癌精準治療」項目。針對人工智能算力，楊

指出，GPU算力是非常重要的，團隊希望借助數碼
港的算力，讓香港也有世界領先的技術。
楊紅霞闡述選擇在香港開展項目的原因，首

先，香港擁有極高的人才密度，是少數能在一座
城市匯聚8所優秀大學的地方。其次，香港作為國
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能夠幫助大模型面向
國際，面向全球。

與多家醫院展開合作測試
在項目的商業化進展方面，她提到，項目已經

獲得了盈利，並且吸引了投資，與合作夥伴共同
創建實驗室。然而，她強調，商業化並非當前的
緊迫問題，而學校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沉下
心」，專注於解決具有超級技術壁壘的問題。目
前，團隊已與內地和香港的多家醫院展開合作或
初步測試，旨在提高腫瘤判斷的準確率及實現腫
瘤放射的不同能量。

借助數碼港高算力設施 理大團隊聚焦腫瘤醫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香港
音頻基礎模型」是參與數碼港「人工智能
資助計劃」的獲批項目之一。該項目旨在
建設「多語種音頻語料庫」，現已成功建
立一個包含50萬小時高質量粵語、普通
話和英語錄音的大規模多語種音頻語料
庫，覆蓋香港獨特三語環境中的各種口
音，支持自動語音識別（ASR）、文本轉
語音（TTS）和對話系統的精準訓練與微
調。同時，項目開發了「HKMeeting港會
通系統」，是專門應付香港會議場景的解
決方案，能自動將會議語音內容轉換為文
字紀錄，輸出高度提煉總結，並生成會議
紀要。
負責上述項目的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
長、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主任郭
毅可教授昨日表示，該研發項目需要訓練
AI模型，為其他模型提供數據，因此「算
得多、算得快」是最重要，並「需要很多
機器提供算力」，而資助計劃及超算中心
正正為項目提供最重要的算力。假如沒有
資助項目，相信研發進度可能會延遲至少
3個月到半年。

政府採「港會通」開會 研增安全性
對於研發項目的成效，郭毅可透露，目

前項目語音系統的準確率取決於應用場
景，一般大概在88%至95%之間，應用於
會議綽綽有餘。目前已有政府部門正在使
用「港會通系統」，研發團隊未來會持續
提升系統安全性。面對同類的AI語音翻
譯系統競爭，郭毅可指出香港的語言場景
特色是經常「雙語混雜」，港人對話時雖
然主要使用粵語，但經常突然冒出幾句英
文，有時更會有粵語、普通話、英文三語
混雜，而他團隊研發的系統在這方面做得
比同業優勝。他們的模型訓練主要採用香
港數據，收集大量專業名詞，在翻譯專業
知識方面會比同類系統更為準確。研發團
隊未來會繼續為系統注入香港特色，會做
得更深入，包括增添更多專有名詞和字詞
的特殊用法，作為系統長項。

科
大
針
對
港
人「
雙
語
混
雜
」
建
立
多
用
途
三
語
模
型

●香港科大郭毅可教授表示，已成功建立
一個包含50萬小時高質量粵語、普通話
和英語錄音的大規模多語種音頻語料庫。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黃安琪 攝

●香港理大楊紅
霞表示，GPU算
力 是 非 常 重 要
的，團隊希望借
助 數 碼 港 的 算
力，讓香港也有
世 界 領 先 的 技
術。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黃安琪 攝

●人工智能資助計劃委員會主席冼漢廸（左二）指，人工智能資助計劃自去年10月啟動以來，委員會已收
到逾20宗申請。旁為數碼港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霍露明（右二）。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黃安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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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通過數碼港推出為期三年的「人
工智能資助計劃」，資助本地院校、研發機
構及企業等運用超算中心，推動人工智能創
新研發及應用，截至今年6月底已批出約10
個項目，總資助額約3億元，並在昨日舉行
項目分享會。資助計劃為香港創科發展提供
強有力的支持，推動香港加速建設國際創科
中心。香港要用好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產業鏈優勢，加快創科成果的落地應用，以
產品化、市場化促進產業升級、高質量發
展。

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全球創科競賽日益激

烈，特區政府以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大力推動

人工智能發展。特區政府去年撥款30億元，

推出為期三年的「人工智能資助計劃」。自計

劃啟動以來，已收到約20宗申請，截至今年6

月底，人工智能計劃委員會已批出約10個項

目，研究範圍涵蓋本地大語言模型、新材料、

合成生物學、醫學大模型等。獲批項目自今年

1月起陸續使用超算中心服務，體現了科研及

業界對算力應用的熱切需求，也展示了香港在

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快速進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擁
有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背景，這為建立具有
香港特色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提供了豐富的
土壤。例如，香港科技大學的「香港音頻基

礎模型」項目，成功建立了包含50萬小時高

質量粵語、普通話和英語錄音的大規模多語

種音頻語料庫，覆蓋香港獨特兩言三語環境

中的各種口音。這一模型充分考慮了香港人

「雙語混雜」甚至「三語混雜」的語言特

色，在翻譯專業知識方面比同類系統更為準

確。

香港在生物科技、新材料等領域同樣擁有雄
厚的科研實力。香港理工大學的科研團隊聚焦

於腫瘤醫療領域，利用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

心的算力，研發「增強邊緣基礎模型以實現高

級推理」及「基於多模態大語言模型的肝細胞

癌精準治療」項目。通過香港及內地頂尖癌症

治療醫院的合作，在垂直大模型及專科模型的

基礎上，提升癌症治療領域的數據分析及本地

化應用，減少治療過程中的繁複測試次數。這

些成果充分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與醫療科技融

合的巨大潛力。

香港應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鏈優
勢，加快人工智能創科成果的落地應用，加快
推動產業的配套成型和高質量發展。例如，港

深兩地可以致力於將人工智能和生物醫藥科技

相結合，在河套區推動數據等生產要素的自由

流動，吸引外國藥廠和健康科技相關的科研機

構進駐，進行適合內地市場的藥品研發。同

時，香港應繼續加大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資金投

入和人才培養力度，完善相關政策和法規，為

人工智能發展創造更良好環境。

「人工智能資助計劃」起到了提升科研效

率、加快成果轉化的作用，助力香港發展成為

國際人工智能及創科中心。此外，特區政府還

計劃設立規模達100億港元的「創科產業引導

基金」，加強引導市場資金，推動人工智能與

機器人等策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這些措施將

進一步鞏固香港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基礎，

為未來的創新突破提供必要支撐。在特區政府
的積極推動下，香港逐步築起人工智能發展體
系。相信在「政、產、學、研、投」的高效合
作下，香港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向清晰、前景亮
麗，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善用政府資助 加快創科成果應用
解放軍山東艦航母編隊訪港，全港市民反響

熱烈，昨日特別面向香港青少年學生開放，多
批師生獲安排登上包括山東艦在內的編隊艦艇
參觀，並與官兵交流。山東艦航母編隊展示
「國之利器」的威武雄姿，彰顯解放軍保家衛
國、維護和平的強大實力，激發香港市民特別
是青少年的愛國熱情，有助形成熱愛國家、熱
愛國防的良好氛圍。在中央一以貫之的關心、
重視和指引下，香港青少年學生深刻體悟「國
安家好」的真諦，厚植家國情懷，錘煉過硬本
領，早日成長為可堪大任的棟樑之才，為建設
現代化強國、開創香港新輝煌奉獻青春力量。

山東艦編隊訪港期間，大批學生和教師踴躍

參觀，近距離觀看、接觸國家自主設計建造航

母、軍艦和戰機等先進武器裝備，深刻認識國

家國防建設的巨大成就，對國家飛躍式進步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參觀的同時，海軍官兵還與香港學生開展

多種形式的交流，向青少年介紹軍艦運作、艦

載機升降等知識，安排軍艦人員講解不同執勤

崗位的工作。 有教育界人士形容，對香港市
民尤其是青少年而言，山東艦編隊訪港是一堂
生動的「國防公開課」，讓愛國主義教育更直
觀、更深刻，青少年熱愛國家、熱愛國防的情
感更真摰，更加明白國防強大與國家繁榮安
定、人民安居樂業息息相關，更加體會到有人
民解放軍護國安邦，香港繁榮安定更有保障。

山東艦是中國首艘國產航母，這次訪問香

港，首次面向公眾開放參觀，充分體現中央對

香港的重視和關愛。近年來，除了艦艇編隊

外，航天員、載人航天工程科學家和探月工程

參研參試人員也曾多次到訪香港，開展涵蓋國

防軍事、航天科技和海洋海權等主題的活動，

香港市民、青少年學生在參訪活動中身臨其

境地感受到中央關愛的溫暖和親情，國家觀

念、民族意識更入心入腦。

中央一向高度重視、關心香港青少年。國家
主席習近平始終把香港青少年的成長、成才放
在心上，在重要活動和講話中都特別關注香港
青少年發展。2023年7月24日，習近平主席
給培僑中學高一年級全體學生回信，對他們
予以親切勉勵。

習主席在信中指出，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

精神的核心，廣大香港同胞素有愛國愛港光

榮傳統，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

基礎。希望你們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

起來，深刻認識世界發展大勢，深入了解祖

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厚植家國情懷，

錘煉過硬本領，早日成長為可堪大任的棟樑

之才，為建設美好香港、實現民族復興積極

貢獻力量。習主席的回信，進一步表達了對

香港青少年成長成才之路的戰略思考和方向

引領。

昨日，培僑中學舉行「習近平主席回信培

僑中學高一學生兩周年暨培僑中學喜迎北京

天安門廣場升起的五星紅旗及紀念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活動。

習主席回信兩周年的日子在即，認真重溫
習主席回信的精神和指引，深刻感受習主席
對香港青少年的關心、厚愛，激勵香港青少
年以未來主人翁的抱負和擔當，銘記先輩為
國家民族富強的付出，珍惜愛護香港由治及
興的大好局面，把握香港「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的獨特優勢，積極裝備自己，自強不
息，貢獻國家、建設香港。

開展生動國防教育 奉獻青春建設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