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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香港新聞 2025年5月10日 星期六責編 陳秉植 美編 曹俊蘋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由香港
報業公會主辦的2024香港最佳新聞獎頒獎典
禮暨午餐會昨日舉行，香港商報共獲得4個
獎項，包括1亞1季2優異獎。行政長官李家
超出席並致辭。他表示，每一位堅守崗位、
履職盡責的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報道，都對社

會發展至關重要，強調香港的新
聞工作意義重大，能讓市民了解
香港家園的共同事務，培養對社
會的承擔意識，亦能幫助政府知
悉社會意見，以便制定的各項政
策更加精準、貼合民生實際。

本報獲4獎項
香港商報於最佳新聞寫作（中

文組）組別創下佳績，共獲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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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李曉穎憑藉《前隊長相見
歡》在最佳圖片（特寫組）組別獲得優異
獎。

李家超表示，香港的法律和政府都支持新
聞採訪工作，鼓勵業界發揮建設性作用，不
偏不倚地報道社會問題，對於香港新聞工作

者，他視為是共建美好香港家園的同行者和
貢獻者。新聞工作者很重要，因此必須重視
自身責任，以傳媒道德真誠行事，以準確事
實真誠報道。

李家超表示，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履行新聞
專業使命，也承擔着對國家、對香港特區的
應有之責。他期望從業者通過充滿熱度、溫
度、態度的專業新聞製作，與香港一起在世
界舞台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他還
寄語新聞從業員向虛假信息說不，拒絕同流
合污，更要責斥及反對虛假、偏頗和誤導性
信息，以維護香港新聞的公信力。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郭艷明致辭時表示，傳
媒市場的生態持續演變，在數碼化迅速發展
的時代，AI正以前所未有的來勢影響新聞的
生產和傳送方式，它能自動而高效率地撰寫
新聞報道，但同時假新聞問題也日益嚴重。
作為新聞工作者，要肩負責任，確保報道內
容可靠，以維護新聞公信力。未來，傳媒行
業將利用甚或依賴更多創新技術和數據分
析，但維繫新聞質量仍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
的重要使命。

陳茂波：目標將AI融入各產業
陳茂波致辭時指，AI提高生產力，改變工

業生產流程，令政府和企業更有效率。他表
示，演算法偏見、大量資料收集、侵犯隱私
和職位取代等擔憂均有道理，因此，須共同
努力提高 AI 使用過程透明度，確保以合乎
道德和負責任的方式使用該技術。

陳茂波認為，AI研究院的成立是提升人工
智慧創新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舉措，研究院
匯集來自多個領域的人才和資源，在數據和
人工智能方面，提供豐富的學術專業知識和
強大的基礎研究。他強調，政府希望研究院
能夠成為平台，為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和商

業化開闢新途徑，為香港不斷發展的創新生
態系統和人工智能的進步作出貢獻。

科大馮諾依曼研究院院長賈佳亞致辭時
指，研究院未來 5 年的目標是，聚匯 30 名
以上頂級研究員及教授、培訓超過150名研
究型博士生、產出100項前沿研究成果。

研究院擬培訓逾150名博士生
他談到，研究院成立是響應特區政府全力

發展人工智能為關鍵產業，將整合具身智
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先進超級運算等技
術，推動跨學科協作，促進新質生產力以迎

接人工世代。研究院將致力構建完整的人工
智能生態系統，加強產學研合作，並通過中
學拓展計劃，培育新一代人工智能人才。

出席昨日開幕禮的主禮嘉賓包括陳茂波、
匈 牙 利 駐 港 總 領 事 柯 泰 安 （Dr. Pal
Kertesz），港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科大
校董會主席沈向洋、校長葉玉如、首席副校
長郭毅可教授等。科大馮諾依曼研究院副院
長賈平團隊研發的AI機械人Vonnex參與揭
幕儀式，展現了其流暢的操作與多模態感知
系統，並能同時處理視覺、觸覺和聲音等資
訊，彰顯機械人技術的潛能。

【香港商報訊】記者韓商報道：綜合
企業復星將舉辦 「復星盃」AI+創業創
新比賽。

據介紹，在本次比賽中的優勝團隊將
獲得以下獎勵：

1.股權投資：復星旗下全球投資機構
復星銳正資本為大賽三強提供500萬至
5000 萬元投資及全生命周期孵化支
持。

2.復星全球200+產業應用場景優先存
取權：如股票趨勢智慧預測器、金融專
業翻譯助理、智慧財務數據計算、AI輔
助藥物標靶發現與驗證、抗體藥物智慧
設計與優化、臨床試驗智慧優化、生產
過 程 智 慧 化 監 控 、 真 實 世 界 數 據
（RWD）驅動的精準醫療等產業場

景，優先合作權拿到手。
3.大賽三強將獲得10萬元現金獎或等

值資源。
4.卓越團隊復星直通錄用。
本次比賽招募全國AI先鋒，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賽道：AI+金融；AI+醫藥大
健康；AI+行銷；AI4S；AI+智能體等
等。

「復星盃」AI+創業創新比賽報名頻
道開啟，截止時間為2025年6月15日。
目前，復星在金融科技、藥物研發、醫
學影像、精準醫療等領域進行AI布局。

本次大賽由復星銳正資本、復星財富
控股、復星醫藥、復宏漢霖聯合主辦，
在復星國際科技創新的核心策略指導
下，建構 「AI+」生態體系。

【香港商報訊】記者韓商報道：香港金管局昨宣
布舉辦2025綠色金融科技比賽，將聯同香港銀行
學會合辦，並獲得可持續科技學院、香港數碼港管
理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和投資推廣署支持。

承接2023年首屆活動的成功經驗，是次比賽緊貼
最新市場發展並聚焦五大主題，以展示善用綠色金
融科技力量如何為銀行業以至整個金融業帶來機
遇：

聚焦的五大主題分別是：1)可持續供應鏈與中小
企；2)提升氣候風險建模與分析；3)碳市場分析與
技術；4)可持續投資；5) 可持續銀行與融資產品。

主辦方歡迎香港以至全球各地的公司就上述主題
中的至少一項提交創新的綠色金融科技方案，方案
須於今年6月6日或之前經比賽網站（https://plat-
form.matchi.biz/Home/_2025_Green_Fintech_Com-
petition）提交。比賽優勝者將獲邀於今年9月12日
舉行的 「2025 綠色金融科技研討會」上展示及推
介其得獎方案。

【香港商報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關稅政策，迫使亞洲最富裕的家族削
減對美國資產的投資，主要是遠離美
國股市和債市。據外媒報道，一名中
國億萬富豪的家辦已完全退出在美資
產，並打算將資金轉到亞洲市場。報
道引述歐洲最大私人銀行之一的高管
表示，過去30年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
的美國資產拋售，這情況或許是更持
久轉變的開始。

約10家富豪家辦
已凍結美投資

彭博報道指出，大約10家超級富豪
的家族辦公室透露，它們正減少或凍
結美國資產的投資，主要涉美國股票
和債券，因為美國經濟變得更難預
測。一名亞洲銀行高層從本身的投資
組合中拋售60%的美國資產，並說持
有現金和黃金更安全。

報道說，美國長期以來是全球最受
富豪歡迎投資目的地，不過，特朗普
政府的政策削弱了美國資本市場的吸
引力，私人投資者的舉動反映整體投
資者正將金轉移出美國的趨勢。中國
內地、香港和歐洲，是資金撤離美國
的受惠者。恒指今年以來累升約

13%；另一方面，標普 500 指數今年
已累跌約3%。

已對大部分持股進行對沖
報道引述天恒資產管理家族辦公室

行政總裁Henry Hau表示，有些家族
是首次考慮撤走部分美國資產，他們
在科網泡沫、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
全球金融風暴等時候都對美國資產保
持信心，現時卻考慮20%至30%的美
國投資組合配置到中國和歐洲市場。
此外，他表示公司已經對大部分持股
進行對沖，將在市場反彈時加速拋
售。

港股七連升累漲895點
港股方面，周五投資者觀望繼美英

達貿易協議後，中美之間會談後續，
恒指全日在50天平均線（22790點）
窄幅上落，收市報22867點，反覆升
91 點，成交金額按日減至 1616 億
元，連升 7 個交易日，累計升 895.78
點 ， 升 幅 4.1% 。 恒 科 指 單 日 跌
0.93%，收5180點。國指收8308點，
進帳0.1%。大市個別發展，全日22%
股份上升，23%下跌，逾半成港股無
變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家亨報道：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舉辦 「發揮
香港優勢 深化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邀請來自政界、學界、商界等領域的
重量級嘉賓，探討香港該如何強化其
國際交往合作 「戰略樞紐」的功能。

今次論壇邀請了署理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陳百里、行政會議非官守議
員召集人葉劉淑儀擔任主旨演講嘉
賓，並得到各國領事、本地及海外工
商組織代表等，超過200名嘉賓出席
支持。

廠商會會長盧金榮表示，國際化是
香港的基因和底色，香港經濟每次騰
飛都離不開國際化這一關鍵推動力。
香港要走好國際化道路，構建多元國
際網絡，促進中國與全球科技合作，
成為引領創新突破的核心樞紐。

在主旨演講環節中，陳百里與葉劉
淑儀分別就香港如何對接國家戰略、
拓展國際交往合作，以及特區政府如
何推動香港在當前國際格局下進一步
發揮經貿樞紐作用，分享了深入見解
與策略方向。

香港最佳新聞獎頒獎典禮舉行

香港商報獲獎人員（從左到右）：鄭斯如、李靜儀、馮
俊熙、洪嘉禧、李曉穎。 記者 馮瀚文攝

港科大成立AI研究院
港府力拓「AI+」 冀政產學研投密切合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
道：香港科技大學昨日成立人
工智能（AI）研究院，整合具
身智能、生成式AI及先進超
級運算等技術，推動跨學科協
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開
幕禮時表示，政府目標是在
「AI+」 策略下，將AI融入各
個產業，而實現這願景需要
政、產、學、研界別及投資者
密切合作。

亞洲頂級富豪縮減美資產
轉移至香港和內地等市場

廠商會邀政產學研領袖獻策
強化港「內聯外通」功能

復星將辦AI+雙創大賽 金管局辦綠色金融科技賽

從3D打印到混合實境 威院創科應用邁新里程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家亨報道：創傷及
矯形外科顧問醫生黃國全與高級義肢矯形師
劉康賢近日接受記者訪問，介紹3D打印技

術於骨科手術的應用情況和最新
發展，以及聯網3D打印辦公室最
新引入的混合實境技術。

醫院在處理複雜的骨科手術
時，經常需應用3D打印模型，威
爾斯親王醫院在2024年共打印273
個模型，當中199個模型屬於骨科
手術，包括骨腫瘤、複雜骨折、
骨骼變形及關節置換等。截至
2024年12月，威院進行了51宗骨
腫瘤手術，3D打印植入個案有16
宗，目前3D打印辦公室最新引進
的混合實境，自 2021 年起，已在
40 宗骨腫瘤手術中應用，手術效
果良好。

黃國全介紹，透過手術3D打印模型，骨
科醫生在進行複雜手術前，可預先作術前規
劃、演練教育或培訓，既能提高安全性及治

療效果，也可以提升與病人的溝通，輔助解
釋治療方案。經訂造的3D打印腫瘤假體，
優勢是可以塑造不規則的形狀，以符合患者
體內結構和骨骼缺損形狀，也可以按照需要
設計出各種假體的固定部分。

至於混合實境技術的應用方面，黃國全表
示，院方目前有四副混合實境特製眼鏡，醫
生只要戴上特製眼鏡，就可以在手術前以多
角度觀察手術部位，檢視毗鄰器官、血管
等，手術期間亦可將影像投影到病人身上，
為醫生提供直接導引。

劉康賢介紹了 3D 打印的發展里程：在
2017年，威爾斯親王醫院首次為踝關節骨折
手術製作術前準備，同年引入3D打印機；
2021年，正式在新界東骨科開展3D打印服
務，引入進階3D打印機和技術；2024年，
3D 打印辦公室正式成立，服務涵蓋整個聯
網，並引入混合實境技術。

創傷及矯形外科顧問醫生黃國全示範戴上特製眼鏡，
模擬進行手術情況。 記者 崔俊良攝

香港科技大學5月9日正式成立馮諾依曼研究院（Von Neumann Institute）。 科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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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人工智能研究
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出席開幕
禮時，稱其為提升AI創新領先地位
的一個重要舉措，政府目標是通過

「AI+」把 AI 技術融入各個產業，希
望研究院成為平台，為AI應用場景和商業

化開闢新途徑，要實現願景需要政、產、學、研、
投的密切合作。AI發展一日千里，亦是未來一條新
賽道，香港自當不能落於人後，必須爭先拓展這個
新興產業，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從而實現高質量
發展。

AI發展的關鍵是什麼？鬥算力、鬥算法之類當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鬥普及化應用，否則只能是得
物無所用，而當中亦鬥商業化使用，市場正是擴大
供求的利器。打個比方，蒸汽機的發明固然重要，
惟不普及使用的話，工業革命便無從談起，商業市
場也不會興旺；普及化與商業化其實相輔相成，普
及程度愈廣，商業程度愈高，繼而吸引愈多人使
用，而更多需求亦會衍生更多供應，兩者形成良性
循環。另外，蒸汽機固然取代不少勞動力，但也創
造出更多有效利用蒸汽機的工種，同一道理亦適用
AI。我們不能拒絕進步，而應擁抱進步，必須學會
AI並駕馭AI，讓AI提升我們的生產力及推動經濟社
會發展。

「AI+」正是普及化的一個方向。人工智能的應用
面 其 實 很 廣 ， 當 前 較 大 眾 化 的 大 型 語 言 模 型
（LLM）只是其一，現行 「人工智能資助計劃」還
涵蓋新材料、合成生物學大模型等研發工作，科大
研究院的重點之一乃是整合AI與機器人學交叉的具
身智能、生成式AI及先進超級運算等技術，該校近
月亦推出專為金融界服務和助推教育創新的 AI 模
型。以政府為例，急症室已引入 AI 分析胸肺 X 光
片、協助撰寫醫療報告、篩查高風險病人優先診治
等，上月剛啟用的廉署AI 「深博士」，亦可供市民
查詢懷疑貪污行為。當局牽頭使用AI，讓公眾更多
接觸AI，無疑有利普及化工作。

要推動AI發展，歸根究底還得有賴於商業化。在
香港這個靈活自由的市場，AI發展絕對大有可為，
可以更好滿足各界需求，供應亦可不斷推陳出新。
香港發展 AI 的基本條件優良，既有超算中心等算
力，市場上亦有先進算法，數據又能自由流動，金
融中心地位也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資本，人才生態圈
更隨着 「搶人才」策略茁壯成長。然而，商業化始
終是香港創科軟肋，即使有優良的研究成果，卻往
往難以轉化，向市場推廣使用。科大研究院正好提
供平台，校方指將致力構建完整的AI生態系統，推
動跨學科協作和加強產學研合作。

香港要加快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新賽
道，AI正是一大重點。當局已推出《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和《香港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研究》，並
從監管角度更新了《人工智能道德框架》、《開發
及使用人工智能道德標準指引》及《人工智能：個
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等，皆有利於為香港加快發
展AI鋪平道路。 「AI+」正方興未艾，當中潛藏大
量機遇尚待發掘，相信在政、產、學、研、投的密
切合作下，香港必可爭先領前。

李家超寄語從業者有熱度溫度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