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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玲曾經是香港羽毛球
青年隊隊員，退役後在

大學主修國際貿易。畢業後，
王慧玲在體育營銷領域相當知
名的跨國企業供職，這家企業
計劃拓展內地業務，便把她從
香港公司調來上海，負責國際
體育賽事的營銷和推廣。
正逢中國體育產業進入高速
成長期，體育賽事是體育產業
鏈的核心要素，但國內在賽事
組織、推廣、運營和管理上還
缺乏經驗，人才方面也有巨大
缺口。王慧玲到來的幾年，公
司在北京和上海的管理團隊中
有不少港人。在他們的努力
下，諸多有影響力的國際賽事

相繼落戶內地，也帶動了國內對體育運動的更高熱情。在北京，最
知名的案例就是運營北京國際馬拉松。至疫情前的2019年，這一賽
事參賽人數已達到3萬，是初創時的300多倍。在上海，王慧玲和同事
們也先後完成了體操世界盃分站賽上海站、世界高爾夫錦標賽──滙豐
冠軍賽等的媒體推廣和運營。
作為曾經的「老師」，王慧玲對內地同行的學習能力印象深刻。她感

嘆，十多年後的今天，曾經以港為師的內地朋友「現在太厲害了，什麼都
懂了！」
來內地十多年，對於喜歡挑戰的王慧玲來說，不斷湧現的新事物也時常帶

給她驚喜。比如，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普及的一網通辦、網購、移動支付。她還
笑着回憶，那幾年回港休假，反而會感到小小的不習慣。「在機場便利店買
水、出去吃飯經常忘帶現金。」也許，就是在那時候，投身科技行業的願望，已
在心中萌芽。

體育運動小程序需求大增
2019年，王慧玲開始專攻人工智能。她說，體育與科技相結合給她帶來的震
撼、收穫和希望，遠甚以往。其實，體育牽手AI，公眾已不陌生。很多運動達人
都已習慣在身上攜帶電子設備記錄步數、心跳等數據。但王慧玲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體育科技遠不止那麼簡單。上海的體育主管部門早在幾年前就開始推動數
字化建設，他們企業由此也有機會參與多個智慧體育場館改造和建設，並協助
運營與全民健身相關的賽事。
如曾經被譽為「遠東第一體育場」的上海江灣體育場，佔地360畝，可容
納42,000名觀眾，有極高的人工管理成本和極大難度的人流量管控需求。

通過人工智能化升級，現在，管理方能夠在線查看用戶註冊、設
備運行、場館人流情況。還能對場地密度超標、人員體溫異常預
警，控制人流密度，實現數智化管理。
再如，近三年的疫情，公眾對於各類小程序和操作系統的需求量
大增。王慧玲說，今年上海疫情期間，他們就接到多個機構的開發
和運營任務。如與上海市總工會合作推出的「2022年上海市職工
健康大行動系列專題活動」，參與者通過專門的小程序記錄運動
數據，還能獲得專業部門給出的運動建議、開展心理疏導，還可
以在線上開展內部的運動比賽。他們還專門開發了「線上運動會
抗疫公益專版」，捐贈給各區體育局以及各社區街鎮。一系列大
數據的收集和運用，也可以為相關部門了解特定群體的日常體育
鍛煉和身體健康狀況，提供重要參考依據。

希望繼續深耕體育科技領域
2021年8月，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年）》，

鼓勵在健身設施中引入5G網絡和配套設施，打造智慧體育館等。
在內容方面，AR體感、VR技術、5G等技術都不斷給予體育運動
新的定義。在王慧玲看來，未來數字技術將貫穿體育運動發展的各
個方面，包括運動員訓練比賽、賽事組織、觀眾體驗互動，運動達
人之間的社交等等，「之前我只是一個體育營銷人，未來，我還想
深耕在體育科技這塊。希望可以運用科技，引導更多人重視鍛煉和身
體健康。」

滬港優勢互補 攜手共建雙贏
作為曾經的專業運動員，王慧玲現在依然關注各類
比賽，中國健兒在國際比賽屢創佳績，冬奧會的成功
舉辦帶來冰雪運動的騰飛，都讓她與有榮焉。每次回
香港，或者與香港親友交流，她都不會忘記推薦大家
一定要過來看看。「我覺得這裏有很多值得你去欣
賞的地方，很值得要過來看看，然後大家才可以有
更好的一個融合。」
未來，王慧玲希望成為橋樑和紐帶，向香港講好
內地的發展故事，鼓勵更多青年人和她當初一樣
勇敢走出來。在她看來，現在內地的空間更廣。

此前，港人的優勢在於金融、服務等傳統領域，而如
今，又增加了科創等新亮點。一方面，內地的科技進步
有目共睹，如上海在交通、衞生、體育和城市管理的其
他很多方面都已經實現數字化精細管理；另一方面，至
今港人仍然擁有聯通國際的獨特優勢，更善於把握世界
前沿潮流。「滬港仍可以優勢互補，攜手合作。」
「當然，你首先要帶着開放的心，敢於走出來。然
後，還要帶着敬畏的心，切身感受和實踐。而當你有那
麼一點點進步，還不要忘記帶着感恩之心，更好地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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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北上奮鬥機遇無限

從香港大學畢
業後，建築

師林煜一直在本行
工作。1996 年入
職長江實業，同樣
是在專職建築的部
門，「沒想到一做
就做了那麼長時
間。」
在上海工作是一

段從零開始的艱苦
之旅。首次抵滬的
大半年時間，公司
沒有專門的辦公
室，而是借住酒店
開展工作。但他至
今回憶起那段時光仍很開心，因為來到祖國內地工作，始終有一種「回來」的
感覺。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很幸運地趕上了上海的高速發展期。最直觀的
變化，莫過於地鐵。日常通勤，他也會搭乘地鐵。「剛來時，我還說香港地鐵
比上海的先進，因為香港的地鐵運營里程已經超過百公里，而上海才幾十公
里。但五六年後，上海就是香港的數倍。」到了2021年底，上海地鐵運營里
程已經達到831公里，居世界第一。
上海的高速發展，林煜不僅是一個見證者，更是參與者。十多年來，

長江實業在上海的項目並不多，但延續港企高度重視合法合規的傳統，
每次都需要拿到批文才開工，這讓一些地塊在拍下後，要經過很長一段
時間才會有「動靜」。
林煜坦言，港企的習慣，就是要做到每個證件都規規矩矩，很多工

作不能超前。加上所有的建設又需要公開招標，又要有一個過程，自
然會耗時長一點。「這其實也是香港企業的一個優點。」

打造上海全新「會客廳」
在所有項目中，規模最大、投入最多、耗時最長的，莫過於真如副

中心項目。
上海建設城市副中心的規劃，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末，當時規劃

了4個區域。相對於徐家匯、楊浦五角場、浦東花木，位於普陀區的
真如地塊，知名度較低。初來真如，林煜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立
新」之前，還有艱巨的「破舊」任務。當時，區域內既有果品市場、
水產市場，又有成片的鐵路倉庫，還有保護建築，結構相當複雜。
多虧當地多個部門的協助，整個真如城市副中心開發建設正式啟動，

並最終定位為「服務長三角的公共活動中心」，這給他們規劃設計提供
了更廣闊的想像空間。如今呈現在人們眼前的這個名為「高．尚領域」
的項目，是參考了國際先進案例，並與普陀區十多年反覆協調後確立的。
約117萬平方米的區域，正好位於滬蘇鐵路和軌道交通11號線交匯處，是包
括住宅、寫字樓、星級酒店、商場、地鐵商業區域等多業態的城市綜合體。
有了長實率先進入的引領，內地同行也堅定了信心。2017年前後，中海、

復星、綠地等開發商相繼進駐真如。隨着各種業態的不斷完善，不久的將
來，這裏將成為長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裏重要的一站和上海的全新「會客廳」。

港人依然發揮橋樑作用
在十多年潛移默化中，港人港企的不少理念，也逐漸被內地所接受。林煜介

紹，除了法律規則意識增強，在規劃設計等方面，港企也引領了新風。最典型的
就是，蓋樓不再一味求「高」和「大」。住宅開發上，他記得最初來滬時，很多
政府部門對他們的設計不理解，「內地的房子，起碼每戶一百二到一百五平方
米，你們香港人畫來畫去五六十……」
林煜說，港企更加追求長期效應和資源節約，「不是做完寫個數字走就可以

了，起碼要照顧到上百年，這是我們的責任。」如今在內地，布局規劃更趨合理
的小戶型住宅已經成為主流，國家發改委也明確規定不再建設500米以上高樓。
還有令林煜自豪的，就是他們一直擅長的地鐵商業開發，在內地被廣泛運用。
在林煜看來，儘管處在一個多變的時代，但港人的很多優勢仍在，除了資

金，最重要的橋樑作用依然無可取代。他說，一方面，由於起步較早，港人
的很多發展經驗仍可以為內地所用，另一方面，港人還可以繼續引入國際
先進經驗。同時，隨着更深度融入國家發展，港人也能用自己的親身經
歷，向海外講好中國發展、中國故事。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聚聚 焦焦

「有很多故事，幾天幾夜都講不完。」坐在公司會議室內，林煜細數在上海的

時光，感慨中透着自豪。16年前，他被長江實業外派到上海工作，參與了這家知

名港企在上海從零開始的全過程。建築師出身的他，一直在上海兢兢業業地做他

擅長的「建房子」。林煜和他的團隊，給這座城市帶來的，又不止於「新房

子」。港人在建築和城市建設領域的許多重要理念和創意，通過他們的辛勤工

作，得以施展並不斷扮靚上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上海報道

在林煜公司會議室的玻璃櫥窗裏，擺滿了
各種獎狀。其中最多的，就是普陀區每年頒
發的區域經濟貢獻獎，這不僅是對他工作的
肯定，也是港商深度融入上海的有力見證。
林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除了繼續扎根普

陀外，長實還將在內地加大投資，這也就意味
着他會繼續留在上海工作。從情感上說，這十
幾年他是真心愛上了上海，他的兒子也在這裏
出生，在上海讀書。
他笑言，在生活上，上海還有一塊很大的資

源就是「口福」，「喜歡吃的什麼都有。」交
通出行也四通八達。未來，如果能夠在子女就

學、社保等方面持續推進港人與內地
居民同等待遇，相信會有更多港人和
他一樣，積極融入上海和長三角的發
展。
作為過來人，他還特別表示，隨着

企業在內地業務的進一步拓展，歡迎
更多香港青年北上工作。當然，未必
一直在他們企業，也未必固定在某個
區域，祖國大地，機遇無限。只是，
年輕人一定要像上一代一樣，有「獅
子山精神」。「如果肯奮鬥，其實是
什麼地方都會有機遇的。」

位於徐匯區的「西岸」（West Bund），是崛起中的上海人工智能

產業總部基地。王慧玲常常在這裏，眺望人工智能的廣闊藍海。今年

國慶節，她收穫了一份珍貴禮物：她任職的企業剛剛獲得上海市「五

一勞動獎狀」，以表彰企業用人工智能技術服務萬千普通市民的健康

生活。十多年來，在這座城市的打拚一直與體育產業緊密相連，她

說，要為這座城市貢獻更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上海報道

◆林煜 受訪者供圖
◆王慧玲 受訪者供圖

◆王慧玲（左二）和團隊同事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由林煜為代表的港人企業由林煜為代表的港人企業，，在普陀區歷時在普陀區歷時1616年打年打
造的城市綜合體即將完工造的城市綜合體即將完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