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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香港特區政府將原有的創新及科
技局改組成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突出對
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視。尚海龍認為，香
港受土地少、成本高
等因素限制，可揀選
的產業有限，必須聚
焦發展，不宜想要面
面俱到，當中以「AB

產業」，即人工智能與機械人（AI &
Robotics）及生物科技（Biotechnolo-
gy）尤其值得考慮，既適合香港環境，
亦是公認具發展潛力、有聚攏性、前瞻
性的產業。他說：「新科技革命機遇
無限，當有新產業機遇出現，如能把
握住某一個方向的領導地位，將可為
整個地區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被問及香港應當聚焦哪些優勢產
業作重點發展時，尚海龍直截了
當給出「AB 產業」作答案。

「人類社會過去的科技革命，都有着一些基礎性
科技作為支撐，工業革命有蒸汽機，電力革命自然
是電力，信息革命則以電腦、互聯網為標誌，而現在

不少人判斷AI就是新科技革命的基
礎，因它對於千行百業都可賦能。」
他認為，發展「AB產業」一來對土

地需求較少，而且「Gross profit」（毛
利潤）高，符合香港的高成本劣勢，
加上香港大學亦有這方面的科研優
勢，「有機會透過大學的前沿科技成
就，孵化公司，吸引大牌子公司到來
投資。」他強調，為企業提供場景尤
其重要，「以AI而言，若香港可以建
設成很好的智慧城市，就可向其他地
區輸出科技能力、產品、服務」，為
香港帶來收益。

「吸引企業的同時，也要吸引人
才，兩者是互補的，需要一起用力
推動……最怕是側重了某個方面，
導致『有人才，無工做』或『有企
業，請不到人』的情況出現。」尚
海龍表示，即使在過去一段時間內
地城市「搶人才」力度比香港更
大，但隨着疫情變化，一些人才政

策或有調整。他形容這是香港的一個「機會
窗口」，只要再加把勁，可望打出「時間
差」優勢，吸引高質素人才來港發展。
尚海龍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此前已經推出

包括「傑出創科學人計劃」、「香港博士研
究生獎學金計劃」、「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等不同層次的人才政策，期望可進一步把握
今次疫情帶來的機遇，向外搶人才。
惟他同時提到，海外人才的歸屬感未必太

高，最終未必太多人長期留在香港發展，因
此培育本地創科人才同樣重要。他舉例指，
商湯科技便一直有與多所本地大學緊密合
作，「很多人才都會在商湯長時間實習，畢
業後亦第一時間選擇加入」，加上公司亦有
定期舉辦開放日等活動，吸引大學畢業生參
觀，解答就業方面疑問。
「我們對於青年人才培養亦下了很多工
夫，例如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AI發展中
心，培養200名本地AI老師，幫助提升學生
對AI的興趣，讓同學知道，除了做老師、
會計師，都可選擇投身創科。」惟他亦坦
言，現時香港的AI、生物科技等方面的人才
仍然不足，「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但
畢業生中創科相關的人口比例是否理想呢？
每萬人口的發明專利擁有量又是如何呢？這
些方面香港仍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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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龍頭企業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近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直言，香港多所大學基礎科研力量

強勁，相比之下產業則相對薄弱，惟只有企業亦同時

發展蓬勃，才是國際創科中心的最直接體現。他認

為，香港特區政府有需要加大力度針對創科積極招

商引資，包括循產業鏈、人才、投資、場景、服

務五方面，支持香港本地及海外落戶的創科企

業，才能有效完善香港創科生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聚焦「AB產業」
新科技搶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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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具備眾多優
勢，可匯聚海內外的創新資源，與大
灣區各地城市珠聯璧合。尚海龍認
為，香港在人才、前沿科技和資金等
方面，均可發揮匯聚作用。同時，香
港亦可透過與內地不同省市深度合
作，彌補自身市場小等不足，發展協
同效應，貢獻國家所需。

談及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尚海龍強調人才
必然屬首位，香港若可發揮所長，吸引全球
頂尖人才、科學家來港，定可配合國家所
需。他提到，香港的頂尖大學體系，以及科
研人才對於頂級學術會議的參與度，均是優
勢所在，「香港可以對於國際信息、前沿研
究，做一個整合，從而不斷支持國家科技自
主、自立自強。」加上香港本身具有金融中
心優勢，若可順利把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形
成「雙循環」，有效吸引國際資本支持創
科，也可為國家發展帶來幫助。

雖然香港具備眾多優勢，惟在市場與產業
鏈方面始終存在短板，科技應用場景匱乏，
產品化配套亦見不足，因此與灣區其他城市
珠聯璧合是很重要的。尚海龍以商湯科技的
發展歷程為例，指其核心技術在港發展，但
亦有在深圳、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設公
司，正是要善用各城市所長，「為了吸引
更多人才，我們在清華大學門口設北京子
公司；杭州是我們的3D、AR中心，因當
地浙江大學有這方面優勢，跟現在熱門的
元宇宙很有關係。」
至於上海則是個非常好的「場景」中
心，「當地每年都會有二三十種『場
景』，又叫做『揭榜掛帥』制度，將需要
攻關的科研項目張榜，誰有能力就來競
標。」尚海龍強調，不同城市各有優勢，只
有互動並且深度配合，形成「良性競合」關
係，「合作為主，競爭為輔」，為創科界帶
來更多機遇。

「我認為產業和大學之間，就有如兩條腿走路，假如人
只得一條腿走，只可以跳，很快就會疲累。」尚海龍

說，創科產業的蓬勃發展可為創科生態帶來眾多正面效應，「企
業位處市場前沿，深明技術需求所在，由企業回頭要求大學、科研
機構、研發中心等配合生產，發展方向才會精準。」相反，若只交由
大學主導研發，就有機會跟市場脫節，對於產業化、孵化成為商業產品
方面，或帶來一定滯後性。

產學互補發展 免跟市場脫節
此外，即使創科發展短期可透過香港其他優勢產業幫補，但長遠都

需要具備「造血」能力的企業，為香港帶來收入，加上香港亦需要
吸引企業出資支持創科，擺脫政府主力承擔資助研發的局面，「香
港現時一邊強（科研）、一邊弱（產業），實在需要發展企業方
面的生態，待企業繁榮後再反哺大學科研，形成良好生態。」
他特別提到，企業也是吸引人才、解決就業的主要承載

體，「所有科研人才無理由全部都入大學（工作），假如無
企業的吸引，一畢業就失業，這是不健康的生態。」因此
他強調，培育香港本地科研企業，以及吸引海內外大型科
技公司落戶，都是香港迫切要做的工作。
被問到如何吸引創科企業來港發展，尚海龍建議可循產

業鏈、人才、投資、場景、服務五個方面，「五管齊
下」，以提升香港招商引資能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投資招商會是一種方法。內地設有不少產業引導基金、創新
基金，例如深創投、深投控，由深圳市政府出面完善自己創
科生態，深圳已做得好大，全球知名。」
尚海龍認為，香港缺乏基礎性的創科人才，「例如coding（編
程）人才，學士學位程度比較缺乏，反而是博士或資深的人才較
多，這方面要補足差距，以人才招引的方法去吸引大牌子企業。」
服務招商方面，他再舉例毗鄰的深圳市，對於人才與其家人的住屋、
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困難，都解決得非常之好，香港應當學習。
至於「場景」招商，則是創造或挖掘出科技項目的應用場景。尚海
龍解釋，那是要為企業提供「先試先行」機會，例如新能源汽車領域，
部分城市在招商時會打出「場景」吸引措施，「若汽車企業願意來投資、
生產，就劃出的士的部分市場供該品牌運營。」即使香港本身不是一個大
市場，但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企業可進內地，可出海外，尚海龍相信
只要用好香港獨特優勢，用好「五管齊下」的招商方法，「不只用作吸引外來
企業，也應同樣適用於本地企業」，將有助香港創科產業愈做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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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海龍介紹公司的AI科技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尚海龍表示，AI
對千行百業都可賦
能。圖為尚海龍示
範公司的智能駕駛
系統。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 攝

◆尚海龍建議香港應聚焦發展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及生物科技。圖為一間本地生物科技公司
的工作人員。 資料圖片

◆尚海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指，需「五管齊下」加大力度為創科招商引
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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