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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旅
遊發展局昨日公布，2025年累計首兩個月合
共錄得840萬人次訪港，按年增加7%。由於
2025年內地農曆新年假期在1月28日至2月
4日，而2024年則在2月10日至2月17日，
為確保按年比較的準確性，故將首兩個月的
數字合併計算與去年同期比較。

旅發局指出，內地市場表現平穩，首兩
月累計650萬人次，按年上升4%。非內地
市場勢頭延續，首兩月累計訪港人次逾

191萬，按年增長20%。

澳洲旅客最多按年增34%
短途市場方面表現理想，首兩月累計錄

得 113 萬人次，按年增長 26%。當中，東
南亞市場的菲律賓、印尼，以及日本和韓
國，訪港旅客均錄得超過 30%的按年增
長。長途市場方面，首兩月累計錄得50萬
人次，按年增長20%。其中，澳洲表現突
出，按年增長34%。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為推動
本港資訊科技教育而設立的香港教育城，昨
日舉行25周年活動啟動禮。教育局局長蔡若
蓮，香港教育城董事會主席李漢祥、行政總
監林峯，傑出運動員江旻憓，以及數百位教
育界代表出席。蔡若蓮致辭時稱，教育局將
於7月與教育城合辦 「數字教育周」，配合
人工智能國際高峰會舉行，緊貼創新科技及
數字教育的最新趨勢。

促進AI助力教育變革
蔡若蓮指出，今年全國兩會提出要堅持創

新引領發展，推進教育、科技創新及人才培
養；國家最新公布的相關教育規劃綱要提
出，要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特區政
府已成立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為
推動學校 「數字教育」轉型，提出發展方向
及建議策略；當局未來亦會持續加強教師相

關專業培訓。
她又說，香港教育城正籌

備全新進階課程，深化學生
掌握數字技術的應用，包括
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學
習。教育局7月將與教育城
合辦 「數字教育周」，配合
人工智能國際高峰會舉行，
緊貼創新科技及數字教育的
最新趨勢；教育城亦會成立
「電 子 教 學 工 具 超 級 貨

架」，向學界提供人工智能
和電子教學工具。

教育城為慶祝 25 周年，
將聯同特區政府、學界、創
科機構、專上院校及其他相關界別合力籌辦
「數字教育周」，以推動本港數字教育。
「數字教育周」內容包括學與教博覽、人工

智能在語文及不同科目的學與教應用、國際
高峰會、與專家對話，以及學生創新比賽
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友邦保險（1299）截至去年12月底，
純利68.36億元（美元，下同），按年升81.6%；新業務價值47.12元，按年
升18%，末期息每股130.98港仙，按年增10%。

友邦保險同時宣布，推出並於今年內完成一輪總值16億元的股份回購計
劃，但規模較券商預期低。友邦保險股價昨逆市跌2.47%，收報61.25元。

對於友邦保險今年的股份回購規模，財務總監鍾家富解釋，主要按照監
管改變及資本盈餘水平而定，集團需要資本用以業務增長，因此採取堅持
審慎、可持續和漸進的派息策略外，亦以股份回購作為補充。

港仍是盈利貢獻最大地區
香港仍是友邦盈利貢獻最大的地區，其中香港業務的新業務價值按年升

23%。區域首席執行官及集團首席分銷總監陳榮聲表示，今年香港的業務勢
頭仍然理想；他又指內地訪港客戶業務仍然強勁，自2023年內地和香港恢
復通關以來，每季業務都取得增長。

談到友邦在內地業務發展，該公司區域首席執行官（待監管批准）張曉
宇希望，未來新區域發展可每年增加一至兩間分支公司。張曉宇又表示，
對目前發展模式有信心，可把現在區域的成功複製至新區域。

【香港商報訊】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 「2024年香港最佳新聞獎」昨日
公布結果，香港商報共獲得四個獎項，包括一亞一季及兩優異獎。

香港商報在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創下佳績，同時獲得三個獎項。其
中，馮俊熙、洪嘉禧撰寫的《盡心盡善盡美 留光留影留情》奪得亞軍；馮
俊熙、李靜儀撰寫的《半世紀修為 為修一把傘》奪得季軍；鄭斯如撰寫的
《兩腳代雙手 一心締共融》取得優異獎。

李曉穎憑藉《前隊長相見歡》在最佳圖片（特寫組）取得優異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港鐵昨日宣
布，將在3月22日起新增 「全國交通一卡通」作為乘
搭重鐵網絡的車費支付工具。

當日起，除了機場快線車站外，港鐵重鐵網絡每
個車站會有最少兩部出入閘機，配備 「全國交通一
卡通」支付功能。這些閘機均貼有 「交通聯合」標
誌，乘客只需將 「全國交通一卡通」於閘機上的八
達通讀寫器拍卡，便可出入閘。

車費方面，乘客使用 「全國交通一卡通」乘搭港
鐵，會與成人八達通車費相同，車費將從 「全國交
通一卡通」的人民幣儲值額中扣除，並經由八達通
讀寫器兌換港元結算。

港鐵指出，乘客以 「全國交通一卡通」在港鐵付
費乘車時，必須確保其卡的餘額不少於人民幣50元
方可入閘，而港鐵站未能提供人民幣增值服務。

2025年香港花卉展覽昨日開鑼，主題花秋英色彩繽紛，維園內處處人頭
湧湧。除了吸引一家大細入場，共享天倫樂外，也有幼稚園和小學生在老
師帶領下參觀，亦有多名學生即場找心愛的花朵寫生，非常認真地完成畫
作。 記者 馮瀚文攝

政府高層內部辦兩會精神學習分享會

特首提示官員領會貫徹三要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全國兩會已經勝利閉幕。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早舉行政府高層內部學習分享會，和政治委
任官員等分享學習全國兩會精神的體會；包括香港如何更好對
接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其對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的重要意義等，
並要求官員學習領會和貫徹全國兩會精神。

今年首兩個月錄840萬人次訪港 按年增7%

教育城25周年 擬7月辦數字教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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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3.22起可用
全國交通一卡通

2024香港最佳新聞獎揭曉
本報奪一亞一季兩優異

友邦去年賺82%增派息
續推16億美元股份回購

友邦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純利68.36億美元。 記者 崔俊良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上圖左）、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上圖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下圖
右）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下圖左）等出席
兩會精神學習會。 李家超社交媒體圖片

旅發局公布今年首兩個月合共有840萬訪港旅客
人次，按年增加7%。 中通社

香港教育城舉行25周年活動啟動禮。 記者 崔俊良攝

李家超（右）與官員舉行全國兩會精神學習會，左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李家超社交媒體圖片

李家超在社交媒體表示，國務院總理李強
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及港澳篇幅中，重申
「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

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
自治的方針」、 「落實 『愛國者治港』、 『
愛國者治澳』原則」、 「支持香港、澳門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今年更特別提出 「深
化國際交往合作」和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
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李家超稱報告
又指出，要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提升粵
港澳大灣區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
和輻射帶動作用。

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李家超提示各官員留意三點：第一，是港

澳篇幅落首次重點提及 「深化國際交往合
作」。他表示，香港要更大力度發揮好內聯
外通的重要橋樑窗口作用，而他上任後先後
率團訪問中東及東盟國家，簽署過百份備忘

錄及相關協議；政府也要繼續深化對外交往
合作，積極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以及對外說好國家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更好發揮「一國兩制」制度
第二，香港要更好發揮 「一國兩制」制

度優勢，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打開發
展新天地。李家超稱人才是推動新質生產
力發展的重要元素，特區政府已按 2024 年
施政報告成立 「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
會」，把教育、科技和人才融合發展，並
建立人才庫。他指香港要繼續秉持因地制宜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原則，加快發展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建設；亦要進一步鞏固提升國際金
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積極打造國際高
端人才集聚高地；並以創新思維結合市場力
量，推進北部都會區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發展。

加強國家安全教育
第三，要在施政和工作中貫徹落實全國兩

會精神，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團結社會各界進一步深化改革，主動識
變應變求變，以及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
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在加強憲法、基本法、
國家安全教育的同時，推展全民化的愛國主
義教育，讓市民全面深入認識 「一國兩
制」。

最後，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國家 「十四五」
規劃收官之年，亦是開展 「十五五」規劃編
制工作之年，以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一年，更是香港特區加快推進由治及興，
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關鍵時期。政府必須
充分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實現香
港更好發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更
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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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香港要發展創科，人才既是不可
或缺，教育同樣不可忽視。日前閉
幕的全國兩會，便強調深入實施科
教興國戰略，一體推進教育發展、

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築牢中國式現代
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香港已大力推動

「數字教育」，包括成立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
會，7月並將首舉人工智能國際高峰會；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昨表示，為配合會議同期也將與教育城合辦
「數字教育周」，以緊貼創科及數字教育最新趨勢，

並會推動學校數字教育轉型，及持續加強教育相關專
業培訓等。

創科發展乃未來勢之所向，香港於此絕不能夠缺
席，否則注定落後時代，尤其要確保下一代趕上大
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着重抓緊的十個任務，第二條
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第三條是深入實施科教
興國戰略，當中包括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加快建
設高質量教育體系，足證國家對此高度重視，亦為香
港帶來指導作用。

教育、科技、人才乃是 「三位一體」，既是相互支
撐，並可形成良性循環生態圈。近年香港在 「搶人
才」方面收穫甚豐，但除了求諸外，也須從內入手，
根本提高本地的 「育人才」能力，此誠打造國際創科
中心及國際人才高地的重要拼圖。近十年前，教育局
已將 STEM 納入中小學課程，築牢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的基礎教育；展望未來，隨着創科發展大步
提速，人工智能更是炙手可熱，數字教育的發展方向
及具體投入均要與時並進。

高等教育方面，香港有5間大學的數據科學與人工
智能相關學科躋身全球50強，整體實力僅次美國，
而在亞洲居首；上月預算案宣布撥款推行人工智能資
助計劃，加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及數碼港人工智能實
驗室等的啟用，均有利於眾高等院校培訓更多人才。
須強調，教育對象並不限於青年，在職培訓持續進修
同樣重要，須營造全社會的數字教育氛圍，引導市場
提供更多數字教育成人班固然必須，還要提供誘因鼓
勵僱主僱員積極投入數字教育。此外，除了推動數字
教育的普及，還要推動 「創科+」的教育應用，透過
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相輔相成地加速
普及過程，降低教育成本和深化教育經歷。 「搶人
才」與 「育人才」亦可相輔相成，進一步吸引全球各
地的資優生、高材生來港，可壯大香港人才聚集磁石
效應，促進人文聯通，深化國際交往。

預算案的教育開支縱然有所減少，但這不應影響到
數字教育的進程。隨着出生率持續下跌，疫情三年尤
其嚴重，未來適齡學童人數勢將再減，這理所當然會
導致教育開支的自然減少。蔡若蓮昨便強調，過去幾
年開班要求已經降低，要求已很寬鬆，如果學校人數
太少，難免會影響到同學的群育發展與學習環境，就
連興趣小組也受限制。財赤之下，公帑使用既是應省
則省，亦須更有效地整合調撥；在教育層面，數字教
育非但有助賦能下一代適應新時代，且有利於為勞動
市場培育更合適的人才，以推動香港經濟的高質量發
展，當局誠應於此加大投放，包括善用在其他方面省
下來的資源。數字教育乃是投資未來必然所向，香港
亦必藉此栽培出更美好的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