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數字絲綢之路超級樞紐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委託研究) 
 
 
 
本報告由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撰寫，成員包括： 
 
 
曹建農教授 
電子計算學系講座教授 
大數據分析中心實驗室主任 
 
史文中教授 
潘樂陶慈善基金城市資訊學教授 
地理資訊科學與遙感講座教授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系主任 
智慧城市與空間大數據分析實驗室主任  
 
唐憲生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尚乘金融科技中心總監 
 
魏向東博士 
工商管理學院尚乘金融科技中心副總監 

 
 
 
 
 
 
 

2019 年 10 月 
  



 
 

目  錄 
 
 
 
 
概要  ………….………….…….………………………………………………..…………………….… i 

 
I. 引言 …................................................................................................................................ 1 

 
II. 數字絲綢之路簡介 ........................................................................................................... 3 

 
III. 建設數碼經濟及數字絲綢之路成功的先決條件 ……..……..………………………….. 13 

 
IV. 香港獨特的角色和優勢 ................................................................................................. 15 

 
V. 大灣區及東盟的戰略重要性和潛力  ……………………………………………………… 22 

 
VI. 香港的定位 ..................................................................................................................... 38 

 
VII. 香港面對的挑戰 ……………........................................................................................... 78 

 
VIII. 結論 .................................................................................................................................. 80 

 
IX. 參考文獻…………………………….…………………………………………………………... 81 

 
 

 
 
 
 
 
 
 
 
 
 
 
 
 
 
 
 

 
© 2019 年香港貿易發展局版權所有，未經本局同意，不得翻印本報告全部或部分內容。香港貿易發展

局在編寫本報告時，已力求資料正確無誤，倘其中有任何錯誤之處，本局恕不負責。本報告表達的意見，

並不一定代表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立場。各受訪者的意見也不一定反映其僱主的立場。



 

i 
 

概要 

 
這項顧問研究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的 3 個研究中心，即大數據分

析中心實驗室、智慧城市實驗室和尚乘金融科技中心組成的項目團隊進行，旨在從宏觀

角度探討香港在為全球建設數碼經濟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的優勢和定位。 

 

為全球建設數碼經濟 

 

當前的數碼化轉型時代不是另一次互聯網泡沫，而是一個為人類社會帶來根本性改

變的大趨勢，說這是未來至為重要的議題也不為過。推出數字絲綢之路 (Digital Silk 

Road)倡議的願景正是為了引領這次歷史性轉變，從而改善整個世界。通過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建立連接、包容、無中介和共享的數碼生態系統，數字絲綢之路應可減少

貿易摩擦，提高效率，為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成功的先決條件 

 

數碼經濟涉及數碼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電纜網絡、衛星導航和通訊系統、5G 電

訊及數碼科技(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 

 

不少中資公司在這些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大有條件輸出技術，為世界作出貢獻，但

是此舉並非沒有困難。中國在過去 30 至 40 年間高速增長，但是其社會環境、法律結構

和企業文化不一定與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完全脗合，形成了妨礙交流的壁壘。在資金、

人才、技術和資訊的跨境流動方面，也可能出現摩擦。 

 

數字絲綢之路取得成功的另一個條件是要制訂法律、政策和貿易協議，找到數據跨

境傳輸的方式。此舉還涉及數據所有權、數據私隱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非常敏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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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特的角色和優勢 

 

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擔當非常獨特的角色。香港從轉口港起家，長期以來善

於充當中國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橋樑。現在，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其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在數字絲綢之路這條數碼高速公路上，把中國的數碼科技帶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也可以協助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進軍中國市場。在這情況下，香港大可成為數字絲綢

之路的數碼門戶。 

 
香港大有條件發揮上述作用。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實行簡單低稅制，自由

貿易，資金自由流動，而且長年從事貿易和商業，培養出專注投入及靈活變通的創業精

神。香港位處華南，靠近內地的製造和供應設施，以及龐大的內地市場。香港地理位置

優越，位於亞洲中心，全球一半人口在 5 個小時內就可以飛抵香港，這有利於快速擴展

商網和促進國際交流。 

 

資金方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吸引不少國際資本前來投資，其中包括天使基金、

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等。本港對初創企業和研發創新的資金支持非常多，政府也推出多

項政策，創造有利於科技發展的環境。 

 

人才方面，香港是國際城市，具有包容、開放的文化和專業精神，吸引全球人才前

來工作和開展業務。 

 

此外，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香港處於獨特位置，可促進中國與數字絲綢之路沿線

國家的數碼科技交流。香港奉行全球商業廣泛採用的普通法制度，擁有獨立的司法機構、

高質素的法律專業人士和高效的執法機制，為保護知識產權、私隱和商業合同權利等提

供了可堪信賴的平台。 

 

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的角色和優勢，得到以太坊(Ethereum)創辦人兼區塊

鏈專家 Vitalik Buterin、 Feron Stablecoin 創辦人兼海外初創專才 Dimitri Senchenko，

以及這次研究訪問的中國內地公司創辦人或高級管理人員肯定。這些公司有專注量子科

技的國盾量子、大數據服務供應商時代大數據、涉足金融科技的平安銀行和鳳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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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環境衛生訊息方案的蘇州伏泰信息科技、經營虛擬實境設備的深圳市掌網科技、開

發軟件的北京神州泰岳，以及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 

 

大灣區的戰略重要性和潛力 

 

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十分重要，也有助香港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作出貢獻， 可發

揮至少 3 方面的作用。首先，市場需求是推動科技穩步發展的重要力量。大灣區市場規

模大，對不同科技應用需求殷切，環境亦佳。其次，中國許多先進技術和人才匯聚深圳

和廣州。香港公司，包括初創企業在內，可以利用大灣區的人才庫來推動其數碼化轉型

及業務發展。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協助輸出這些世界領先的技術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

家。 

 
第三，大灣區涉及不同的法律和課稅制度、貨幣、海關等，這使政策執行、資金流

動、人才交流和商業運作變得複雜。因此，大灣區可為相關監管機構提供一個大環境，

共同制訂政策和措施，以盡量減少這類跨界摩擦和障礙。從這個意義來看，大灣區可被

視為一個解決跨境業務困難的巨大試驗場，而在數字絲綢之路，這些困難的規模和範圍

可能大得多。 

 

東盟 — 更大的市場和試驗場 

 

沿著數字絲綢之路，東盟國家理所當然是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重點市場。與大灣區類

似，東盟有助促進香港對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所作的貢獻。東盟是香港擴展科技和金融科

技業務的另一大市場，不僅為香港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也使香港有不少

機會把中國內地的科技帶進東盟。一些來自東盟的受訪者，例如新加坡萊佛士商業通的

創辦人和印尼領創智信的董事總經理均認同香港在這方面的潛力，但認為還需要做更多

工作來加強區域合作。 

 

另一方面，東盟可以被視為一個更大的試驗場。大灣區依然屬於單一政治體制，基

本上處於相同的中國文化之下。東盟則複雜得多，涉及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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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化，並使用不同的貨幣。如果香港不僅能協助東盟國家克服地理和技術障礙，還

可減少文化和社會政治障礙，那麼將是朝著數字絲綢之路整體取得成功邁出重要一步。 

 

香港的定位 

 

根據香港的優勢，這次研究指出香港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成數字絲綢之路數碼大門的

領域，供政策制訂者和企業參考，詳見下文。不過，應該強調的是，香港多年來取得的

成功，是建基於香港企業靈活變通，能發現商機並迅速應變的能力，而非自上而下的具

體指示。因此，這次研究提出的發展領域只屬於一般建議，僅作參考之用。 

 
1. 雲端數據中心/平台 

世界各地每天產生大量數據，若經過妥善整理和編排，會有很大的利用價值。麻省

理工學院科學家開發的同態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技術，是最新的保護機

密和數據私隱技術，可在加密環境中完成計算，因而可以對加密數據進行數據分析。 

 

香港應研究建立一個雲端數據平台，鼓勵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共享並使用數據。

香港擁有眾多優勢，是設立數字絲綢之路雲端中心的理想地點，不但能完全管控數

據和資訊，並能維護其完整性。此外，香港可以在數據標準方面與開放數據研究所

(Open Data Institute)進行更多合作。雖然雲端中心涉及巨額投資，但一個由政府支

持(可以是政府所有或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營運)的數字絲綢之路雲端中心相當重要。 

 

2. 數碼國際金融中心 

 

毫無疑問，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國際資金支持本港的初創公司和創新項

目，也能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基建招攬資本投資。然而，若要成為數碼國際金融

中心，至少有 4 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數碼國際金融中心本身應是金融科技

中心，提供以金融科技為本的金融服務。其次，香港可以作為離岸人民幣交收及結

算中心，支援數字絲綢之路的線上及流動支付。第三，數碼國際金融中心應該有一

家交易所，買賣在數碼化過程中產生的新一類資產，即數碼資產。這也有助推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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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邁向「代幣經濟」。最後，香港作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門戶，有獨特機會推出

加密貨幣，支持數字絲綢之路的交易。 

 

3. 數字絲綢之路仲裁中心 

 

香港採用普通法，司法制度獨立，具有公信力，加上作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碼門戶，

大有條件成為數字絲綢之路仲裁中心。數碼科技本身將為仲裁過程帶來改變。例如，

電子仲裁和網上仲裁可能成事。然而，在數字絲綢之路國家的不同法律環境中，實

施網上爭議解決的標準存在困難。香港應迅速採取行動，確立規範，並創造可行的

環境。 

 

4. 智慧轉口港 

 

香港是重要的轉口港，擁有完善的物流基建和港口設施。順理成章，香港應把目前

已達世界級水平的港口轉型為用先進數碼科技強化起來的智慧港口，以提升海港和

機場的貨運處理能力和效率。利用區塊鏈技術，為供應鏈融資，並盡量減少進出口

貿易的大量文書工作，有助香港實現數碼化轉型，從傳統的轉口港發展為成熟的智

慧轉口港。 

 

據此，香港應加強大灣區的超級連接網絡，以及與其他鄰近市場的聯繫，建立高效

的物流及供應鏈，特別是在區內電子商貿市場快速發展之際，支持與日俱增的「按

需交付」要求。 

 

5. 智慧城市及智能經濟 

 

發展智慧城市是各地政府處理各種城市難題的重要目標。香港應發展為智慧城市，

作為東盟和其他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示範。 

 

香港要勝任數字絲綢之路門戶的角色，應發展為四大要素俱備的智能經濟。這些要

素包括市場、資本、政策和人才。香港是大灣區的一部分，並且與東盟和數字絲綢

之路沿線國家建立了聯繫，大有機會開拓這個龐大的市場。香港擁有便利營商和有



 

vi 
 

效率的行政架構，也有適當的政策和環境支持本港持續發展。香港是個國際文化薈

萃的城市，擁有多家世界級研究型大學，有利於培養、羅致和留住本地及國際的人

才和企業家。 

 

要強調的是，香港需要的人才不僅僅是技術人才，還要有具創業思維能力的人才，

他們能識別可予利用的商業環境和機會，並帶領一批技術專家應用數碼科技，推動

業務轉型和發展。香港中小型企業以靈活變通、善於應對環境轉變見稱。他們留意

並積極參與數碼科技的發展，在香港轉型為智能數碼化經濟，以及數字絲綢之路沿

線各國中小企邁向數碼化的進程裡，可以作出重要的貢獻。 

 

在這次研究中受訪的鏈知是個面向全球的數碼平台，協助客戶聯繫有關專家並獲取

他們的建議和意見；Intria 則是一家旅遊科技顧問服務和解決方案供應商。從這兩個

例子可見，在香港本土成長的公司可以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作出貢獻。 

 
香港面臨的挑戰 

 

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為香港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和困難，包括來自區內其他城市的

競爭。不過，最大的障礙或許就是宏觀環境。 

 

對香港來說，至關重要的本地宏觀環境就是一國兩制的架構。這個體制對香港把握

數字絲綢之路的機遇並取得成功非常重要。關鍵不在於香港認為自己在維護這個體制方

面做得多好，而是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世界各地認為香港做得有多好。因此，加強

一國兩制的公信力和各界對這個制度的信心至關重要。 

 

對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不利的全球宏觀環境因素是「去全球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緊

張，以致有些人認為兩國會各走各路，可能形成兩種互相競爭的科技體系，即中國科技

體系與美國科技體系。如果數碼世界一分為二，無論哪種體系居主導地位，對全球發展

都會極為不利。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應以協助形成可促進通用科技體系發展的生態系統為

目標。兩個科技體系可以互補，香港應對此和對世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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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受訪者智慧城市專家鄧淑明博士指出，「競合」有助健康發展。通過合作

競爭，競爭各方都可獲益。事實上，數碼科技的發展和應用一日千里。沒有人可以擁有

一切，只著眼於競爭只會導致保護主義抬頭，使全球數碼經濟萎縮。真正的合作有助於

發展每個人都能獲益的生態系統。歸根究柢，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的願景，就是「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結論 

 

數字絲綢之路要取得成功，需要有科技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可以

互惠互利的上層建築。由於香港與內地和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已建立緊密的聯繫和公

信力，香港可發揮超級聯繫人和數字絲綢之路數碼門戶的獨特作用。香港應利用這種獨

特優勢，把握千載難逢的機會，為全球數碼化轉型時代作出貢獻。如果香港做得對，應

可從根本轉型，實現量變，走向「智能經濟」的全新經濟增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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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一帶一路」倡議是由中國政府提出的發展策略，目的是推動亞洲、歐洲及非洲

不同經濟體之間攜手合作，實現跨地域互聯互通。21 世紀數字絲綢之路可以說是「一

帶一路」的數碼版本，以促進各地數碼聯通為目標。 

 

數字絲綢之路的宗旨，是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雲端及量子運算等數碼科技領

域的發展合作，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智慧城市及數碼經

濟發展。 

 

香港是區內其中一個世界級智慧城市，可運用自身優勢促進中國內地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合作，一同構建數字絲綢之路。 

 

為把握數字絲綢之路倡議帶來的機遇，香港貿易發展局委託香港理工大學大數據

分析中心實驗室、智慧城市實驗室和尚乘金融科技中心組成項目團隊(理大項目團隊)，

進行一項顧問研究，目標如下： 

 

• 找出數字絲綢之路蘊含潛力的重點發展領域，特別是香港擁有比較優勢和強項的

範疇； 

• 找出香港在上述重點發展領域及行業擔當數字絲綢之路樞紐角色的機遇和強項； 

• 探討香港在促進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合作方面的

角色和功用； 

• 搜羅成功個案，展現香港在不同方面有助數字絲綢之路發展的優勢和強項；及 

• 提出建議，說明香港如何能夠進一步促進或參與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工作。 

 

理大項目團隊由多位教授組成，他們精通不同領域，包括國際經濟及金融、大數

據分析及機器學習，以及智慧城市和遙距傳感等，目標是以宏觀角度為香港在數字絲

綢之路倡議中的優勢和定位提供技術性分析。然而，應該強調的是，香港多年來取得

的成就和建立的奇蹟，是建基於本地企業靈活變通，能發現商機並迅速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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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自上而下的具體指示。因此，這次研究提出的發展領域只屬於一般建議，僅作參

考之用。 

 

本研究在香港、中國內地及其他地方訪問了不同業者、行業協會、政府部門及其

他相關聯繫人，並以此為分析基礎，輔以公開數據、資料及其他相關材料方面的研究

所得。目標受訪者為不同領域的高級管理層或重要決策人。另外，本研究也參考了香

港貿發局「一帶一路」委員會數字絲綢之路工作小組成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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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數字絲綢之路簡介 
 

「一帶一路」倡議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訪問哈薩克期間首次提出。其

後，總理李克強訪問歐亞多國，期間也積極宣揚該倡議。「一帶」是指「絲綢之路經

濟帶」，名稱源自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即漢代(公元前 207 年至公元 220 年)開始建立

的絲綢貿易路線。「一路」則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航運路線。現時，「一帶

一路」倡議覆蓋的範圍包括亞洲、歐洲、中東和非洲，涉及的基礎設施投資達到 4 萬億

美元，影響逾 44 億人口，佔全球總人口的 63%及生產總值的 40%，參與的國家及國

際機構超過 150 個。 

 

2015 年，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發表白皮書，表明中

國應參與建設通訊網絡及跨境光纖電纜，以改善國際通訊，打造一條信息絲綢之路，

現稱為數字絲綢之路。 

 

數字絲綢之路沿線的數碼經濟體應具備四大元素：電纜網絡、5G 電訊、衛星導航

及通訊系統，以及數碼科技。數碼生態系統包含的主要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

大數據、雲端運算及儲存、量子運算，以及物聯網。 

 

1. 陸上及海洋電纜基礎設施 

 

海底光纖電纜是現代數碼經濟的重要基礎設施。全球互聯網通訊所用的海底電

纜共有 380 條，穿越 1,000 個登陸站。海底電纜處理逾 98%的國際電話、數據及互

聯網流量，這些電纜大部分位於西方國家，並由他們主導。 

 

2016 年，中國國務院發表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特設章節強調要建設陸上及海

洋電纜基礎設施，建構中國–東盟信息港，以及連接中國及阿拉伯國家的互聯網絲

綢之路。   

 

為實現以上目標，華為海洋已完成 10 多個位於東南亞的海底電纜項目，另有

約 20 個正在施工，主要位於印尼和菲律賓。中國移動國際擁有東南亞–日本電纜等

海底電纜系統，並將加強投資多個位於新加坡的系統。巴基斯坦–中國光纖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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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於 2017 年展開，透過鋪設多條橫越巴基斯坦的光纖電纜，為兩國之間的語音

通訊提供穩妥的傳送途徑，毋須使用非常繁忙的馬六甲海峽電纜。項目將於 2020

年完工，屆時該電纜會從新疆接駁到位於中巴邊境的紅其拉甫(Khunjerab)，再由巴

國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進入海洋，以全長 6,299 公里的海底電纜延伸至吉布

提，形成橫跨亞洲和非洲的數字絲綢之路。 

 

事實上，香港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所以是亞太區眾多海底電纜系統的重要登陸

點。現時，亞太區有約 15 個主要海底電纜系統，當中 12 至 13 個以香港作為登陸

點之一，令本港成為區內的重要電訊樞紐。 

 

2. 衛星導航及通訊系統 

 

除了跨境光纖電纜網絡及跨洲海底光纖電纜系統外，在一些地面網絡無法到達

及覆蓋的地方，衛星流動通訊甚為重要。衛星通訊有很多優勢，例如覆蓋範圍廣、

通訊容量大、傳輸質素佳、網絡連接方便快捷，以及可為全球各地提供順暢連接等，

被視為全球人際通訊的核心技術。因此，數字絲綢之路若要建構成功，便需要可覆

蓋所有「一帶一路」國家的衛星網絡，以及提供衛星導航支援的地面接駁線路。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BNS)便能滿足以上需要。 

 

現時，供導航及通訊用的衞星系統基本上有 3 類，按系統所在的高度劃分。 

 

英文縮寫 軌道名稱 高度(公里) 

LEO 近地軌道 160 至 2,000 

MEO 中地球軌道 2,000 至 35,786 以下 

GEO 地球靜止軌道(或稱地球赤道同步軌道) 35,786 

 

中地球軌道衛星常被用作提供定位資料，即作為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

現時，全球共有 4 個這類系統，分別是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GPS)、俄羅斯的格洛

納斯系統(GLONASS)、歐洲的伽利略定位系統(Galileo)，以及中國的北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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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統的第一代是北斗一號(BeiDou-1)，共有 3 枚衛星，由 2000 年開始提

供有限度覆蓋及導航服務，於 2012 年底退役。第二代系統是北斗二號(COMPASS

或 BeiDou-2)，於 2011 年 12 月開始在中國啟用，1 年後開始為亞太區客戶提供服

務。2015 年，中國開始建造第三代系統北斗三號(BeiDou-3)，以提供全球覆蓋。

2019年 6月 25日，北斗系統的第 46枚衛星升空，數量遠超全球定位系統的 31枚。 

 

北斗系統首個設於數字絲綢之路沿線的基站位於巴基斯坦沿海城市卡拉奇，在

2017 年投入運作。該系統的覆蓋範圍拓展迅速，現時已遍及東南亞及阿拉伯地區，

連接 30 個「一帶一路」國家，最終目標是把服務範圍擴展到全部 64 個參與國。中

國期望，到 2020 年，北斗系統可以覆蓋全球，定位準確度達 2.5 至 5 米，之後再透

過增設地面基站，把準確度提升至以厘米計。屆時，北斗系統便有望取代美國的全

球定位系統衛星網絡，打破數十年來由後者主導的局面。 

 

現時，北斗系統已廣泛用於運輸、農林漁、發電、氣象、測量及勘察、水利、

金融及其他民用工業。該系統在定位及計時方面準確度高，訊息傳輸時間短，與互

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及先進的「智能+」(Smart +)技術配合，帶來巨大的經濟

和社會裨益。在中國，一條完全圍繞北斗系統發展的工業鏈已經成形，參與研發及

應用該系統的企業已有 14,000 家，聘用近 45 萬名員工，整體產量總值為 2,118 億

元人民幣，估計到 2020 年將增至 4,000 億元人民幣。 

 

2019 年 8 月 31 日，中國及俄羅斯政府簽署合作協定，使用北斗系統及格洛納

斯系統共同進行多個項目，包括攜手興建測量站、跨境運輸工具，以及精準農業。

兩國還同意為管制中俄邊境的交通流量制訂共同標準。 

 

地球靜止軌道衛星在通訊及電視廣播方面的應用已非常成熟，但缺點也越見明

顯。例如，這些衛星的頻譜使用率低、容量有限，以及距離地球較遠，導致通訊大

幅延誤。 

 

和地球靜止軌道衛星通訊系統比較，近地軌道衛星通訊系統在多方面都較為優

勝。對使用者而言，後者的通訊延誤時間較短，數據傳輸率較佳，且傳輸能力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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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地面流動通訊站不相伯仲。這些系統也兼容地面通訊系統，實現真正的全球

無縫聯繫。因此，除了北斗系統外，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及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也各自

建立了一個流動通訊衛星系統，分別是鴻雁全球衛星星座通信系統(鴻雁星座)及虹

雲工程。 

 

鴻雁星座將擁有超過 300 枚近地軌道小型衛星。該項目共分 3 期，完成後將形

成一個覆蓋全球的近地軌道移動互聯網衛星系統，可為北斗系統提供資訊傳播渠道，

改善後者的定位準確度。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的虹雲工程是個以小型衛星建立的低軌寬頻互聯網連接系統，

計劃發射 156 枚小型衛星到距離地面 1,000 公里的近地軌道運行，為全球用者提供

隨時隨地、永不斷線的星載互聯網無線連接。 

 

虹雲一號衛星已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運載火箭發射升空，送入預定軌道。虹

雲一號將用作核實近地軌道寬頻通訊技術，同時備有自動辨認系統(AIS)、廣播式自

動相關監視系統(ADS-B)及數據收集系統(DCS)。另外，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也發射

了包含逾 320 枚衛星的鴻雁近地軌道通訊星座系統。 

 

近地軌道衛星與地球的距離比其他軌道的衛星近得多，因此可透過較集中的覆

蓋，提供更準確的通訊訊號。 

 

 

3. 5G 電訊 

 

5G 是第五代蜂窩式流動通訊技術，提供高速流動網絡，速度相當於經無線存

取的光纖互聯網連接。5G 的定義由聯合國旗下負責制訂通訊科技技術標準的國際電

信聯盟(ITU)訂立。2017 年，該組織為 5G 設定 13 項最低要求，以及 3 種應用情況。 

 

第一種應用情況是增強型流動寬頻(eMBB)，用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快捷可靠的

流動寬頻服務，滿足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及高清影片等的較高流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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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應用情況是超可靠及低時延通訊(URLLC)，用以提供實時服務，因此

延誤時間必須極短，主要用於遙距手術、無人駕駛及工業自動化等重要工作。 

 

第三種應用情況是大規模機器類型通訊(mMTC)。這種情況效用最大，用以支

援大量連接裝置，讓它們在無延誤下傳送數量相對較少的敏感數據。 

 

和長期演進技術(LTE)不同，5G 在 3 種不同的頻譜運作。低頻段頻譜的覆蓋範

圍極廣，滲透力高，但數據傳輸速度相對較慢。中頻段頻譜速度較快，延誤較短，

但滲透力不如低頻段頻譜。高頻段頻譜常被稱為毫米波，也是大部分人對 5G 的理

解。高頻段頻譜的數據傳輸速度最高達每秒 10 吉比特(Gbps)，延誤極短，但主要

缺點是覆蓋範圍狹窄，建築滲透力欠佳。 

 

滲透力低意味訊號有機會被障礙物阻擋。不過，若 5G 與衛星導航配合使用，

便可成為強大的傳輸系統。可以想像，北斗系統與 5G 結合，可為「智能世代」提

供同時滿足空間和時間要求的基礎設施，助城市發展智能運輸網絡，無人駕駛技術，

強化不同產業的實力，推動發展新經濟。這也是導航及通訊技術融合的最新成果，

造就各種各樣的應用情況，令人期待。在 5G 下，物聯網將成為萬物之網，可為不

同領域帶來裨益，例如智能家居、智能港口、智慧城市、智能農業、工業物聯網、

車隊管理、醫療保健、遙距手術、無人駕駛技術、無人機操作、保安及監控等。5G

很快便會全面應用於商業層面中。 

 

英國電信集團(British Telecom Group)首席網絡工程師 Neil McRae 談到 6G

通訊的願景。他認為 5G 將是一個基於異構多層的高速互聯網，早期階段是「基本

5G」，約於 2020 年進入商業應用，中期階段為「雲端運算+5G」，最後階段則為

「邊緣運算+5G」，而 6G 則會是「5G+衛星網絡」(通訊、遙測、導航)，預計於

2025 年進入商業應用。6G 運用「無線光纖」等超高速寬頻技術，以及以 5G 為基

礎與衛星網絡融合，達致覆蓋全球，為使用者提供網絡位置辨識、多媒體及互聯網

連接、天氣資訊及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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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碼科技及應用 

 

現時，數碼生態系統以幾項主要數碼科技建成。 

 

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基本上是個電腦系統，可執行一般需要人類智慧來處理的工作，例如直接

的視覺感知和語言辨識，以至較具水平的語言翻譯，甚至作出決策等。現時，人工

智能有兩種較常提到的技術，一種是機器學習，是人工智能的一個分項，另一種是

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的一類。機器學習是個可隨著接觸不同數據而自行演化的系

統，會教授電腦如何處理數據及從中學習。因此，機器學習是個動態系統，能在沒

有人為干預下自行調整，且不用人類專家操作也可執行各種沒有預先設定的新工作。 

 

深度學習是一種特別的機器學習技術。這種技術的功能並非教授電腦從數據中學習，

而是讓電腦自行培訓如何處理數據及從中學習。「深度」是指人工神經網絡(ANN)

的層面數目，該網絡模擬以神經元網絡形成的人類大腦，令電腦能像互相關聯的腦

細胞般運作，從而具備人類般的學習和決策能力。淺層網絡只有一個隱藏層，深層

網絡則有多重隱藏層，令人工神經網絡能處理自然語言、操作推薦系統、辨識聲音

及影像等。 

 

根據 Gartner Research 預測，到 2022 年，全球各地由人工智能衍生的業務總值將

接近 3.9 萬億美元。以中國而言，根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人工智能將

可創造多個全新產業，估計到 2030 年總值將達 1,500 億元人民幣。 

 

區塊鏈  

區塊鏈是去中心化的分散式交易資料庫，運用加密技術，以永久及近乎不可篡改的

方式紀錄交易。由於加到區塊鏈的交易具有時間標記，且不可輕易篡改，因此該技

術令交易追查容易，透明度也因而提高。在區塊鏈和智能合同並用的情況下，交易

既可追查又不可篡改，在沒有第三方的情況下也可確保交易可靠。智能合同是一項

電腦規程，用以數碼核實及強制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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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區塊鏈使用加密技術，且屬分散性質，因此和傳統資料庫相比較能防範網絡攻

擊。正因如此，區塊鏈技術可帶來的裨益包括分享安全資料，並提供不可篡改的數

據轉移，以確保數據完整性。這些好處讓區塊鏈成為公司與消費者建立信任的重要

工具。 

 

區塊鏈有公開(無特定實體管理的平台)或毋須許可(可供任何人士使用，如比特幣平

台)的，也有私人(由單一實體管理的平台)或須取得許可(只有獲許可人士可瀏覽及/

或寫入資料)的，而處於兩者中間的則有聯盟鏈(由多家公司組成聯盟管理)。在國際

貿易中，很多應用都在須取得許可的區塊鏈或聯盟鏈內進行。 

 

區塊鏈技術可應用於多個領域，例如保險、貿易融資、知識產權、運輸及物流、海

關及認證程序、分銷，以及政府採購等。根據 Neimeth 估計，到 2030 年，區塊鏈

分類賬最高可佔大數據市場總值 20%，創造多達 1,000億美元的年收益，比 PayPal、

Visa 和萬事達卡(Mastercard)合計還要多。 

 

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指來自各種來源、大小不一的龐大及複雜數據組合，內容可以是文件檔案等

結構化數據，電郵等半結構化數據，或是影像及錄音等非結構化數據。大數據的收

集來源繁多，例如傳感裝置、錄影及錄音裝置、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等，一般而言都

是實時產生，而且規模非常巨大。 

 

大數據分析是指以數據開採、數據及自然語言分析、文本分析、預測分析及機器學

習等技術來分析大數據組合。這個程序令使用者及研究員得以接觸一些先前無法使

用或獲取的數據，並據之作出更快更佳的決定。 

 

大數據是所有數碼科技應用的基本元素。數據爬取及分析令商家得以作出知情決定

及合理預測。據 IDC 預測，到 2020 年，數據市場總值將升至 2,74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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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儲存及運算  

現時，全球每日由電郵、視頻、音頻、簡報及相片等產生的結構化及非結構化數據

超過 25 億吉位元組(GB)。因此，在現今的商業社會，把數據儲存在數據中心正逐

漸成為一種實際需要。事實上，這種服務的工業需求非常龐大，造就大型數據中心

的興起，也就是常稱的雲端數據中心。這些中心發展迅速，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基礎

設施的基本一部分，並擔當數碼經濟的骨幹。 

 

在上述趨勢下，數據中心業獲得的投資順理成章大幅上升，且回報可觀。根據

Cushman & Wakefield 一份於 2017 年發表的報告，數據中心的資本化率(6.5%)一

般較甲級辦公室 (3.3%)、黃金零售舖位 (4.7%)、款待業 (4.5%)及高檔住宅 (3%)等

傳統類型資產為高，因此本身也可成為具吸引力的投資。過去 5 年，數據中心業合

共吸納了逾 450億美元投資，預計到 2022年，雲端儲存市場總值可達 970億美元。 

 

伴隨雲端數據中心的是雲端運算，意思是按需求提供不同的運算服務。除了數據庫

儲存外，雲端服務平台還通過互聯網提供運算能力、應用及資訊科技資源等其他服

務。這些服務採用實支實付的收費模式，基本上可分為 3 類，分別是基礎設施即服

務(IaaS)、平台即服務(PaaS)和軟件即服務(SaaS)。就基礎設施即服務而言，客戶

會獲提供基礎設施；就平台即服務而言，客戶除了基礎設施外，還會得到用作應用

開發的軟件；就軟件即服務而言，客戶可在雲端平台享用預備就緒的應用程式。雲

端服務平台還可提供其他類型的服務(一般稱為 XaaS)，例如桌面即服務(DaaS)、

監測即服務 (MaaS)、儲存即服務 (STaaS)、通訊即服務 (CaaS)、數據庫即服務

(DBaaS)等。 

 

美國萬億巨企亞馬遜(Amazon)及微軟(Microsoft)現時分別營運雲端服務平台 AWS

及 Azure。對他們來說，上述服務已經成為一個重大收入來源。事實上，微軟最近

便公布 Azure 已首次成為公司的最主要收入來源，創造的收入佔總營業額三分之一。

雲端業務對阿里巴巴(阿里雲)及騰訊(騰訊雲)等中國科技巨擘同樣重要，而全球雲端

運算市場的規模預計會由 2018 年的 2,720 億美元上升至 2023 年的 6,23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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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運算 

傳統數碼電腦以二元系統運行。量子位元可處於兩個位置中的一個以上位置，令量

子得以突破二元規限。因此，量子運算的速度理論上要快得多。 

 

量子運算的發展可大大提升運算能力，發揮寶貴作用。例如，我們可使用人工智能，

從 5G 產生的龐大數據組合中摘取數值，然後發送至雲端。量子運算令人工智能得

以分析不同數據組合之間的關係，也能加快機器學習程序。量子電腦可運用強大的

運算能力，為營養學、醫療護理以至環境等方面的重大問題提供大量解決方案。 

 

量子運算也為網絡保安帶來深遠影響。在現時的非對稱加密法下，當今最厲害的超

級電腦要花上數千年才能完成解密，但大型量子電腦理論上只需數小時或數天便可

完成。因此，量子運算將為網絡保安帶來挑戰。 

 

根據 Research and Markets 的資料，全球量子運算服務及硬件市場的總值到 2023

年將突破 64 億美元，同年經 5G 流動網絡提供的量子運算服務總值將為 4.17 億美

元。量子運算目前仍處於萌芽階段，市場規模尚不算非常龐大，但隨著該技術日趨

成熟，市場潛力將無可限量。 

 

物聯網 

物聯網是實物之間的互聯網連接。這種連接透過物件配備的電子器材及傳感器等其

他形式的硬件建立，令不同設備可透過互聯網溝通互動，也令使用者能進行遙距監

控。 

 

穿戴式科技把物聯網伸展至流動通訊，應用非常廣泛，例如智能手錶、健康追蹤器

等電子消費品，另外也可用於醫療保健、先進紡織品甚至導航系統等範疇。根據

Research and Markets 的預測，全球物聯網市場總值將由 2016 年的 1,570 億美元

上升至 2020 年的 4,57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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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設數碼經濟及數字絲綢之路成功的先決條件 

 

經濟活動主要涉及交換和生產，跨境交換就是貿易。要實現經濟增長，就得增加交

換和生產。交換量的增加導致需求增加，從而令產量增加。然而，交換和貿易或會涉及

摩擦和壁壘。興築鐵路、橋樑和高速公路等大規模基礎建設能減少有形的壁壘，打通國

際貿易通道，推動全球經濟增長。這便是「一帶一路」倡議期望達到的目標。 

 

在當前數碼轉型的大趨勢下，數字絲綢之路旨在通過建立數碼經濟，以及為「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互連互通、包容共融、消除中介和共同分享的數碼生態系統，實現

「一帶一路」數碼化的目的。由於互聯網空間的連接範圍遠遠大於物理空間，摩擦也少

得多，因此數字絲綢之路有助於進一步減少有形的貿易壁壘。更重要的是，數碼技術建

立了全新的數碼經濟，有助全球經濟取得更顯著的增長。 

 

數字絲綢之路對中國未來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中國積極參與其中。過去 30

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是依賴資源、資本和勞動力的大量利用，可是這種模式越

來越不可持續，回報也越來越少。更重要的是，中國要面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問

題。自 1960 年以來，這個問題困擾著近 90%的中等收入國家。按照世界銀行目前的定

義，中等收入國家是指人均國民總收入在 1,000 美元至 12,500 美元之間的國家。2017

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 8,690 美元。 

 

為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希望能夠生產高利潤率的高附加值產品，而高科技和

有價值的創新就是中國要走的路。自 2013 年以來，中國掀起了科技革命，推行「網絡

強國戰略」，發展數碼化及推動「互聯網+」行動計劃。除了國內市場，中國的數碼科

技、數碼產品和數碼授權商業模式也可以出口到海外市場，而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便有助

達到這個目的。中國在幫助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開發和推動數碼技術時，中國本身也

會創造全新的收入來源，因而受益。這些來自中國的技術、產品和模式，最終可以在數

字絲綢之路沿線建立一個以中國技術為基礎的數碼生態系統。 

 

中國的基礎設施日趨完善，也擁有先進甚至在某些領域屬於領先的數碼技術，這些

技術是世界其他國家迫切需要的，而且價格較低。然而，社會、文化、法律和商業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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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以忽略。中國在過去 30 至 40 年間迅速發展，但其社會環境、語言文字、法律制

度和企業文化等，都可能與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不盡相同。在資本、人才、技術和資

訊的跨境流動方面，也可能發生摩擦。 

 

數字絲綢之路要取得成功，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制訂法律、政策和貿易協議，為跨國

界數據傳輸提供指引。這更涉及數據所有權、數據私隱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十分敏感的問

題，造成另一種形式的壁壘。 

 

事實上，這種形式的貿易壁壘也存在於「一帶一路」，就是有關「相互信任」的問

題。事實上，信任是所有經濟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enneth 

Arrow 曾經說過：「幾乎每一筆商業交易本身都包含信任的元素，任何在一段時間內進

行的交易必然如是。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世界上許多經濟落後的狀況是由於缺乏相互信

任所致。」 

 

由於數碼科技是建立在(大)數據和數據交流之上，因此這種互信在數碼世界裡尤其

重要。獲取更多的數據可提高效用，而效用通常是與表現、效率、成本和服務質素相關

的指標。然而，獲取更多數據也會導致個人身份、數據私隱和知識產權保護蒙受更高的

風險。私隱和效用之間的權衡取捨成為一個棘手問題。因此，數字絲綢之路要取得成功，

不僅需要資訊和通訊科技的基礎設施，還需要互信、信心和信譽這類上層結構。 

 

總括而言，雖然數字絲綢之路是由中國政府提倡的，但它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

於全世界的發展。通過建立一個數碼生態系統，數字絲綢之路將減少貿易壁壘和摩擦，

提高效率，為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作出巨大貢獻。香港數碼港主席林家禮博士說：

「據估計，到 2050 年，全球生產總值有 80%將來自『一帶一路』地區。我想提出，其

中有 80%實際上是由數碼經濟所賜，這是因為世界正在走向數碼化。數字絲綢之路與實

體絲綢之路同樣重要，但在未來，數字絲綢之路會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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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香港獨特的角色和優勢 
 

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可以擔當不可或缺的獨特角色，協助數字絲路成功建構，

實現互聯互通，藉此減少上述的貿易壁壘。香港從轉口港起家，創出經濟奇蹟，長期以

來善於充當中國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橋樑。現在，香港可以擔任超級聯繫人角色，在

數字絲綢之路這條數碼超級公路上，把中國的先進數碼科技帶到數字絲路沿線國家。另

一方面，香港也可幫助數字絲路沿線國家進軍中國市場。由此可見，香港可以成為數字

絲路的數碼門戶。 

 

香港大有條件發揮上述作用。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實行簡單低稅制，自由

貿易，資金自由流動，而且長年從事商貿活動，培養出專注投入及靈活變通的創業精

神。在粵港澳大灣區，科技企業為數眾多，當中不乏業內巨企，香港作為大灣區重要一

員，得以接觸區內的製造和供應設施以及龐大市場，無往不利。此外，香港地處亞洲中

心，全球一半人口在 5 個小時內就可以飛抵香港。香港的對外交通四通八達，有利企業

推動國際業務快速增長及擴展商網。 

  

資本方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吸引不少國際資本前來投資，其中包括天使基

金、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等。按市值計算，香港交易所是全球第六大交易所。自 2015

年起，以集資總額計算，香港和深圳合計是全球最大的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因此，初創

企業及研發創新活動可獲大量資金支持。香港也是一個國際城市，具有包容開放的文化

和專業精神，吸引全球人才前來工作。 

  

此外，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香港處於獨特位置，可以促進中國內地與數字絲綢之

路沿線國家的數碼科技交流。香港奉行全球商業廣泛採用的普通法制度，擁有獨立的司

法機構、高質素的法律專業人士和高效的執法機制，為保護知識產權、私隱和商業合同

權利等提供可堪信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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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合作可獲雙贏 

—專訪平安銀行深圳分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蔣鑫 

 

平安銀行是一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總部位於深圳的中國商業銀行。截至 2018 年

底，銀行共有 34,000 多名員工，在全國設有 80 家分行和 1,000 多家辦事處，為客戶提供廣

泛的金融服務。 

 

平安銀行是中國金融機構中最早採用人工智能的銀行之一。銀行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於

信用卡、私人銀行和零售業務方面，作為其「人工智能銀行」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可以全

天候自動計算和更新客戶的信用限額，並自動識別擁有高資產淨值的客戶。平安銀行深圳分

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蔣鑫接受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談及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

擔當的角色。 

 

「我們對香港擔當的角色抱有很高期望。儘管過去 30 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已擴大了我們

對全球經濟的認識，但香港仍然比包括深圳在內的所有內地城市更有優勢。香港是全球主要

金融中心之一，採用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的法律和慣例，因此關係網絡緊密。在中國崛起的

過程中，香港可以充當聯繫中國與世界各地的平台。 

 

「近年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發展迅速，並在多個領域成為世界領先者。例如，在互聯網/

流動支付方面，中國不僅領先香港，還超越紐約和倫敦。在這情況下，香港可以擔當中介角

色，將中國的技術及其應用推向國際市場。我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尚未充分發揮其潛力。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和企業拓展國際業務的進程中，需要大

量有關海外市場的資訊和數據。香港可以為國家收集和處理這些數據。 

   

香港不但在國際社會享有良好的聲譽和一定的地位，而且國際化程度高，是深圳、上

海、北京、天津這些城市無法比擬的。除了香港，或許新加坡也可以充當中國與世界各地之

間的橋樑，後者也似乎正朝著這個目標進發。不過，香港擁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優勢，是新加

坡無法與之競爭的，就是香港鄰近珠江三角洲。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不僅在地理位置上，還在

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緊密相連。整體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貢獻、人才高度集中和產

業集聚方面，對中國都非常重要。隨著中國崛起，尤其是目前數碼創新浪潮湧現，正好為香

港帶來第二次轉型的時機。 



 

17 

「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許多內地公司現正將生產基地擴展到東南亞國家，可是這些國

家對供應鏈的支援較弱。在這方面，香港可以作為支援內地企業離岸活動的服務平台。香港

擁有高效的航運、物流和港口服務，在幫助國內公司的內地辦事處與東南亞分公司之間的產

品鏈接方面，可以發揮重要角色。 

 

「在金融領域，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可以與內地銀行合作，為『走出去』的企業提

供全方位數碼化金融服務。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過程，當中必然面臨各種挑戰。如果香港

可以促進內地銀行與內地企業在海外市場無縫連接，將會帶動香港的金融業更上一層樓。 

 

「我們這些內地銀行的海外經驗有限，因此最理想和最理所當然的方法是與香港合作，

尤其在目前中美貿易摩擦令全球經濟前景充滿挑戰的環境下，共創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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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助中國科技企業認識法規問題 

—專訪科大國盾量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鍾軍博士 

 

國盾量子(QuantumCTek)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分拆出來的公司，專門從事與商業化量子

資訊技術相關的業務。該公司於 2009 年成立，現已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量子通訊設備製造商

和量子安全解決方案供應商，為需要高度安全的政府部門以及金融、能源和國防等行業提供

服務。 

 

國盾量子總部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現時在北京、上海、廣州、濟南、烏魯木齊和蘇州設

有全資子公司。雖然目前在中國內地以外沒有任何業務營運，但已開始探討在海外擴展業務

的可能性。 

 

該公司副總裁鍾軍博士說：「我們有意將我們的技術出口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並

且已經與我們在俄羅斯、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聯繫人接觸。 

 

「在這過程中，我們瞭解到公司在海外市場可能面臨的一些潛在挑戰，包括進出口管

制、知識產權保護、監管法規，以至營銷和售後服務等。我相信香港可以幫助我們消除其中

一些憂慮，特別是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 

 

雖然對國盾量子來說，擴展國際業務並非目前主要的發展重點，但鍾博士認為，當時機成

熟時，香港會是該公司在內地以外設立分公司的首選地方，原因有兩個：「首先，我們現有的

中國客戶大部分都在香港經營業務，我們可以順其自然地向他們在香港的子公司推銷產品或服

務。這將是一個理想渠道，讓我們測試一下在內地以外地區開展營銷和售後服務的能力。 

 

「其次，香港的監管環境與西方國家相近。因此，通過為香港客戶提供服務，我們的員

工可以更深入認識海外市場的合規要求。這在銀行和金融業方面尤為重要。」 

 

鍾軍認為，香港在協助科技公司「走出去」方面，扮演著既獨特又無可替代的角色。他

說：「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可讓我們更容易以更低成本獲得本地和外地的資金。此

外，香港擁有一個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又有大量專業服務供應商可支援科技業的營運。加

上香港能夠為知識產權和資產提供更完善的保護，有利於科技公司的發展。以我所知，許多

優秀的海外人才都喜歡住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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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香港多家大學都擁有非常強大的科研能力，而且與其他海外大學和研究機構有

良好聯繫，這對科技公司來說是一個知識寶庫。如果我們能夠與香港這些國際研究資源聯繫

起來，便可以取得更多創新成果，進一步促進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 

 

國盾量子的其中一個重點發展地區是廣東，特別是廣州和深圳。「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計劃是一支強心針。它明確指出要提高保障網絡安全的水平，大力推動在香港、澳門、廣州

和深圳等城市採用先進技術，並推廣在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使用保密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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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虛擬實境公司認同香港擁有優勢 

—專訪深圳市掌網科技創始人兼董事長李煒博士 

 
深圳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nlife-Handnet)於 2007 年成立，是中國 3D 顯示行業的先

驅，利用最新的裸眼 3D、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技術，為教育、城市發展、醫療保健和製造業

提供全面的智能解決方案， 並獲得 200 多項 3D 顯示技術的專利。 

 

該公司在內地多個不同地區設立了子公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貴州和廣東，目前

也致力快速拓展海外市場，在台灣、韓國、日本、巴西、印度、英國、意大利和法國等地設

有銷售代理商。 
 
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李煒博士熱衷於利用香港作為擴展海外業務的平台。他說：「我們

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密切合作。此外，我們每年都以參展商或訪客的身份，參加香港貿發局

的春季和秋季電子產品展。 
 
「香港在不同專業服務領域的表現都出類拔萃，包括金融、法律、會計和展覽等，有助

我們將技術商業化，並在全球市場推廣公司的產品和服務。 

 

「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商業融資成本很低，因此我認為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

中可擔當的關鍵角色，就是為科技項目提供融資，不僅是來自中國內地的項目，還有來自世

界其他地區的項目。 
 
「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可為知識產權提供良好保障，這對我們這類科技企業來說

非常重要。香港也可扮演技術交易平台的角色，促進區內的知識產權交易。 

 

「人才是推動技術和創新的最重要元素。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對海外人才來說是一

個具吸引力的居住地方，與此同時，深圳則可為科技人才提供大量的發展潛力。有見及此，

香港和深圳應該共同合作，吸引國內和國外的科技公司、大學及研究機構在區內設點。 

 

「我也深知香港的基礎研究非常出色。在醫學、數學、化學、電腦科學和電子工程等領

域，香港的大學均處於前列位置。香港若能結合深圳在科技開發方面的能力，將可發展成為

一個全球科技中心。」 

 

李煒對大灣區總體規劃表示歡迎。他認為，政府最近採取補貼措施以抵消中國內地與其

他地區個人所得稅負的差異，有利他的公司吸引更多來自香港、澳門和台灣的人才，同時也

有助推動其在全球市場取得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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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也推行多項支援政策，為科技發展營造有利環境。舉例來說，政府於

2000 年成立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協助發展以科技為基礎的產業，藉此提升業界競爭

力，其重點範疇包括金融科技、健康技術、智能製造、智慧城市及集成電路。香港科技

園公司致力將香港打造為區域創科研發樞紐，目前已吸引 600 多家科技公司落戶，約有

13,000 名科技專才進駐。 

  

香港數碼港是另一家政府機構，設有 4,300 平方米的金融科技專區，特別用於支援

金融創新，並於 2016 年推出培育計劃。在《2018 年施政報告》中，香港政府把金融科

技訂為重點投資領域，藉此提升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為了提供財政支援，香港政府撥

出 5 億港元(折合約 6,400 萬美元)資助未來 5 年的金融服務發展。此外，政府還設立 50

億港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旨在鼓勵及協助香港公司提升技術水平，並為業務引入創意。 

  

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實施 7 項金融科技措施，包括推出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及發

出 8 個虛擬銀行牌照。投資推廣署的金融科技小組也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展現香港金融

科技的獨特優勢，其中包括金融科技周、Fintech Finals 18 論壇及初創企業比賽等。該

署也在金融科技周 2018 首次推出快速通道計劃，鼓勵外國金融初創公司來港拓展業務。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及保險業監管局也是金融科技業的監管機構，提供監管指

引，方便公眾瞭解業界運作。 

 

香港政府的科技專才培育計劃、博士專才庫以及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都有助香

港培育及匯聚更多科技人才。 

  



 

22 

V. 大灣區及東盟的戰略重要性和潛力 
 
粵港澳大灣區 

  
羅兵咸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金融服務業主管合夥人費理斯(Matthew Phillips)匯報

該公司一項研究調查結果時表示：「受訪者認為，如果香港錯失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金

融科技商機，將有損其作為全球金融科技樞紐的地位。」此外，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香

港若要保持競爭力，穩住全球金融科技樞紐的地位，必須為外商提供進入大灣區的機會，

而當中香港能發揮多少效能正是關鍵所在。事實上，從下文一些重點資料可見，大灣區

對數字絲綢之路確實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重要性 

大灣區對香港十分重要，也有助香港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作出貢獻，可發揮至少 3 方面

的作用。首先，市場需求是推動科技以及金融科技穩步發展的重要力量。大灣區市場規

模龐大，對不同科技應用需求殷切，其經營環境也佳。香港是大灣區重要一員，從中可

以獲益不淺。此外，香港也可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為數字絲綢之路作出貢獻，協助沿

線國家的企業進軍大灣區市場。 

 

其次，中國許多先進技術匯聚深圳及廣州，而科技及金融科技發展的另一個主要推動力

是科技人才。香港公司(包括初創企業在內)可以利用大灣區的人才庫來推動其數碼化轉

型及業務發展。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協助輸出某些領先全球的技術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

國家。 

 

最後但卻是最重要的作用是為數字絲綢之路提供一個大型試驗場。大灣區有別於其他灣

區，包含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 9 個城市。香港及澳門各有本身的貨幣、法

制、稅制及獨特性，令人口和資金流動、政策執行及商業運作變得複雜。因此，三地差

異必先消除，才有利於促進大灣區的經濟一體化。由此可見，大灣區可為相關政府提供

一個大環境，共同制訂政策及措施，以盡量減少跨境摩擦及障礙。從這個意義來看，大

灣區可被視為一個解決跨境營商困難的巨大試驗場，而在數字絲綢之路，這些困難的規

模和範圍可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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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羅兵咸永道深入訪問了一些金融科技公司、金融機構(來自中國內地及海外)及其他公司

的高級行政人員，並根據相關資料於 2018 年發表一份報告，詳述當中所發現的多個重

大問題。其中一個是大灣區各地的監管協調問題，涉及數據管理規則、無縫財務身份認

證和瞭解客戶(KYC)流程，以及虛擬銀行和保險業務等。其他問題有深圳科技人才及香

港環球金融專家在大灣區的流動。 

  

WHub 的 2019 年白皮書也指出，若醫療和教育設施以及稅務優惠不夠完善，會令人才

及初創企業不願前往內地工作。跨境支付依然是一個難題。與金融服務相關的規例未能

為企業及個人提供暢順的銀行體驗。保護主義也不利於各個城市之間的合作。 

 

政府角色 

如上文所述，大灣區各個城市都有本身的特色，而且粵港澳三地的法制、稅制及貨幣各

異，當中所引起的摩擦和挑戰，只有在政府層面才能夠化解。事實上，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與香港總商會於 2017 年進行的調查指出，大灣區若要發展成功，實有賴四大要素，

按重要性排序，分別是政府的支持、清晰一致的法規、基礎設施的支持及稅務優惠。在

羅兵咸永道 2018 年的訪問中，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大灣區「9+2」城市須加強協調各自

的監管法規，才能確保相互合作能以一致及富有成效的方式進行。 

 

事實分析 

大灣區建設是一項國家戰略，旨在推動珠三角 11 個城市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大灣區的

土地面積約 5.6 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 0.6%)，人口逾 7,000 萬(佔全國總人口 5%)，

其中香港、澳門、深圳及廣州是核心引擎，而區內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達 1.56 萬美元

(佔全國 GDP 的 12%)，足見經濟實力雄厚。 

 

大灣區結合各個城市的優勢，足以媲美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及東京灣區。香港與紐約

一樣，是區內的金融中心及貿易中心，能提供各類專業服務。深圳則如美國矽谷，擁有

高新科技製造業及創新產業。澳門堪稱另一個拉斯維加斯，是區內的旅遊及娛樂中心。

世邦魏理仕研究部(CBRE Research)根據 2016-17 的數據對全球四大灣區作一比較，

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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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四大灣區比較  (2017 年) 

  大灣區 東京灣區* 紐約灣區* 三藩市灣區*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56,000 36,500 21,500 17,900 

人口 (萬) 6,957 4,396 2,015 768 

本地生產總值(GDP) 
 (萬億美元) 

1.6 1.9 1.7 0.8 

人均 GDP (美元) 23,000 42,000 82,000 102,000 

貨物吞吐量  
(萬個標準貨櫃) 

7,499 773 625 237 

機場客運量 (億人次) 2 1.2 1.3 0.8 

全國 GDP 佔比 (%) 11.8% 37.6% 9% 4.2% 

第三產業比重(%) 64.9% 82.3% 89.4% 82.8% 

主要產業 製造、科技創新及

金融 
汽車、石化及金

融 
金融、房地產

及醫療保健 
科技創新及專業

服務 
註：*2016 年數據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中國國家統計局、香港政府統計處、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日本總務省、世界銀行、

德勤研究、香港立法會、美國普查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邦魏理仕研究部 

 
世邦魏理仕認為，大灣區將會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灣區經濟體(在人口及土地面積方面已

居首位)，主要有數項重點優勢。 

 

首先，大灣區擁有兩個世界級金融中心，即深圳及香港，兩地都設有廣受好評的機場及

港口。許多《財富》500 強(Fortune 500)公司都在廣州、深圳及香港設立總部，而這 3

個城市也是主要的商業樞紐。第二，大灣區也是電子商貿的重要物流樞紐，區內大部分

貨物都經香港、深圳及廣州運送。隨著多條主要鐵路及道路開通，把區內東西兩邊城市

連接起來，物流企業將可提高效率，並能夠減省成本。第三，大灣區多個城市正在發展

文化及觀光景點。具體而言，香港、澳門及珠海將組成一個主要旅遊區，設有購物商場、

綜合渡假村以及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設施。這些新措施將對旅遊及零售業的發展帶來

莫大裨益。 

  

除了上述優勢之外，中央政府已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 4 個領域推動

進一步合作。第一個領域是創新科技，目標是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

廊建設，作為重大創新載體，以支持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重大創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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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領域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連通內地與港澳以及珠江口東西兩岸為重點，構建

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及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加上近期建成的廣深

港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力爭實現大灣區「1 小時生活圈」。除了促進人員、信息、資金、

商品及服務便捷有序流動之外，大灣區的融合與互聯互通可為發展巨型智慧城市營造廣

闊空間，繼而推動高附加值產業增長，吸引人才、資金及企業到區內，並達致良性循環。 

 

另外兩個重點領域是金融融合以及社會保障，前者是要推動大灣區內保險產品跨境交易，

支持內地、香港及澳門的保險機構開展跨境人民幣再保險業務；後者旨在支持港澳投資

者在大灣區其他 9 個城市按規定以獨資、合資或合作等方式興辦養老等社會服務機構。 

  

畢馬威、匯豐銀行及香港總商會於 2018 年進行一項聯合調查，訪問了 700 多名在大灣

區經營業務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受訪者認為，技術與創新、貿易與物流以及金融服務

等行業最能夠受惠於大灣區的發展。事實上，70%技術與創新業受訪者及 66%金融服務

業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企業將於未來 3 年隨著大灣區發展而至少增長 5%。 

  

由於第三產業佔大灣區經濟僅 60%，與全球三大灣區的 80%相比明顯較低，因此這個

產業在大灣區大有商機。 

 

數碼科技也能夠推動不同產業的增長與發展。舉例來說，公司可以使用大數據及人工智

能預測消費者需要，從而創製合適的產品。3D 打印使公司能夠生產度身訂製的產品。

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超級互聯互通網絡以及與其他鄰近市場的交通聯繫，均能提高物流

及供應鏈效率，方便網上購買的產品向買家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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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廣東企業擔當平台角色 

—專訪廣州時代數據服務有限公司創始人兼總經理朱國清博士 

 
時代數據服務是中國的大數據軟件和服務供應商，公司總部位於北京，在上海、成都、濟

南、杭州、鄭州、武漢和廣東都設有子公司。公司年營業額超過 6,000 萬元人民幣，員工約

200 人，其客戶包括知名的阿里巴巴、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以及一些國有企業。 

 

該公司的核心業務是就數據資產管理、數據探索、數據應用，和人工智能輔助的自助式營

銷等，提供綜合精簡的解決方案，以便客戶實行「準實時」監控，客戶同時也可輕易地進行數

據分析。 
 
雖然該公司總部位於北京，但 80%的客戶均來自廣東。創始人兼總經理朱國清博士解釋說：

「我認為廣東的開放程度是全中國最高的。廣東公司最具活力，即使國有企業也如此。廣東的

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在國內也處領先地位。該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吸引了來自全國

各地的優秀人才，這正是我把業務集中在廣東的原因。我的想法是，假如公司業務能夠在廣東

順利運作，那麼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很大可能取得成功。」 

 

朱博士正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作為進入國際市場的平台。「我將會把業務從廣東擴展到

香港。我認為如果能夠把我們的技術能力結合香港的優勢，包括香港人的國際聯繫和語言能力

等，將可帶來協同效應。我相信對於要『走出去』的內地公司來說，這是一個理想的模式。與

此同時，我們正與阿里巴巴合作，通過其網絡為擴展海外市場的內地公司提供數據分析服務。 

 

「香港確實擁有很多優勢。香港一直以來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人的教育水平高，與外國人

溝通的能力很強。此外，香港人與廣東人的文化背景非常相似，大多數人都說粵語，兩地有很

多共同點。 

 

「過去幾十年來，廣東在開放和服務水平方面都從香港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例如，廣東現

在的公共服務效率已跟香港不相伯仲。 

 

「然而，我認為香港需要在國內進行更多宣傳，例如舉辦更多論壇和媒體採訪，好讓內地

人能夠認識其角色和優勢。我覺得香港又應加強推廣粵港澳大灣區，並推行鼓勵年輕人在廣東

工作或創業的政策。」 

 

若將香港與新加坡比較，朱博士說他更喜歡香港，因為新加坡遠在中國以外，而且在許多

方面，香港仍然具有更強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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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 

 

在數字絲綢之路沿線，東盟國家自然是香港及中國內地的首選市場，原因之一是地

理位置接近，另一個原因是文化相似。事實上，許多香港公司長久以來都有在東盟投資

及經營業務，涉獵範圍甚為深廣，成績卓越，深受當地商界尊重。此外，中國內地政府

現在也積極在這些市場大舉投資。 

 

重要性 

東盟與大灣區一樣，對香港具有重要價值，有助香港為數碼絲路作出更大貢獻，對此下

文的事實分析可作印證。首先，東盟是香港擴展科技和金融科技業務的另一大市場，不

僅為香港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提供大量商機，也使香港有不少機會把中國內地的科技帶

進東盟。 

  

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東盟對香港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是提供一個更大的試驗場。大灣

區仍然屬於單一政治體制，同屬中國文化。不過，東盟成員國分屬不同的政治及法律體

制，文化各異，所用貨幣不同。若說大灣區是一個在一國之下由多個行政區域組成的試

驗場，以便進行跨境業務營運及合作，那麼東盟便是一個包含不同國家、貨幣及語言的

試驗場，其複雜程度與大灣區處於不同層次。香港若能協助東盟處理實質和技術壁壘，

同時也有助消除文化及社會政治方面的障礙，則可推動數字絲綢之路的整體發展踏出重

要一步，邁向成功。 

 

挑戰 

在東盟，一些新興市場可為香港提供機遇，而新加坡的數碼科技業發展一日千里，在區

內十分活躍。羅兵咸永道管理諮詢服務部的 Nicole Wakefield 認為，新加坡在基建及生

態系統等各方面的發展都處理得宜，並在區內建立了重要地位，備受信任。目前，新加

坡正擔當區內樞紐這個關鍵角色，能夠吸引及培育最優秀的數碼專才及公司，帶領整個

東盟向前邁進。 

 

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積極在東盟投資，此舉是一把雙刃劍，下文將再作討論。中國內地

到東盟大舉投資，意味著可以控制當地的龐大數據，可能會惹起關注。有見及此，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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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強調：「我們不願看見只有少數系統或平台雄霸

世界。」 

 

除了跨境糾紛以及不同的法規、政策、稅制以至一定程度的地區保護主義等壁壘之外，

一個重大的社會政治障礙就是不同政體之間缺乏互信。若香港不僅能減少區內的技術貿

易壁壘，更能與其他政府建立互信，則可推動數字絲綢之路的整體發展踏出重要一步，

邁向成功。 

 

事實分析 

 

有利的社會經濟因素 

 

東盟的人口年輕(70%人口不足 40 歲)，活力十足，多元文化共存，而且會說英語，有利

國際交流。區內經濟體增長迅速，許多大型企業都在區內設立後勤辦事處及發展中心。 

 

互聯網滲透率高及數碼化程度日深 

 

東盟若干成員國的數碼化程度在全球數一數二，其中逾 90%互聯網用戶使用智能手機上

網，而在 2017 年連接互聯網的手機達 9.35 億部。區內互聯網用戶數目全球排名第三，

在中國內地及印度之後，自 2015 年以來的複合年均增長率達 13%。下圖顯示 2017 年

東盟各國的互聯網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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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國家積極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基建發展以及數碼建設，是區內數碼增長的主要推

動力，並為全球各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提供大量商機。區內金融科技業雖然尚在發

展初期，但增長迅速。在東盟，本土金融科技公司主導當地市場，但外國公司也越來越

有興趣分一杯羹，通過商業聯盟、夥伴合作、收購或直接投資等方式進軍當地市場。 

 

市場潛力優厚 

東盟的互聯網經濟以電子商貿、網上旅遊、網上媒體及叫車平台為主。事實上，當地的

互聯網經濟大有機會可以進一步增長。舉例來說，電子商貿於過去 5 年的年均增長率達

23%，但在區內零售總額的佔比依然不足 2%。整體而言，東盟的電子商貿市場佔全球

市場不足 1%，而中國內地卻佔 32%。 

 

谷歌(Google)與淡馬錫(Temasek)的報告預測，到 2025 年，東盟電子商貿市場的價值

將達 1,768.9 億美元。這個市場吸引不少科技初創公司、企業及投資者注意，不足 4 年

間已集資 176.9 億美元，其中逾半投資到初創獨角獸企業，例如 GoJek 及 Grab 等叫車

公司，以及電子商貿公司 Laz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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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態度積極  

東盟各國政府非常支持數碼經濟，推出多項措施以為數碼基建招商引資、鼓勵數碼初創

公司發展，並促進電子商貿發展及產業數碼轉型。舉例來說，新加坡正在推行「智慧國

家」計劃(Smart Nation initiative)，而泰國則使用二維碼作無現金支付，以及發展以網

絡為基礎的應用程式，菲律賓也計劃推出雲端服務。 

 
中國積極投資東盟 

中國在東盟參與多項「一帶一路」大型項目，如馬來西亞的鐵路和油管項目、緬甸的皎

漂港，以及老撾北部的高速鐵路。 

 
中國也大舉參與東盟的數碼基礎建設。華為及中興通訊正在區內鋪設光纖電纜。中國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則為東南亞市場研發 5G 網絡及雲端運算系統。緬甸的交通與通訊

部與華為合作，跳過數代流動網絡發展，於 2025 年前直接推出 5G 寬頻服務。同樣地，

阿里巴巴在印尼開設第二個數據中心，華為也在泰國推出該公司首個 5G 測試台。 

 
在初創企業及電子商貿方面，阿里巴巴經營的電子商貿公司 Lazada Group 以新加坡為基

地，在越南、泰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的每月活躍用戶人數領先同儕。支付寶首先在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推出，其後再進軍柬埔寨、緬甸、老撾及菲律賓的電子支

付市場。螞蟻金服則通過投資新加坡的 M-Daq、菲律賓的 Mynt 及泰國的 Ascend Money，

在東盟多個國家經營業務。該公司也與印尼的 Emtek 及新加坡的 Fave 結成夥伴，同時

收購菲律賓的 HelloPay，並與馬來西亞的 Touch ’n Go組織合營公司。他們也在印尼、馬

來西亞及菲律賓投資於多間初創企業。騰訊與滴滴出行均投資於叫車公司，包括 Grab與

GoJek，其中後者已超越 Uber 成為東南亞叫車業的龍頭。同樣地，中國內地的華為、

Oppo 及維沃已成為區內手機製造市場的領導者，打破三星(Samsung)的領導地位。 

 
中國內地的技術轉移能有效幫助亞洲新興經濟體迅速發展數碼經濟。事實上，許多亞洲

經濟體更加倚賴中國，對美國的倚賴則較少。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梅農 (Jayant 

Menon)表示，中國內地是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2018 年雙方的年度貿易額達 5,910 億

美元，較 2017 年增加約 14%。此外，東盟曾連續 8 年成為中國內地第三大貿易夥伴。

每年，中國與東盟雙方互訪的遊客逾 5,500 萬名。中國-東盟中心秘書長陳德海表示：

「這種緊密關係已推動經濟增長，惠及全部 11 個成員國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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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香港在東盟地區的優勢與機遇 

—專訪 Intria 創辦人陳淵斌 

 

陳淵斌是一名澳洲籍香港人，擁有超過 20 年高級行政管理和資訊科技專業的工作經驗，

在香港、澳洲、中國內地和東盟的旅遊科技生態系統，積累了豐富的業内知識，並建立了強

大的業務聯繫。 

 

陳淵斌於 2012 年在香港創辦 Intria Limited，採用區塊鏈和數據分析等先進技術，為亞

太區的機場、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等客戶，提供旅遊科技顧問及解決方案服務。他接受香港理

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談及香港科技公司在東盟地區的優勢和機遇。 

 

「東盟的市場潛力龐大，特別在柬埔寨、老撾和緬甸等發展中國家，原因是當地旅遊需

求強勁，但市場競爭卻不大。 

 

「這些國家目前採用科技的程度仍然偏低，但正不斷躍升。舉例來説，緬甸從固網電話

直接跳升到低價智能手機，繞過早期的模擬和數碼手機階段。 

 

「展望未來，我認為企業應該注視新一代 5G 無線技術帶來的機遇。我的預測是，5G 將

會首先推動這些國家在消費者層面使用物聯網設備。由於 5G 可讓更多設備同步互聯互通，因

此將來所有家用電器和設備都會具備網上連接功能，而這類物聯網設備相信會首先流行起

來，例如，可以發送訊息通知用戶隔塵網需要清潔的空調。 

 

談到香港公司的優勢，陳淵斌說：「國際業者較少在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展業務，但香港

公司在為客戶訂製解決方案和滿足特殊需求方面卻反應敏捷。舉例來説，我正為一些經濟負

擔能力較低的潛在客戶，提供每月訂購計劃甚至免費試用。我們有信心他們會認識到我們解

決方案的價值所在。」 

 

陳淵斌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開展業務比在香港更容易。他說：「香港的市場競爭太激

烈，兼且許多傳統行業已達飽和，香港公司多傾向於把重點放在削減成本而不是創造價值。

但我很高興這種心態正在改變，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當前的數碼轉型浪潮是一股顛覆性力

量，關乎公司的發展策略，而不僅僅是與 IT 部門有關的 IT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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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陳淵斌認為香港在發展成為科技中心方面，條件優厚：「任何技術應用都需

要充分利用行業知識。香港人在不同行業都有豐富經驗和專業資格，對國際慣例瞭如指掌，

也擁有所需的國際聯繫。 

 

「此外，香港在基礎研究方面表現超卓，並在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優勢。我相信香港

的大學所研發的技術都有良好的商業價值，但根據我個人經驗，私營部門並不容易獲取這些

技術。」 

 

許多人說香港的科技人才太少，不足以支持這個行業。陳淵斌卻不認為這是個問題，至

少對他公司來說如是。他指出：「在現今的數碼時代，我們不再需要人們親身在這裡工作。

我們將工作外判給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巴西、俄羅斯、烏克蘭、越南和菲律賓等。令我驚訝

的是，越南擁有非常優秀的資訊科技人才。我認為香港應該在這方面與東盟國家建立更緊密

的聯繫，並相信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會歡迎能協助他們建立人力資本的夥伴關係。」 

 

當被問及行業發展需要甚麼政府支援時，陳淵斌說以他所知，政府有多個資助計劃可以

提供援助，不過，他希望能夠有一些平台幫助他加强與同業的聯繫，最理想是聯繫到潛在的

合作夥伴或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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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資和海外擴展平台 

—專訪鳳金普惠信息諮詢(深圳)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韓偉 

 
鳳金普惠於 2014 年成立，是鳳凰衛視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最

新科技，提供點對點網絡貸款、基金、保險、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服務。 

 

鳳金普惠的資產總值約為 100 億元人民幣，服務對象主要是中國兩大類客戶群，分別是

沒有銀行賬戶的市民以及富裕人士。沒有銀行賬戶的人對銀行和存款服務需求殷切，鳳金普

惠運用數據分析來為這類客戶進行風險管理。至於富裕客戶，公司不斷尋找全球投資機會，

以滿足他們在資產管理方面日益增加的需求。 

 

鳳金普惠在印尼等多個東南亞市場發展了兩年左右，主要經營消費金融相關業務。該公

司首席運營官韓偉表示：「我們視東南亞為重點市場，因為他們擁有大量消費需求旺盛的年

輕人口，但區内國家卻未能為這些年輕人提供金融服務。 

 

「雖然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市場潛力巨大，但也不無挑戰，主要是這些國家在消費行為以至

監管法規方面都各有不同，而香港正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香港是一個具有豐富營

商經驗和卓越專業能力的國際城市。另一方面，香港的地理位置鄰近東南亞國家，因此對他們

的社會和商業文化有較深入的認識。香港可以幫助內地公司更順利有效地打進這些市場。 

 

「對我們來説，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融資和擴展海外市場的平台，它擁有健全的法制

和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內地相比，香港在籌集資金方面的能力更強，資本成本也較低。

由於內地的外匯管制非常嚴格，如果我們在國内籌集資金用於海外投資，將要面對很多涉及

成本和監管的問題。 

 

「以我所知，一些內地公司正利用新加坡作為通往東南亞的門戶，但我覺得香港更為可

取。香港不但較接近中國內地，而且方便我們更容易籌集資金。 

 

「我認為現時中國有充裕的人才供應，包括具備海外經驗的人才。由於香港在本土人才方

面的優勢不及內地，因此，香港應該加倍努力吸引其他國家的人才。與此同時，目前香港的生

活成本非常高昂，特別在住屋方面，故此必須致力改善生活條件，才能吸引海外人才。」 

 

韓偉認為，由於香港的面積細小和人口不多，因此應該發展高科技產業，發揮其在基礎

研究方面的優勢。「事實上，香港的大學在科研能力方面非常強勁，我們十分渴望與他們開

展更緊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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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商界如何看待數字絲綢之路倡議 

—專訪萊佛士商業通私人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董事許由平 

 

萊佛士商業通於 2015 年成立，為有意在新加坡開展業務或有私人理財需要的外國公司和

投資者提供諮詢服務，並為擴展東南亞的企業提供策略建議。 

 

許由平在創辦這家公司之前，在總部設於新加坡的頂級全球和區域銀行集團累積了 30 年

工作經驗。近期，他與香港和中國内地的私營企業合作，幫助他們利用新加坡作為中心，在

東盟地區擴展與數碼相關的產品和服務。許由平就中國企業進入東盟市場須考慮的問題提出

了一些專家意見。 

 

許由平首先談到東盟商界對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的看法。他說：「許多人將他們對數字絲

綢之路的商業考慮跟他們對政治意圖的猜疑混爲一談。只有強大獨立的國家和企業才會客觀

地就這場『動盪』做好風險管理的準備。在這背景下，推動數字絲綢之路的同時，必須小心

作出校正。第一個做法就是打造一個可以為大多數甚至所有東盟國家帶來好處的數碼平台，

以贏取用戶的信心。 

 

「我的中國內地客戶許多都知道東盟是一個龐大而重要的市場，但卻很少人瞭解東盟市

場和當地的商業慣例。若要發展數字絲綢之路，外商宜與當地業界合作，構建一個協作商業

模式，尋求在這個全新的數碼經濟中達致雙贏。他們必須細心制定適切的商業模式、合營架

構和商業考慮，以實現長期的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當地公司應該認真探究自己的角色。當地公司與外商合作時，與其經營一

個互相競爭或彼此類似的商業模式或基本產品系列，不如考慮擴展產品的廣度，以及融合至

合作夥伴無法進入的業務範疇(例如因法律或監管規定限制外商參與的領域)。」 

 

對於香港在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方面的優勢，許由平說：「香港仍然是全球重要的集

資中心，因此，數碼項目可以在香港獲得相當大的曝光率，這是香港的一大優勢。 

 

「香港擁有良好的法律和金融基礎設施，而且一直以來在銀行、法律、會計等方面提供

優秀的專業服務。如果香港利用其長期優勢 (如金融中心、國際專業服務、房地產基礎設

施)，並採取開放的態度與東盟國家互補，以幫助推動數字絲綢之路戰略，我認為香港可以取

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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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我有限的理解，香港在科技創新方面不算突出，與其有關的資訊科技、電子

商貿及社交網絡平台品牌寥寥可數。 

 

「目前，東盟商界對香港可以擔當的數碼中心角色並不瞭解。香港必須向他們宣傳和展

示它的政策方向，如何在過去及現在均能成功配合數字絲綢之路倡議。 

 

「數字絲綢之路的主旨應該是建立一個泛亞平台，為所有有關方面創造價值，而不是為

中國企業建立一個具競爭力的賺錢模式。值得參考的例子就是 SWIFT 銀行支付網關的發展。

最初 SWIFT 只是一個被許多銀行和政府機構使用的系統，但由於它非常有用，之後人人都接

受它為國際支付必用的平台。 

 

「打造一個由香港牽頭和推動的數字絲綢之路經濟集團/聯盟，可以更容易獲得各國政府

的接受，因為它會被視為一個使用數碼平台的經濟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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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為數字絲綢之路作出貢獻？ 

—專訪北京領創智信科技有限公司印尼片區董事總經理程韜 

 

北京領創智信科技是一家以數據為中心的金融科技公司，由一群頂尖大學畢業且具備豐

富行業經驗的科技人才創立。該公司總部位於新加坡，迄今已營運約 4 年，並獲得 C 輪融資

資格，估值約為 1 億美元。北京領創智信科技獲得來自中國和矽谷的頂級創投基金支持。 

 

該公司目前的市場包括印尼、菲律賓、越南和印度。主要業務有兩方面：點對點網絡

(P2P)貸款；以及通過採用人臉識別和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為金融機構提供反欺詐和電子

識別客戶(EKYC)解決方案。該公司的印尼片區董事總經理程韜就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提出了他

的看法。 

 

「目前中國在技術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通過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國可以協助東南亞國家

加快在數碼化方面的發展，讓人人都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這無疑也有利於中國的國力擴張。 

 

「在印尼開展業務有困難也有挑戰，例如申請 P2P 經營許可，須應付許多官僚程序。但

整體而言，東南亞的初創企業營商環境良好，為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其他地方的科技公司

提供龐大的商業潛力。」 

 

對於香港應如何發展，為數字絲綢之路作出貢獻，程韜說：「香港不能孤軍作戰，它必

須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帶來的機遇，並與擁有大量科技人才和初創企業

的深圳及其他廣東城市加强融合。另一方面，香港是國際人才首選的生活和工作地方，這方

面比任何內地城市都要優越，因此，香港可以在人才交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需要有自己的本土科技公司，以保持其經濟生產力。現時

香港似乎過分依賴金融業和地產業。」 

 

程韜認為，香港也可以在技術領域為數字絲綢之路作出貢獻。他說：「香港應該利用其

特殊地位引進和應用來自中國内地，甚至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技術。此外，香港的科研水平很

高，研究人員可積極尋求科技上的突破，特別是在美國限制中國的領域，例如芯片、軟件、

基礎研究和新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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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保解決方案供應商尋求香港合作夥伴 

—專訪蘇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封萬里博士 

 
蘇州市伏泰信息科技成立於 2005 年，通過應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

提供保護和監控環境的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方案是利用衛星遙感技術來監測環境狀況，例如

地下水分布和污水處理對城市管理的影響。 

 

蘇州市伏泰信息科技僱有超過 400 名員工，其中約 250 名是研發人員。公司於 2018 年

開始籌備首次公開招股。副總裁封萬里博士接受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談到香港能夠

如何幫助該公司打進東南亞市場。 
 
「我們的主要客戶是政府的環保部門。公司的業務目前主要集中在江蘇和浙江，因為那

裡的地方政府非常重視環保。然而，我們希望將客戶群擴展到包括企業和個人。 
 
「我們的潛在客戶之一是農民的債權人，他們希望監督農業資金的使用情況。我們使用

衛星、地面傳感器、高清攝錄機、無人駕駛飛機和其他工具，來評估農田的實際情況。 

 

「我們也有意向東南亞國家輸出服務，因為我們預期隨著這些國家的生產設施和工業發

展不斷擴張，對環境保護的需求也會增加。當越來越多企業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國家，我們

相信他們會同時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環保方面的挑戰。 
 
「事實上，對海洋或人口分散的大幅土地這類區域，衛星技術最能發揮作用，我們可以

在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應用這種技術。 
 
「然而，我們預計在這些國家會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我們不熟悉這些國家的政府架

構，不知道誰是採購環保解決方案的決策者，所以很難接觸到適當的人。其次，由於我們需

要收集和處理這些國家的大量數據，他們難免會抱持懷疑態度。 

 

「我認為香港可以扮演橋樑角色，幫助我們牽綫搭橋。香港政府可與東南亞國家的有關部

門溝通，制訂一份全面的項目清單，如果這些項目由我們的駐港辦事處負責處理，相信這些國

家會更容易接受。另外我們也可以利用香港其他的優勢，包括其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能力。」 

 

蘇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與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同濟大學等教育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

係。該公司擁有 100 多項專利技術，又主編多個智能環境衛生和垃圾分類行業標準。此外還

為 200 多個城市和 20 多家環保企業提供環保資訊服務，並為逾 20 家客戶提供全周期垃圾分

類作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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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香港的定位 
 

根據香港的優勢，這次研究認為香港有潛力在以下領域進一步發展，成為數字絲路

的數碼大門，政策制訂者和企業可作為參考。 

 

香港成為數字絲路雲端數據中心/平台 

 

重要性 

數據中心逐漸成為現今商業世界的必需品，且是眾多系統的支柱。目前，全球每天

生成的數據超過 25 億 GB，數碼數據存量每兩年翻一番。社交媒體、電子支付、大數據、

雲端服務等使用量猛增，以及流動應用不斷增加，都令數據量增長勢頭更勁。 

 

以規模而言，數據中心可以是較小型的內部數據房，也可以是較大規模的主機代管

(co-location)中心，以至龐大的公共雲端中心。雲端數據中心提供以下服務：基礎設施

即服務(IaaS)、數據庫即服務(DBaaS)、儲存即服務(STaaS)、平台即服務(PaaS)和軟

件即服務(SaaS)。世邦魏理仕(CBRE) 2018 年的調查顯示，雲端數據中心的年回報率

介乎 10%到 20%。2018 年，全球十大企業雲端供應商的總收入接近 1,200 億美元。 

 

十大雲端供應商(按收入計) 

排名 供應商 2018 年雲端收入(億美元) 

1 微軟(Microsoft) 322 

2 亞馬遜網絡服務(AWS) 257 

3 IBM 192 

4 Salesforce 130 

5 埃森哲 (Accenture) 90 

6 SAP 56 

7 甲骨文(Oracle) 53 (估計) 

8 Google Cloud 34 (估計) 

9 Workday 28 

10 ServiceNow 26 
資料來源：@bobev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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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平台除了擁有大數據儲存設備及數據庫外，還提供大數據管理、商業資訊，

並支援訂製開發服務。大數據平台的一大好處是提供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例如，用戶

可以使用不同的開源 Apache 技術，分析儲存在 Microsoft Azure 雲端平台上的數據，

而 Google Cloud 也提供大量大數據管理工具。 

 

機遇 

Cushman & Wakefield 表示，亞太地區的數據中心市場正顯著增長，到 2021 年甚

至會超過歐洲市場。2016 年，亞太地區每月流動數據消耗量為 3.1 億 GB，預料到 2021

年每月將達 228 億 GB。如果香港成為數字絲路門戶，可以想像涉及的數碼數據量將何

等龐大。香港也可利用數字絲路生成的海量數據，這些數據蘊含龐大價值，例如數字絲

路企業生成的數據可以成為供交易用的寶貴商品，因為這些數據對所涉各方來說是相關

和重要的。這就是所謂數據即平台(DaaP)，據此圍繞這些核心數據的應用和服務可構建

新的數字絲路產品及服務生態系統。 

 

優勢 

香港適合設立數據中心，原因是選擇數據中心位置時，地震、洪水、颶風和龍捲風

等自然災害都是較常提及的風險因素，而香港很少發生造成巨大損失的災難性氣象事件。

另外，Ginovus 常務董事 Larry Gigerich 曾提出數據中心選址還有以下 10 項重要標準。

除卻勞工成本和房地產成本外，香港均能滿足這些要求。 

 

i. 勞工成本及供應 

ii. 公路通達性及質量 

iii. 靠近主要市場及客戶 

iv. 房地產供應及成本 

v. 地方和國家經濟發展優惠所提供的金額 

vi. 電訊基礎設施的供應 

vii. 公用事業成本 

viii. 稅務及監管環境 

ix. 靠近供應商 

x. 連接主要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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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為發展香港為貿易及科技合作的中心，香港政府大力宣傳香港是亞太地區

數據中心的首選地點。然而，一間由政府支持(政府所有或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營運)的數

字絲路雲端數據中心相當重要。 

 

成立政府支持的雲端數據中心的理由 

 

I. 建立可靠的數據完整性和保護框架 

 

設立一間數據中心來儲存數據，並提供 DPaaS(數據保護即服務)等 XaaS(一切

皆服務)，有龐大的商業潛力和機遇。開放數據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簡稱

ODI)將數據視為一種新興形式的重要基礎設施，並認為中國的數字絲路是影響全球

數據基礎設施的重大轉變。歐盟最近實施《通用數據保障條例》。香港曾與 ODI 參

與一個項目，為各國之間有數據支援(data-enabled)的企業建立更強大的貿易聯繫。

香港可以更緊密與 ODI 合作，訂出數據標準。 

 

在保護機密和數據私隱方面，較近期的技術是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開發的同態加

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技術，可以在加密環境中完成計算。因此，加密數據

可在毋須事先解密下進行數據分析，令公司可安心共享數據。通過這種附加技術，

數字絲路數據中心可進一步取得數字絲路商業用戶的信任。如果香港政府能夠引進

國際專家，數據中心更可進一步提高其聲譽和可信度。香港大有條件設立數字絲路

雲端中心，完全控制數據和訊息，並且維護數據和訊息的完整性。此外，由香港政

府支持的數據中心，加上由國際學者和專家組成的顧問小組，可提高數字絲路商業

用戶對數據完整性、私隱和保護方面的信心。 

 

2. 投資成本高(但長遠的資本回報也高) 

 

數據中心投資額可以有很大差異。一間多租戶的小型設施，成本約 1 億美元。然

而，擁有多棟建築的龐大雲端園區可能要約 15 億美元。同時，電力消耗量也可能非

常巨大，因為每瓦特的電力用於伺服器運行，便需要另一瓦特來冷卻。據報道，

Google 使用的能源足夠為 20 萬戶家庭供電，該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數據中心耗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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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6 億千瓦。據亞馬遜稱，一個 8 兆瓦的數據中心可能有超過 46,000 台伺服器，

每兆瓦成本為 1,100 萬美元，而每千瓦時的電力成本約為 7 美分。今年初，戴姆勒

(Daimler)將其大數據平台遷移到微軟的 Azure 雲端。事實上，高德納(Gartner)預測，

到 2025 年，80%的企業將關閉其傳統的數據中心。 

 

3. 處理「雲端垃圾」 

 

數據中心的額外成本涉及處理「雲端垃圾」，即由於數據中心的設備升級而逐步

淘汰的各種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中型數據中心會有約 3 萬台設備，由於數據中心的

技術發展甚快，使用壽命只得 5 年，甚至更短。過時設備便成為電子垃圾。全球領先

的金屬及電子產品回收公司 Sims 的集團行政總裁兼董事總經理 Alistair Field 預測，

從 2025 年起，每年將要拆解並回收約 200 萬噸的廢棄設備，這將是一個 3,000 億美

元的市場。然而，回收這種垃圾並不容易，因為當中涉及許多包含用戶個人數據的

硬盤。在回收過程中如何確保每一步的數據安全是一個棘手問題，處理不當可能導

致數據洩漏。例如，有些公司要求回收商在現場拆解伺服器，並全程錄影。同樣，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處於有利位置。 

 

4. 設立數字絲路專用的雲端中心 

 

與通用雲端中心不同，這將是數字絲路專用的雲端中心。微軟、亞馬遜、IBM、

阿里巴巴和騰訊等主要雲端中心都是「通用」，但建議設立的數字絲路雲端中心是

數字絲路專用。生成並使用的數據將專門供數字絲路倡議使用，支持並推動其發展。

由於數據共享可以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這一點對宣傳數字絲路的合作和協作時尤

為重要及有意義。在一間集中式數據中心以標準格式儲存所有相關數據，可確保所

使用數據的完整性。數據來源透明，可增強公司之間的信任，從而實現更高效的協

作，商業合作夥伴之間更易創造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設立一間雲端中心來儲存

數字絲路的商業相關數據，可以促進並便利數字絲路沿線更多的商業合作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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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1. 來自新加坡的挑戰 

 

數據中心營運要面對諸如能源安全、自然災害，甚至政局不穩等重大風險。

Cushman & Wakefield 在 2015 年曾進行一項調查，建立全球 37 個國家及地區的數

據中心風險指數，旨在幫助公司為數據存放地點制訂策略性投資和營運決策。結果

顯示，新加坡的排名高於香港，在全球居第七位，亞太地區居第一位。香港的排名

實際上並不低，是全球第十一位，亞太地區第三位。在香港政府的支持下，數據中

心的風險狀況應會大幅改善。 

 

新加坡大亨、集年投資主席黃鴻年於 2017 年投資 67 億新加坡元，成立一家將

新加坡定位為資訊科技及投資樞紐的數據中心公司。該公司表示，黃鴻年預期新加

坡的數據儲存業務將受惠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然而，香港應該比新加坡更

有條件利用「一帶一路」倡議，特別是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 

 

2. 敏感的政府數據 

 

政府數據特別有價值，但也特別敏感。期望數字絲路沿線政府將其數據存入一間

集中式數據中心(不論是否位於香港)或許是一件不切實際的事。香港政府應採取主動，

率先與其他政府合作，最先可從大灣區的市政府開始，利用聯盟區塊鏈(consortium 

blockchain)技術建立數據平台。這種安排可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機密性，其成功經

驗可透過合作方式帶到東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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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科技企業橋頭堡 

—專訪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成果轉化辦公室主任高鋒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簡稱先進院)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市政府和香港中文大

學於 2006 年共同成立，由 9 個研究平台以及多個實驗室和設施組成。先進院的目標是提升粵

港地區設備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創新能力，推動自主知識產權新興工業的發展，並成為國際一

流的工業研究院。 

 

為滿足國家在醫療保健和製造業的需求，先進院主力研究新興產業，如低成本醫療、服

務機械人、電動汽車、雲端計算、數碼城市、納米醫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先進院又與包

括華為和騰訊在內的百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至今已孵化了 700 多家高科技公司。 

 

先進院還與多家外國學術及研究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麻省理

工學院、澳洲國家信息與通訊技術中心(NICTA)、加拿大通訊實驗研究室(TRLabs)、德國漢

堡大學、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等。 

 

先進院成果轉化辦公室主任高鋒接受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論述香港在協助中國

技術與世界各地建立聯繫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香港擁有不少優勢，可以發揮將中國技術與世界各地聯繫起來的作用。事實上，一些

國家對於擴展海外市場的中國科技公司持懷疑態度，但是在外國人眼中，香港是一個在商言

商的地方，他們一般不會對香港懷有戒心。 

 

「香港擁有大量人才，能夠深入瞭解並與外國人交流。香港又是一個國際城市，外國人

才很容易適應這裡的生活。 

 

「此外，香港具有很高的國際認受性。例如，眾所周知，香港發表的研究報告相當可

信，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事實上，許多內地公司都來香港收集有關國外市場的資料，

以協助他們評估市場機會、風險和拓展海外的時機等。 

 

鑒於香港的優勢，高鋒認為香港可以定位為數據中心。他說：「像阿里巴巴、華為、中

國移動和騰訊等中國科技巨頭，將伺服器設在貴州省，因為當地政府建立了一個有良好政策

支持的大數據綜合試驗區。據我所知，這些科技巨頭都有興趣將伺服器設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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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數據對公司來說是一項寶貴資產。我建議香港政府為這些數碼化資產提供

法律保障，就像瑞士實施的銀行法一樣，確保即使在外國政府要求下也不會洩露任何訊息，

藉此吸引臉書(Facebook)或騰訊等互聯網巨頭將伺服器設在香港。至於如何吸引這些公司，

我認為可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由地區數據中心做起。基本來說，數據收集、數據處理等高

增值科技服務行業都特別適合香港，且可跟香港現有的一些配套行業共同發展。」 

 
 
香港成為數碼國際金融中心 

 
重要性 

毋庸置疑，香港已經是國際金融中心。不過，金融科技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業的運

作，改變了人們管理資金的方式。這些都是根本性改變，有些人更認為金融科技顛覆了

整個行業。因此，雖然香港多年來一直是金融中心，卻不代表會成為數碼金融中心，除

非我們知道在哪些方面改善，如何改善。 

 

首先，香港要知道現時的自身位置。據 2019 年 3 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

告》，香港仍然是全球第三大最具吸引力的金融中心，也是亞洲最佳的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前 15 位排名及評分 

金融中心 指數 25 指數 24 排名升跌 評分增減 

 排名 評分 排名 評分   

紐約 1 794 1 788 0 ↑ 6 

倫敦 2 787 2 786 0 ↑ 1 

香港 3 783 3 783 0 0 

新加坡 4 772 4 769 0 ↑ 3 

上海 5 770 5 766 0 ↑ 4 

東京 6 756 6 746 0 ↑ 10 

多倫多 7 755 11 728 ↑ 4 ↑ 27 

蘇黎世 8 739 9 732 ↑ 1 ↑ 7 

北京 9 738 8 733 ↓ 1 ↑ 5 

法蘭克福 10 737 10 730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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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 11 736 7 734 ↓ 4 ↑ 2 

迪拜 12 733 15 722 ↑ 3 ↑ 11 

波士頓 13 732 13 725 0 ↑ 7 

深圳 14 730 12 726 ↓ 2 ↑ 4 

墨爾本 15 729 20 699 ↑ 5 ↑ 30 
資料來源：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2019 年 3 月 
該指數根據五大競爭力領域來評分，包括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和聲譽。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競爭力領域 

 
資料來源：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2019 年 3 月 
香港的排名在各項指標中均很高。 
  
 

 
  

競爭力領域

營商環境

政治穩定性
及法治

制度與監管
環境

宏觀經濟
環境

稅收與成本
競爭力

人力資本

技術人才供應

勞工市場
靈活性

教育與發展

生活質素

基礎設施

建築設施

資訊科技及
通訊設施

運輸基礎
設施

可持續發展

金融業
發展

產業集群的
廣度及深度

資金供應

市場流動性

經濟產出

聲譽

城市品牌
與吸引力

創新程度

城市吸引力與
文化多樣性

與其他金融
中心的定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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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各競爭力領域首 15 位 

排名 營商環境 人力資本 基礎設施 金融業發展 聲譽 

1 倫敦 香港 香港 紐約 紐約 

2 紐約 紐約 倫敦 倫敦 倫敦 

3 新加坡 倫敦 紐約 香港 香港 

4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5 上海 上海 上海 東京 上海 

6 蘇黎世 東京 東京 上海 三藩市   

7 芝加哥 三藩市   墨爾本 法蘭克福 芝加哥 

8 法蘭克福 芝加哥 北京 三藩市   波士頓 

9 東京 法蘭克福 悉尼   多倫多 東京 

10 多倫多 迪拜   三藩市   蘇黎世 迪拜   

11 三藩市   洛杉磯   迪拜   悉尼   蘇黎世 

12 迪拜   多倫多 波士頓 波士頓 多倫多 

13 日內瓦 波士頓 特拉維夫 芝加哥 悉尼   

14 波士頓 巴黎 洛杉磯   巴黎 洛杉磯   

15 悉尼   北京 蘇黎世 迪拜   北京 
資料來源：第 25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2019 年 3 月 

 
 

此外，香港是全球排第五位增長最快的創業生態系統，擁有 3,000 多家初創企業。

事實上，過去 6 年，香港初創企業獲得的風險投資增加了 20 倍，平均交易規模增長超

過 35 倍。目前，香港有 9 家土生土長的獨角獸，分別是 AirWallex(空中雲匯)、BitMEX、

GoGoVan、Klook(客路旅行)、Lalamove、商湯科技、Tink Labs、TNG 電子錢包和

WeLab。 

 

然而，香港要更上一層樓，成為數碼國際金融中心，至少要致力於 4 方面。首先，

數碼國際金融中心本身理應是一個金融科技中心，提供以金融科技為本的金融服務。其

次，香港可以成為數字絲路網上及流動支付的離岸人民幣結算和清算中心。第三，數碼

國際金融中心應有一家交易所，從事數碼化過程中生成的新一類資產，即數碼化資產的

交易。這也有助香港進入「代幣經濟」。最後，香港作為數字絲路的數碼門戶，有獨特

機遇發行加密貨幣，以支持數字絲路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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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重要性 

金融科技是指金融服務業運用並應用新的技術和創新，提供新的及更佳的用戶體驗。

通過利用技術與金融服務之間的差距，金融科技顛覆傳統的金融服務。金融科技包

括但不限於數碼貸款、電子商貿、電子營銷、數據解決方案、保險、醫療保健、支

付、銀行服務和風險管理。 

 

一個城市要成為數碼時代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改造其金融機構、服務和產品，實

現數碼轉型為金融科技中心。香港要成為數字絲路的數碼門戶，就需要成為支持數

字絲路商業交易的金融科技中心，並將經驗輸出到數字絲路沿線國家。 

 

 優勢 

香港在金融科技發展方面表現良好。投資推廣署表示，目前香港約有 550 家金融科技

公司。據 WHub 稱，香港金融科技的主要行業包括大數據、區塊鏈、首次代幣發行

(ICO)及代幣銷售、數碼支付、眾籌、數碼借貸、保險科技、監管科技及財富科技。 

 

畢馬威(KPMG)與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最近發表的聯合調查也表明，金融科技是香

港最強的創新領域，超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電子商貿、大數據、物聯網、機械

人和生物技術等領域。同時，從以下各點來看，金融科技也似乎最具活力： 

 

• 香港金融科技初創企業比其他類型的初創企業多 50%以上。自 2010 年以來，香

港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已籌集 9.4 億美元資金，而新加坡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則籌集

了 3.87 億美元。到目前為止，香港共有 4 家土生土長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即空中

雲匯、BitMEX、TNG 電子錢包和 WeLab。 

• 香港有強大的金融科技公司，如 WeLab 獲得虛擬銀行牌照，保泰人壽(Bowtie)獲

得虛擬保險牌照。 

•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2018 年 1 月成功推出銀行業的開放式應用程式介面(API)，並

於 2018 年 10 月 成 立 以 區 塊 鏈 為 基 礎 的 貿 易 融 資 平 台 「 貿 易 聯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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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deConnect)，由 12 家香港主要銀行組成。此前，金管局還與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簽署合作協議，搭建跨境區塊鏈貿易融資平台。 

 

挑戰與機遇 

2017 年，德勤(Deloitte)發布 44 個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指數表現得分。指數得分是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營商環境指數和全球創新指數等 3 個指數的總和，分數越低，

便代表金融科技發展氛圍越佳。香港得分為 22 分，而倫敦和新加坡的得分為 11 分。

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營商環境方面的表現非常出色。挑戰也就是機遇，在於投入

方面和產出方面要加強創新。通過設立數碼化資產交易所和推出加密貨幣，促進數

碼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將會改善表現得分，因為市場變得更成熟(創新投入)，並

推出更多創新產品(創新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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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中心的指數表現得分 

排名 
新興金融中心 傳統金融中心 

城市 評分 城市 評分 

1-25 芝加哥 20 倫敦 11 

   香港 22 

   紐約 14 

   矽谷 18 

   新加坡 11 

26-150 阿布扎比 99 阿姆斯特丹 70 

 曼谷 137 布魯塞爾 127 

 哥本哈根 71 都柏林 56 

 愛丁堡 76 法蘭克福 46 

 吉隆坡 101 盧森堡城 83 

 里斯本 124 巴黎 76 

 馬德里 132 上海 119 

 米蘭 128 悉尼 45 

 奧斯陸 77 特拉維夫 111 

 布拉格 126 多倫多 50 

 深圳 125 蘇黎世 41 

 斯德哥爾摩 55   

 台北 57   

 東京 55   

 華沙 108   

150+ 奧克蘭 未能提供 班加羅爾 未能提供 

 布達佩斯 151 約翰內斯堡 187 

 伊斯坦布爾 168 墨西哥城 181 

 雅加達 255 內羅畢 未能提供 

 拉哥斯 未能提供   

 麥納瑪 178   

 莫斯科 167   

 聖保羅 243   
註：指數表現得分是 3 個全球指數的總和，分數越低，便代表該中心的金融科技發展越為有利。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參考德勤的 A Tale of 44 Cities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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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Ernst & Young)從另一個角度，根據人們對金融科技服務的認知和使用情況進

行調查，計算 2019 年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金融科技服務分為 5 類，即轉賬和支

付、預算和理財、儲蓄和投資、借貸，以及保險。香港與新加坡和韓國一樣，得分

為 67%，僅略高於 64%的平均水平。 

 

27 個市場的消費者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 

市場 消費者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 

中國內地 87 

印度 87 

俄羅斯 82 

南非 82 

哥倫比亞 76 

秘魯 75 

荷蘭 73 

墨西哥 72 

愛爾蘭 71 

英國 71 

阿根廷 67 

香港 67 

新加坡 67 

韓國 67 

智利 66 

巴西 64 

德國 64 

瑞典   64 

瑞士 64 

澳洲 58 

西班牙 56 

意大利 51 

加拿大 50 

美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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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及盧森堡 42 

法國 35 

日本 34 

平均金融科技採納率 64 
註：數據顯示每個市場中金融科技採納者在活躍型數碼化人口中的佔比。所有列示的平均值均未加權。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參考安永的《2019 年全球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 

 
 

要提高人們對金融科技服務的認識和使用，方法之一是將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金融科

技市場聯繫起來，發展並擴大香港的金融科技生態系統。2014 年的「港股通」，以

及 2017 年的「債券通」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國內地在安永的金融科技採納率指數中

排首位，可見大灣區應能成為一個更佳及更大的計劃。當金融科技工具和人才遍布

大灣區各市時，肯定會提高香港的金融科技採納率。   

 

2.  成為數字絲路網上和流動支付的離岸人民幣非銀行機構結算和清算中心 

 

現時中國內地所有涉及貿易的經常賬交易都可以使用人民幣，而人民幣國際化是

中國政府的政策。2015 年 11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一籃

子貨幣，意味著人民幣向國際化邁出了一大步。「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是開放

「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而數字絲路倡議則以 B2B 和 B2C 等形式將其擴展到網絡

世界。不過，與「一帶一路」倡議下銀行系統的傳統貿易結算和清算不同，隨著跨

境業務往來越來越頻繁，各種非銀行機構支付技術的使用也會因而增加，預料數字

絲路將涉及大量非銀行機構網上和流動支付。 

 

重要性 

流動支付在數碼世界日益普及。這類付款不僅用於零售購物，而且還以越來越多的

創新方式支持 B2B、B2C 和 C2C 等各種支付、投資、貸款和轉賬。據中國支付清算

協會的數據，在中國通過非銀行機構流動應用程式進行的交易數量從 2013 年的 38

億次增加到 2017 年的約 2,390 億次，複合年均增長率近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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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年中國無現金支付的發展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銀行卡      

交易量(億筆) 475.96 595.73 852.29 1,154.74 1,494.31 

交易金額(萬億元人民幣) 423.36 449.90 669.82 741.81 761.65 

      

流動支付–銀行應用程式      

交易量(億筆) 16.74 45.24 138.37 257.10 375.00 

交易金額(萬億元人民幣) 9.64 22.59 108.22 157.55 202.00 

      

流動支付–非銀行應用程式      

交易量(億筆) 37.77 153.31 398.61 970.51 2,390.00 

交易金額(萬億元人民幣) 1.19 8.24 21.96 51.01 105.00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中國支付清算協會 

 
 

隨著電子商貿在數字絲路蓬勃發展，智能卡、電子錢包和流動支付等非銀行機構電

子支付可能會爆發性增長。再者，為加強其作為數字絲路數碼門戶的地位，香港自

然應該從「傳統」離岸人民幣結算和清算中心擴展到包含非銀行機構人民幣網上支

付的結算和清算。 

 

優勢 

香港至少有兩大優勢可以成為數字絲路網上和流動支付的清算中心。首先，香港是

主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從 2004 年開始，香港成為首個人民幣離岸市場，此後香港

成為全球人民幣貿易結算、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根據金管局資料，在 2018 年底，

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約為 6,150 億元人民幣，而該年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

約為 42,000 億元人民幣。國際清算銀行在 2019 年進行的 3 年一度調查顯示，香港

是亞洲第二大外匯市場，也是全球第四大外匯市場，外匯交易日均淨成交額達到

6,320 億美元。 

 

第二，香港是主要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2007 年，人民幣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

(RTGS)啟動，方便香港和世界各地的銀行以人民幣支付。根據金管局於 2019 年 8

月發表的公告，現時人民幣 RTGS 平均每日處理的交易總額已突破 1 萬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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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GS 與內地的人民幣支付系統——中國國家現代化支付系統連接，因此可處理與

內地的人民幣交易。據 SWIFT 稱，2018 年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佔

全球人民幣支付金額的 79%左右。 

 

機遇 

香港作為發展成熟和主要的離岸人民幣結算和清算中心，大有條件成為非銀行機構

離岸人民幣網上結算和清算中心，以支持數字絲路的貿易交易，並為人民幣國際化

的持續發展作出貢獻。香港現時提供 4 種主要的離岸人民幣服務，即零售和企業銀

行、資本市場、貨幣和外匯市場，以及保險。人民幣非銀行機構網上和流動支付是

一種新的離岸人民幣服務，以支持數字絲路電子商貿，預料日後應有龐大需求。 

 

挑戰(宏觀) 

近年，隨著匯率波動加劇，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明顯減弱。人民幣作為全球支付貨

幣的重要性下降，在國際支付總額中的比重從 2015 年底的 2.3%下降至 2018 年底

的 2%。人民幣作為最常用的支付貨幣的排名相應下降，由 2015 年的第五位降到

2018 年的第八位。人民幣貿易結算同樣減弱，年度總額由 2015 年的 68,330 億元

人民幣下降 38%至 2018 年的 42,060 億元人民幣。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人民幣(億元) 人民幣存款 人民幣存款證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2011 年 5,890 720 19,140 

2012 年 6,030 1,170 26,330 

2013 年 8,600 1,930 38,410 

2014 年 10,040 1,550 62,580 

2015 年 8,510 1,590 68,330 

2016 年 5,470 780 45,420 

2017 年 5,590 590 39,260 

2018 年 6,150 430 42,060 
資料來源：環亞經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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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預期中美貿易關係將長期緊張，並有可能導致貨幣壓力，人民幣需求的下降趨

勢或會持續下去。然而，這種情況使香港更有理由在數字絲路中發揮作用，通過提

供高效率的人民幣非銀行機構網上支付系統來增加人民幣需求。 

 

挑戰(技術) 

網上支付行業面對不少問題和風險，包括欺詐性支付、洗錢和避稅、貪污或誤導資

金、誤用或不適當使用客戶數據，以及繞過中央銀行的資金管制。 

 

一個好例子是網聯清算有限公司，該公司於 2017 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督下成立，

是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的清算平台，用於處理非銀行支付機構涉及銀行賬戶的

網上支付服務。網聯清算被視為國家級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 

 

網聯清算純粹是用於中國國內結算，但從概念上也適用於其他市場。如果中國流動

支付技術在數字絲路沿線受歡迎，採用這種結算架構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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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成為國際網上支付的人民幣結算平台 

—專訪北京神州泰岳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別長江 

  

北京神州泰岳是一家中國軟件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為金融、網上教育、汽車和

房地產等行業提供人工智能、大數據、雲端計算、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的應用。該公司還開

發手機遊戲。 

 

該公司副總裁別長江接受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談到如何利用香港作為開拓國際市

場的平台，並闡述香港可如何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發揮特殊作用。 

 

「我們計劃在未來兩至三年擴展到全球市場，而東盟國家將是重點市場。我認為，與西方國

家相比，東盟國家的政治及監管環境與中國內地較為相似，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當地的市場規則。 

 

「香港在我們『走出去』的過程中能夠提供幫助，因為香港是『超級聯繫人』，與東盟國

家和西方國家均關係密切。香港人辦事靈活，最近香港證券交易所修改上市規則，允許雙重股

權結構公司上市，即為一例。 

 

「我們在香港設立公司，可以處理與世界各地的資金調動，尤其是網上支付和外匯交易，

與公司在中國內地進行跨境交易相比，可節省大量的文書工作。  

 

「香港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際貿易中心，可以協助內地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除上述角色外，別長江認為，香港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還可發揮特別作用，成為國際網

上支付的人民幣結算平台。 

 

「當我前往柬埔寨或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時，曾多次使用微信或支付寶等第三方電子支付

平台在商店付款，可是收款人往往不是當地店主，而是一個中文名字，顯示這些看來是在其他

國家進行的交易，事實上仍然是在中國人的圈子內進行。即是說，雖然支付寶及微信支付在海

外大受歡迎，但人民幣並未真正實現網上國際化。 

 

「中國人民銀行曾發出公告，要求所有非銀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將其系統連接

到一個統一的網絡支付清算平台。該平台在中國人民銀行指導下，由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成立，

並由網聯清算有限公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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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網聯清算平台的目的，是加強監管通過非銀行支付機構進行的網上支付，因為網上

支付容易被用作洗錢和金融欺詐。 

 

「我建議香港政府採取主動，建立一個香港版的網聯清算平台，作為在東盟進行第三方網

上/流動人民幣支付的結算平台。在東盟通過網上/流動支付完成交易後，資金將通過這個香港平

台實時轉到店主的本地銀行賬戶。 

 

「如果該計劃得到東盟各國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很快會在市場普及。此舉有助促進離岸人

民幣交易。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我相信與東盟各國政府談判並不困難。」 

 

 

3. 建立數碼資產交易所 

 

重要性 

數碼轉型的一大構成要素是數碼化，即為在互聯網中傳輸及運作的實物創建數碼版

本。資產數碼化包括把有形和無形資產數碼化。代幣通常與數碼化資產一起發行，

供投資者購買和交易。這種過程稱為資產代幣化。資產代幣化實質上是將資產的所

有權轉換為數碼「證券型代幣」(security tokens) 。「證券型代幣」與「功能型代

幣」(utility tokens)不同，後者讓所有者能夠取用產品、服務或某些特權。證券型代

幣是通過稱為證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簡稱 STO)的過程創建，這

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 ICO)，可生成不同類型

的代幣，如功能型、股權型或支付型代幣。這與數碼經濟中的共享經濟概念是一致

的，即在理論上，在經濟體中所有資產都可以由全體公民共同擁有。此外，物業和

古董等可以數碼化的資產通常是非流動性的，但具有重要價值。通過代幣化過程，

當交易成本通過提高交易效率、透明度並減少最低投資額而大幅降低時，這些資產

的交易就會大為增加。因此，這將是數碼經濟的一大發展趨勢，有時被稱為「代幣

經濟」(token economy)。 

 

要注意的是，數碼化資產與數碼資產很不一樣，舉例來說，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發

行通常沒有相關資產(underlying asset)支持。兩者的一個共同點是，它們基本上都

是以最小的監管在互聯網平台上交易。為了配合資產代幣化的趨勢，同時增強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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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心並保障其利益，香港應設立正式的交易所，以便進行數碼化資產交易，並應

制訂相應的監管指引，為投資者提供更佳保障，令他們信心增強。 

 

優勢 

香港的股票市場發展成熟而且運作良好，總市值達 32.7 萬億港元，是亞洲第三大市

場，也是全球第六大單一市場。過去 10 年，香港在全球首次招股(IPO)市場中連續 6

年處於領先地位。香港交易所(HKEX)提供世界級設施，有效地處理證券，以及股票、

債券、商品和貨幣的衍生工具的交易和結算。加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

香港在交易所的運作和管理方面可謂經驗豐富。 

 

香港已設有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創立並管理的「亞洲知識產

權交易平台」(AsiaIPEX)，是一個免費的全球網上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和數據庫，有

助於促進國際知識產權貿易，增強全球知識產權業內人士的聯繫。 

 

機遇 

高檔烈酒和葡萄酒、古董和遊艇等數碼化貴重資產，已在各種開放平台交易。然而，

可能是由於結構及管治薄弱，交易量通常不多。另一方面，德勤估計，代幣化有可

能釋出目前價值數萬億歐元的非流動性有形資產的潛力，將其轉為流動性證券代幣。

香港應把握這個機會，設立有組織的交易所，以便買賣各種形式的數碼化資產，包

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 

 

無形數碼化資產方面，應特別關注大數據，尤其是在香港有機會成為數字絲路的大

數據中心和平台的情況下，更應留意這個範疇。大數據是數碼世界中最有價值的資

產。有能力存取並分析龐大且不斷變化的數據集，代表有很大的利潤潛力。例如，

大數據在投資方面可用於算法交易、高頻交易和回溯測試。至於普通企業，大數據

對業務營運、客戶關係和市場推廣皆有幫助。設立一個市場平台以便利數據交換，

將為數字絲路沿線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裨益。 

 

現時世界上有數家這樣的數據交換所，其中大部分在美國，如 Factual 和 Azure，還

有加拿大的 Quandl 和日本的 Data Plaza。根據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的經驗，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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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連接 225 個高質量的數據源，網上有超過 4,000 種數據產品。可交易數據涵蓋 30

多個領域，如電子商貿、海關、能源和衛星。2019 年，中國大數據核心產業預料將

超過 7,200 億元人民幣。因此，建立數據交易生態系統可為香港帶來大量業務。 

 

4. (共同)為數字絲路開發官方數碼貨幣 

 

目前有超過 1,600 種加密貨幣，但交易量大的甚少，而且價格通常波動很大，反

映市場缺乏真正的需求。Facebook 擬推出的天秤幣(Libra)曾引起公眾注意，但是不

受美國及其他國家政府歡迎。相比之下，由官方推出的加密貨幣應較易被公眾和其

他政府接受。不過，香港政府去年 5 月發出新聞稿表示，由於已具備有效的基礎支付

設施和服務，因此短期內未有計劃發行 CBDC(央行發行數碼貨幣)。再者，建議中的

數碼貨幣不是為香港發行，而是純粹為數字絲路而設。 

 

重要性 

為便利數字絲路的電子貿易和跨境貿易，官方數碼貨幣非常重要。事實上，二戰後，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出過一種名為 Bancor 的統一貨幣，

以便利國際貿易。此外，如果區塊鏈將成為數字絲路貿易中的常用技術，那麼推出

相關加密貨幣就是理所當然的事。這種加密貨幣(為方便起見稱之為絲幣(Silk Coin))

若由香港政府或金管局正式開發更有意義，而且應該是穩定幣(至少部分與人民幣聯

繫，避免比特幣等高波動性)以取得公眾信心。目前，比特幣和以太幣等流行的加密

貨幣由於沒有綁定具有價值的相關資產，價格通常很不穩定。穩定幣的幣值相對穩

定，通常是與某些「穩定」資產或一攬子資產掛鈎，以獲得穩定性。例如，絲幣可

以至少部分與人民幣掛鈎，避免比特幣等的高波動性。絲幣應類似於天秤幣而非比

特幣，應屬於一個聯盟鏈，由數字絲路各地政府組建聯盟，為其可擴展性和能源消

耗而作出批准。 

 

優勢 

多年來，金管局在貨幣發行局制度下致力保持港幣穩定，成績斐然。因此，香港擁

有所需的專業知識，可以推出「官方」穩定幣，以便利數字絲路的跨境交易。這種

穩定性應來自其幣值至少部分與人民幣掛鈎，由於香港擁有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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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此舉應是可行的。從長遠來看，絲幣將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最近的報告稱，隨著亞洲經濟體崛起，未來數十年美元將無法保

持其作為世界最主要貨幣的地位。摩根大通分析師 Krech Cohen 表示，近一個世紀

以來，美元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儲備貨幣，但隨著全球經濟中心逐漸從歐洲

及美國轉移到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變成面向全球的大國，美元很可能失去領導地

位。此外，早在 2008 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機中，許多亞洲經濟體就優先考慮與中國

的貿易關係。現在不少亞洲經濟體更多地依賴中國，而不是美國。 

 

挑戰 

央行發行數碼貨幣成功發行的先例不多。到目前為止，只有 4 個國家有其官方加密貨

幣，即塞內加爾 (加密貨幣稱為 eCFA)、突尼斯 (稱為 eDinar)、馬紹爾群島 (稱為

SOV)和委內瑞拉(稱為 Petro)。更大的挑戰是讓數字絲路沿線政府共同接受絲幣。一

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由數字絲路主要參與者共同開發。中國政府的支持和參與是必

然的。事實上，據說中國央行即中國人民銀行經過 5 年研究，已接近發行其數碼貨幣。

據《福布斯》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將於 11 月向主要國有銀行、阿里巴巴和騰訊等 7

家機構發行官方加密貨幣。由於它的性質屬於央行發行數碼貨幣，是一種中國(加密)

貨幣，因此將來並不能成為數字絲路的交易貨幣。儘管如此，像絲幣這樣的數字絲

路加密交易媒介也有可以擔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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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在數字絲路沿線助推新的信任模式 

—專訪以太坊(Ethereum)共同創辦人布特林(Vitalik Buterin) 

 

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在 19 歲時創辦以太坊(Ethereum)這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分散式應用

開源平台。以太坊的專有加密貨幣以太(ether)可用於支付、儲值或抵押。以太坊社區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最活躍的區塊鏈社區，包括核心協議開發人員、加密經濟研究人員、密碼朋克

(cypherpunk)、挖礦組織、以太持有者、應用程式開發人員、普通用戶、無政府主義者和《財

富》500 強企業。 

 

這位區塊鏈大師接受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論述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的背景下如何

充分應用分布式分類賬技術，以及香港在促進這項技術方面可發揮的獨特作用。 

 

「區塊鏈在多個用戶之間定期交換數據的環境下最有用，因為沒有一個用戶願意由單一參與

者完全控制該應用程式。特別在中國內地，政府有意在多個行業建立並實施集中式分類賬系統。 

 

「可是，這項技術未必能在每個可從共享分類賬中受益的行業實施。此外，更重要的是，

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等國際背景下所建立的金融體系，所遇到的困難更大，

因為各主權國家都不會願意受制於另一個國家運作的集中式系統。一個將國際經濟體連接在一

起的集中式系統，若要使全世界相信這個系統旨在推動全球合作而非要支配世界，將是一場硬

仗。 

 

「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和數字絲綢之路倡議可以成為發展分布式分類賬技術的實際可

行應用模式的最理想地方。 

 

 「由多個政府或不同國家的金融機構參與運作的聯盟鏈，是在多個行業實施國際共享分類

賬的一個可能解決方案，聯盟鏈是機構財務最積極考慮使用的分布式分類賬技術形式。 

 

「完全公共鏈(Fully public chain)也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此技術可以增强與倡議外構建

的應用程式之間的互操作性。在短期內，完全公共鏈標示著一種嶄新的信任模式(毋須許可、十

分經濟)，對習慣採用傳統信任模式(許可、聲譽和授權為本)的機構來說，這是陌生的，因此可

能會在低調、制度化程度較低和監管較少的行業較易取得成功。使用公共鏈時，無可避免要使

用加密貨幣，因為公共區塊鏈的安全模式及使用，本質上依賴加密貨幣。雖然公共鏈上的特定

應用程式只須使用非常有限的數量來支付交易費用，不過這絕對不是金融機構不能與公共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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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有任何聯繫的原因。 

 

「以太坊生態系統的獨特之處就是，以太坊代碼庫已用於許可鏈(permissioned chain)和公

共鏈，容許為某個生態系統構建的應用程式在另一個生態系統使用；因此，許可鏈與公共鏈的

關係並非二擇其一，而是有時會是『兩者皆可』。 

 

「香港可以在這方面發揮獨特作用，因為它非常適合構建與中國內地市場有緊密聯繫但仍

保持一定距離的系統，換言之，可以更好地控制風險和事故。金融交易和貿易融資是有意採用

區塊鏈解決方案來進行改革的行業之自然目標，同時本土的區塊鏈技術行業也可以得到支持。」 

 

布特林於 2011 年最初通過比特幣接觸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技術，隨即對該技術及其潛力深感

興趣。他於 2011 年 9 月與其他人共同創立《比特幣雜誌》，經過兩年半時間研究現有區塊鏈技

術和應用程式可以發揮的作用後，於 2013 年 11 月發表《以太坊白皮書》。他現在領導以太坊

的研究團隊，致力開發未來版本的以太坊協議。 

 
 
香港成為數字絲綢之路仲裁中心 

 

重要性        

有企業就可能發生爭議。數字絲路規模龐大，很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議。香港作為數

字絲路的數碼門戶，大有條件成為數字絲路仲裁中心。 

 

優勢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 Sarah Grimmer 指出，香港擁有不少優勢，屬普通法管轄區，

法院獨立，實行法治，法律專業水平高，又是通往中國的門戶，可以成為解決「一帶一

路」國際爭端的仲裁中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於 1985 年成立，享譽國際。據一項調查

顯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全球第三大常用及優先選擇的仲裁機構，也是歐洲以外最受

歡迎的仲裁機構。該中心也致力加強香港作為首選仲裁地的角色。 

 

機遇 

數碼技術將改變仲裁程序，並且會帶來機遇。數碼技術可以有效和合法地用於仲裁程序，

舉例來說，電子仲裁和網上仲裁可能成事。國際商會仲裁院主席 Alexis Mourre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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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網上爭議解決將成為仲裁的核心。該院特別顧問 Mireze Philippe 認為，技術和

電訊方面的進步使得全球各地可公平並簡單地伸張正義。然而，在數字絲路沿線國家的

不同法律環境中，實施網上爭議解決標準卻存在困難。這又回到上述提及的挑戰，即香

港應加快確定最佳實踐方式，並創造可行的環境，使所有人均能獲益。 

 

挑戰 

仲裁在數碼經濟中同樣面臨挑戰。數碼化改變了企業、個人與政府之間的法律和合同關

係。隨著越來越多數據以電子方式收集、儲存和交換，在雲端計算、物聯網、社交媒體、

大數據分析等領域的數據私隱和使用方面，以及數碼知識產權和跨境電子商貿的法律和

數碼法規，均出現新的風險和爭議。香港應制訂相應法律指引，以配合網絡空間商業交

易的進展。 

 

 

香港成為智慧轉口港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最初就是從轉口港發展起來。多年來的貿易活動，推動這個城

市經濟發展，欣欣向榮。香港擁有完善的物流基建和港口設施，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的

重要轉口港。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字，2018 年，轉口貨物有 57%來自內地，而 55%

則轉往內地。據中國海關統計，香港是中國內地第四大貿易夥伴，佔 2018 年貿易總額

的 6.7%。 

 

現在，香港也處於數字絲路的重要位置。若香港充分發揮其超級聯繫人角色，積極

參與數字絲路倡議，可以想像中國內地與數字絲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繫將會大大加

強。更重要的是，憑藉大數據分析、區塊鏈、人工智能、遙感和物聯網技術等數碼科技，

香港可以變成智慧轉口港。 

 

1.  智慧貨櫃港  

 

智慧港口充分利用物聯網、傳感網絡、雲端計算、決策分析和優化等，實現對港口

供應鏈各種核心資源的深入理解、廣泛連接和深度計算。智慧港口可自動感知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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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訊息，具有集成並自動處理訊息的能力，通過實時發布系統實現訊息共享及

透明化。最關鍵的是擁有基於訊息分析和處理的決策能力，並為港口經營商、港口

服務公司和其他客戶提供策略和營運決策支援。 

 

智慧港口轉型行動計劃可以分為兩方面，即海上和陸地。海上方面包括船舶導航智

能輔助系統、物聯網海洋氣象實時系統、智能港口調度集成系統和海上機械人技術

等，陸地方面則涉及港區智能運輸系統、智能監控管理系統和自動化貨櫃碼頭等。 

 

重要性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與埃森哲(Accenture)於 2016 年聯合發表報告《智慧港口：帶動

未來貿易》，指出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已成為新常態，港口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過

去依賴港口地理優勢並通過裝卸服務的增長模式變得不可靠。因此，港口業的轉型

升級勢在必行。 

 

優勢 

香港是深水港，以船舶進出和貨物裝卸而言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中國

南方其中一個最大的貨櫃港。 

 

香港的碼頭經營公司非常專業，經驗豐富，設施完善。在浮標或錨地靠泊的中流作業

傳統船舶，平均滯港時間分別為 40 和 52 小時，而貨櫃船的滯港時間約為 10 小時。 

 

完善的跨境陸路運輸網絡和設施對支持港口服務也至關重要。香港近期建成的主要

交通基礎設施確保其作為區域交通樞紐的地位。廣深港高速鐵路與國家高速鐵路網

絡連接，大大縮短香港與深圳、廣州和內地其他城市的行程時間。蓮塘/香園圍邊境

管制站將成為香港與深圳之間的第七個陸路口岸。通過連接深圳東部走廊，蓮塘/香

園圍口岸將大大縮短前往深圳、廣東省及其他鄰近省份的行程時間。這些重要基建

與港珠澳大橋一起，可加強大灣區在「1 小時生活圈」下的跨境交通互聯互通，促進

人流和貨流的暢通。這些基礎設施可為香港提供更大的發展及區域合作空間，並在

支持香港長遠經濟增長方面發揮重要的策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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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 

如果香港能夠成功地發揮其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和數字絲路門戶的作用，港口需

求將大幅增加。智慧港口在各參與者之間提供無縫連接和協調，對港口管理經營作

出智能回應，並形成訊息化、智能化和優化的現代化港口。 

 

挑戰 

近年，香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逐步下降，主要原因是華南快速發展，導致中國內地

港口日趨重要。來自新加坡的競爭持續激烈，以及中美最近爆發貿易戰，也為香港

帶來更多挑戰。 

 

2. 智慧機場  

 

智慧機場基本上是使用數碼技術實現機場自動化，使手動操作逐漸退出。目前的

技術基於 A-CDM(機場協同決策)，這是一項聯合行動，旨在提高所有機場經營商的

營運效率，於 2019 年初已在 28 個歐洲機場全面實施。A-CDM 依賴大數據、雲端計

算、流動互聯網和物聯網，實現機場自動化。人們不再直接參與營運，而是監視系

統工作，並在系統出現故障時進行干預，以恢復正常的系統運作。 

 

除自動辦理登機手續、自助行李托運、RFID 行李標籤、人臉識別、指紋識別、

毫米波安全掃描等外，智能機場應具備機場大樓和停車場的室內導航、機場大樓內

部、跑道、塔樓和停機坪的自動流量管制、空中交通管制自動化等設施。 

 
重要性 

2017 年世界上最繁忙的 20 個機場，航空貨運量合計達 5,100 萬公噸，比上年增加

6.8%。2018 年，香港國際機場的貨物吞吐量為 510 萬公噸，總值 37,100 億港元，

佔香港對外貿易總值的 42%。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第三繁忙的國際客運機場，乘客

超過 7,200 萬名。 

 

優勢  

自 2010 年以來，香港國際機場連續 9 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目前，香港

國際機場共有 43 個貨機停機坪。作為航空貨運樞紐，香港國際機場擁有先進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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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足夠的貨物處理能力，並提供有效的貨物處理及保安。香港國際機場也成為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醫藥品冷鏈運輸認證的認可合作夥伴機場，肯定了機場在處理須嚴

格控制溫度空運藥品方面達到國際認可標準，能力卓越。香港國際機場已在電子商

貿、轉運及高價值物流這 3 個主要範疇制訂貨運策略。  

 

機遇  

作為智慧機場，香港至少可在兩大方面為數字絲路服務。一方面，是由於數字絲路

業務增長，商界對航空貨運的需求與日俱增，香港可以滿足這些需求。貨運物流的

效率及可靠性至關重要。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商務旅客經香港往返數字絲路沿線國

家，香港可以為他們提供服務。外國人對香港這個城市數碼化程度的觀感，與在機

場的顧客體驗息息相關。  

 

挑戰  

倉庫設施不足，租用率已接近飽和。房地產價格持續飆升，推高了廠房和倉庫的租

金，加劇供應短缺問題。  

 

3. 採用區塊鏈技術的智能進出口貿易 

 

重要性 

世界貿易組織於 2018 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區塊鏈在改變航運業和國際貿易方面

的重要性可與貨櫃的發明相提並論，原因是區塊鏈在另一種意義上，構建了一個顛

覆整個行業的新貿易基礎設施。一項重大改變是使國際貿易從紙張密集型行業走向

接近無紙化。從開立信用證到貨物和產品的運輸及物流，從貿易融資到清關，都涉

及大量的紙質文件。通過走向無紙化貿易，區塊鏈還有助提高貿易效率。 

 

區塊鏈技術還可以幫助貿易融資流程數碼化和自動化，特別是信用證，並方便供應

鏈融資。在國家層面，還可便利企業對政府(B2G)和政府對政府(G2G)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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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香港金融管理局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於 2017 年簽署合作協議，共同開發全球貿易連

接網絡(GTCN)，這是一種基於區塊鏈技術的跨境基建，推動兩地的貿易及貿易融資

業務數碼化。如果該網絡取得成功，可以擴展到整個東盟地區，並沿數字絲路擴展

到全球。因此，所需的技術基礎設施已為日後的發展作好準備。 

 

機遇 

數字絲路本質上是跨境貿易倡議。乘著全球貿易連接網絡的推進，「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也應訂立類似但更具包容性的協議，運用分布式分類賬技術，特別是應屬最

有效率並易於管理的聯盟區塊鏈，便利實體的跨境貿易。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可以

帶頭協助建立一個監管框架，解決與數字絲路政府的協同工作和標準化相關的問題，

促進可能出現的 B2G 和 G2G 業務。 

 

 
香港成為智慧城市和智能經濟 

 

1.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發展是各個政府的重要目標，一方面處理各種城市難題，另一方面是要

產生巨大經濟效益。據 Frost & Sullivan 估計，智慧城市涉及交通運輸、醫療保健、

建築、能源、基礎設施和管治等行業的計劃，在全球的市場潛力可達 1.5 萬億美元。

IDC 的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對市場作出較溫和的估計，預測市場規模將從

2019 年的 958 億美元(比 2018 年增長 17.7%)，到 2022 年增至超過 1,580 億美元。

亞太地區目前佔全球總支出的 40%以上。在智慧城市內，可以配置物聯網，創建各

種應用程式，將改變居民與技術共存的方式。 

 

重要性 

除了像所有大城市一樣，發展成智慧城市有其需要和潛在利益外，香港還有兩個重

要原因要這樣做。首先是香港智能城市發展的經驗，可以成為許多東盟國家和數字

絲路沿線國家的示範。另一方面，智慧城市是智慧港口發展的支柱，使香港能夠在

「一帶一路」倡議和數字絲路中發揮其門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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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非常積極主動，並制訂《智慧城市藍圖》，針對智慧出行、智慧

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和智能經濟等 6 個主要範疇。與其他東盟國家

相比，香港在智慧城市發展方面更為先進。正如 Esri 中國(香港)創辦人兼主席鄧淑明

博士所言，香港政府在 20 年前已引入先進資訊科技，並且比亞太地區許多城市早許

多年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進行分析和決策。地政總署率先連接各政府部門的數據

集。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已經成型。凡此種種表明，香港具有一定條件，協助東盟國

家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機遇 

智慧城市各種應用可持續運作，其核心要求就是有能力隨時處理不斷增長的傳輸數

據。因此，無線基礎設施是每一個智慧城市的基本結構。5G 大大提高網絡連接的速

度和密度。因此，中國的 5G 技術對智慧城市的發展十分重要。香港本身不僅可以從

引入 5G 技術而獲益，還可以將該技術帶進東盟國家。 

 
另一項有用的智慧城市技術是世界領先的阿里雲 ET 城市大腦。這項技術將城市大數

據(阿里雲)與人工智能應用(達摩)相結合，為城市問題及難題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支持

智慧港口的一項特別有用的應用，是提供運輸物流解決方案的高德「城市大腦‧智慧交

通」。這些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和物流、智慧電網和智慧農業的技術及知識具有價值，

可以輸出。事實上，阿里巴巴已與華為簽署協議，在肯尼亞、德國和馬來西亞發展智

慧城市。泰國、越南、印尼和菲律賓等東盟各國政府，以及印度政府，也努力運用智

能技術來解決城市問題。因此，香港大有條件協助東盟國家建設智慧城市。 

 
挑戰 

香港有不少競爭對手。據 IDC 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新加坡在 2014 年已推出「智慧

國家計劃」，並且一如紐約、東京和倫敦，2019 年用於智慧城市規劃的投資將超過

10 億美元。事實上，新加坡在巴塞羅那 IESE 商學院的 2018 年全球智慧城市指數中

排第六位。去年新加坡領導建立了東盟智慧城市網絡(ASCN)，區內共有 26 個城市

加入，包括緬甸、老撾和越南等國的城市作為試點。韓國也致力於向中東、南亞和

南美推廣。該國聲稱將與印度一起參與 100 個智慧城市項目。在其他地方，台北和

高雄也自認有很大潛力出口智慧城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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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引領空間數據發展 

—專訪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會長鄧淑明博士 

 

鄧淑明博士於 1990 年代在香港創辦 Esri China，這是一家地理資訊系統(GIS)和地圖解決

方案供應商。鄧博士目前是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她接受香港

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時談及香港可如何為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智慧城市發展作出貢獻。 

 

鄧博士認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勢將成為世界的發展焦點，而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也可

從中受益。談到智慧城市項目應如何推進時，她說：「使用地理資訊系統，弄清各國的關鍵資

源十分重要。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詳細規劃，找出可能遇到的實際問題，並做好準備採用技術

來解決問題。 

 

「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引入官商民合作(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簡稱 4P)模式，

並考慮以人為本的政策，故此在項目實施之前，必須有公民參與。此外，取得經濟、社會與環

境價值之間的平衡至關重要，必須盡可能顧及，因為環境一旦被破壞，就不容易恢復。 

 

「此外，政府應鼓勵創新，並通過開放數據推動創新。但是，持份者應在共享數據之前就

私隱問題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 

 

鄧博士指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面臨的一些挑戰：「在發展過程中，自下而上的方法往往更

加實在而且可行，但卻很難達成共識。要估算各種技術應用的成本效益並不容易，特別是涉及

個人私隱等複雜問題。 

 

「發展計劃一旦推行，複雜的政治問題就會出現，導致項目施工延誤或效率降低。此外，

人們可能不熟悉使用應用程式介面(API)來獲取實時數據，或安裝傳感器網絡來收集數據以進

行數據分析，他們也缺乏開展智慧城市項目的經驗。」 

 

在談到香港的科技生態系統和數碼發展時，鄧博士認為仍有很大改善空間：「雖然政府已

投入約 1,000 億港元來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同時生態系統也已形成，但我們不能就此自滿。 

 

「『競合』是創新科技健康發展的途徑。我希望各方能夠以不同的形式合作，把所有優勢

結合起來，推使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互相幫助以在不久將來取得成功。」 

 



 

69 

鄧博士指出，香港應帶頭向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輸出其專業服務：「到 2022 年，香港

將會完成大部分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如開放數據、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omm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中央資訊平台(Common Operating Picture)和城市儀表板(City Dashboard)

等。舉例來說，香港可以引領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制訂基礎設施的標準，並向數字絲綢

之路沿線國家輸出相關產品及服務。 

 

「事實上，香港大有條件主導粵港澳大灣區的空間數據發展。現在需要做的是吸引更多初

創企業、私營組織甚至政府部門，共同加快建立一個成功的空間資訊平台。隨著數據的數量及

質量不斷提高，加上已有 20 多年運用先進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分析的經驗，香港可以引領大灣

區其他城市發展和應用『空間資訊服務平台』，例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

『應急協調平台』。此外，香港還可以將燈柱和數碼個人身份(eID)所採用的技術輸出到其他

國家。 

 

「新加坡和韓國都雄心勃勃，擬將其先進的智慧城市技術和經驗輸出到其他國家，並有多

項計劃來實現這個目標。香港應率先輸出智慧城市產品及服務，幫助潛在的初創企業參與數字

絲綢之路沿線的項目，以達致好像韓國和新加坡所取得的雙贏局面。」 

 

由新加坡成立的東盟智慧城市網絡(ASCN)，旨在通過運用技術和數碼解決方案，解決快

速城市化，以及其對城市擁堵、水和空氣質量等問題所帶來的挑戰。各成員城市將分享行動計

劃和智慧城市項目，並與私營部門的解決方案供應商交流。這些行動計劃包括各成員城市在

2018 至 2025 年啟動的不同項目和行動。 

 

「隨著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對安全技術和交通擁堵問題的解決方案需求甚殷，東盟國家

的智慧城市業務勢將快速增長。智慧城市即服務(SCaaS)勢必成為一個全新行業，也是一個可

以向全球『輸出』的產品。 

 

「香港市場太小，因此市場主要由國際業者主導。香港的初創企業很難將業務擴展到其他

國家，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及資源來與這些大型的本地或國際公司競爭。香港迫切需要在

智慧城市即服務方面動員起來，以保持我們在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中的競爭力。」 

 

多年來，鄧博士一直積極倡導使用科技，並透過她在香港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的服務，分享

她對資訊科技業、電子健康、環保、創業及智慧城市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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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經濟 

 

隨著數碼轉型的多個方面正在推進，香港應朝向智能經濟發展，並最終轉型為智

能經濟。智能經濟是經濟與智慧城市的交集，結合科研、卓越技術和可持續性，有

利促進創新和創造力。 

 

重要性 

從利用現有經濟推動力的傳統經濟跨越到新的增長水平，香港需要進行數碼轉型，

走向智能經濟。 

 

優勢 

發展充滿活力的智能經濟，需要 4 項因素支持，而香港已擁有其中大部分。一是擁有

足夠大的市場，讓數碼經濟成長。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部分，並且與東盟和其他數

字絲路沿線國家有聯繫，已經面對著一個可予利用的龐大市場。其次是擁有足夠的

金融資本為其發展融資。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國際資本來支持初創企業

和創新項目。營商環境佳，政府效率高是第三項重要因素。香港獲得有利於增長的

政策和環境支持。更具挑戰性的部分是人才。香港作為擁有多家世界級研究型大學

的國際跨文化城市，能夠培養、吸引並留住本地及國際人才。鑒於全球科技人才短

缺，加上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尤以數碼經濟為然，因此值得對香港面臨

的兩大挑戰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科技人才短缺面臨的挑戰 

 
1. 全球短缺 

 

據歐維希國際市場研究諮詢公司(ORC International)估算，美國經濟各行業共有

超過 50 萬個資訊科技職位空缺。到 2020 年，加拿大需要 182,000 名高技能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工作者，澳洲則需要 70 萬名。新加坡將有 3 萬個崗位空缺。總體而

言，亞太地區在解決方案架構師、整合架構師、商業分析師、數據科學家、自動

化專家、產品經理、軟件開發團隊促進者以及產品負責人等方面也面臨大量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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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短缺主要是由於業界對新工作崗位和職位的需求急劇增加。需要此類數碼技

能以取得成功的行業發展得太快，無法及時培訓人員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香港也不例外。Hays Asia 認為，香港要成為亞洲數碼技術中心已有良好支持，

但他們認為關鍵角色仍然短缺，包括數據科學家、前端開發人員、數據倉庫架構

師、商業智能專業人士和網絡安全專家。 

 

2. 解決方案 

 

解決人才短缺的方法主要是吸引、培養和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 

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肯定有其吸引力。事實上，根據 WHub 的調查，

香港在吸引外國人工作方面排第五位，而吸引高技能人才則排第六位。香港政府

也於 2018 年公布首份包含 11 項專業的人才清單，以吸引海外人才。同時，創新

科技署推出「科技專才培育計劃」、「博士專才庫」和「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

劃」。該計劃旨在培養和匯聚更多科技人才。然而，香港生活成本高，在最近的

排名中位居世界首位，加上房價高，可能會阻礙人才和初創企業前來香港。最近

的政治動盪也會加大這方面的阻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領英中國(LinkedIn China)的一項大數據研究，使用大灣區

內 439,000 個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的樣本，以及 118,000 個擁有資訊及通訊科技

和相關技能(數碼人才)的樣本。該項研究發現，大灣區擁有強大的人才儲備，但

香港與大灣區內城市的人才交流，遠遠落後於深圳和廣州。研究認為香港有更大

空間加強與內地城市的人才交流。 

 

培養人才 

香港設有孵化器和加速器計劃，幫助發展本地人才和初創企業。然而，值得注意

是，現時入讀小學的兒童估計有 65%將來可能會擔任目前尚不存在的工作(世界經

濟論壇《未來就業報告》)。除提供 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教育外，目



 

72 

前香港的教育制度需要重整，因為現有制度對培養高科技人才，以及建設創新和

創新文化並不特別有利。 

 

留住人才 

關鍵是要有一個有利於科技應用、發展和成長的環境，讓人才感到香港是一個可

以實現夢想的地方。 

 

網上人才服務 

人們往往忽略的一個方面是，在互聯網世界中，人才提供所需的服務時不必身處

公司。我們可以實行人才即服務(TaaS)，這對那些可能無法負擔聘用技術人才的

中小企業尤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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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有條件成為全球技術中心 

—專訪 Feron Stablecoin 創辦人 Dmitri Senchenko 

 

Dmitri Senchenko 在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工作兩年後，於 2017 年創辦 Feron 

Stablecoin，致力開發和實施完全自我管理的演算法貨幣政策模型，解決現有加密貨幣的主要

缺點，包括交易處理能力有限和價格波動大。Senchenko 最近接受香港理工大學項目團隊訪問

時講述他對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的看法，以及香港在掌握當中機遇方面的優勢和挑戰。 

 

「數字絲綢之路倡議通過建立先進的基建設施，支撐未來一些重點地區的技術發展，確保

中國可於未來數十年在全球市場發揮技術領導者和開創潮流者的作用。倡議的受益者將來可以

運用的資本，其規模之大是市場力量前所未有的，而且還提供了一個難得機會，縮小與發達經

濟體的差距。 

 

「對香港而言，數字絲綢之路倡議帶來的高度整合，必將對其傳統經濟支柱產生積極影

響。不過，要充分發揮潛力的先決條件，是香港本身必須有發展成熟的技術部門。數字絲綢之

路倡議的主要優勢是能夠推動本地的佼佼者成為全球的技術領導者，因此，主力發展一批成熟

的技術項目，並將其推上更大的舞台，是一個有效的策略。 

 

「迄今為止，香港對科技相對不大重視，但卻擁有龐大潛力可以在中期甚至短期內取得成

果，而且有許多有利條件，包括監管環境較寬鬆、稅制優惠、毗鄰中國內地、擁有大量資金。

但是最大挑戰依然是技術領域的人力資本短缺。 

 

「為解決這個問題，香港的大學應該致力發展成為形式科學及自然科學、工程及其他應用

技術學科的學生和學者之首選目的地。各大學又應成為一個進行前沿研究的地方，由最優秀的

人才運用最佳的設施，並利用長期穩定的資助經費來進行。充滿活力的學術環境能夠迅速吸引

現有的科技業者，並為明天的領袖播下種子，將香港打造為全球科技中心。」 

 

Senchenko 認識到香港在培育技術初創企業方面的潛力，因此最近已將業務擴展到香港。

「在選擇司法管轄區時，我們的主要要求是當地對區塊鏈採取理性的監管立場、有利的稅制，

以及大量的資本和人才。」 

 

Senchenko 在香港成立公司的過程中，發覺政府給予很大的支持：「我們最初研究開設

公司時，就得到投資推廣署的幫助。投資推廣署是政府部門，負責支援像我們這樣的公司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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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成立。坦白地說，投資推廣署的團隊對我們在香港開業的決定產生積極影響，他們盡力指導

我們完成整個過程的手續，並協助 Feron 與本地的科技生態系統連接起來。」 

 

當被問及香港在促進科技業務方面須作出甚麽改善時，Senchenko 發表了兩點意見。 

 

「事實上，我們發現在整個成立公司過程中，唯一費勁的環節是開設本地銀行賬戶。在這

方面，假若銀行可以簡化開戶程序，方便由外國人創辦的合資格企業，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成立公司之後，我們發現香港是一個非常歡迎外商的地方，我們唯一的主要建議就是

香港應大力投資，努力在技術學科取得學術成就。這樣的話，像我們這類項目就毋須在香港以

外尋找人才，同時香港又可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級才能的本地技術企業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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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知(LYNK)：全球知識共享平台 

—專訪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蔡碧琪 

 
鏈知(LYNK)是數字絲綢之路倡議的範例。與優步(Uber)如何進行數碼化並顛覆傳統汽車

租賃行業的情況類似，鏈知是一個全球數碼平台，將人們與專家聯繫起來，徵詢建議和意見，

使知識更容易獲取。這項服務對傳統收費甚高、只有銀行或基金公司這類大企業才能負擔得起

的轉介業務帶來挑戰。 
 
鏈知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蔡碧琪說：「目前，我們的客戶依然主要是金融機構和管理顧問公

司，但客戶基礎正不斷擴大，包括跨國企業以及各種規模的公司。」蔡碧琪在香港及東南亞成

長，並在美國留學，她在離任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經理後，於 2015 年成立該公司。 
 
鏈知通過邀請、轉介和合作等方式，建立其擁有超過 50 萬名行業專家的數據庫，而且網

絡還不斷擴大。他們的專有系統會循不同來源查核專家的背景和專業資料。每次通過鏈知的網

上平台進行專家意見諮詢後，系統憑藉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即可以「學習」更多關於有關

專家的資料，提升數據庫的整體質素。簡單來說，NLP 是人工智能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指具有

人類口語理解能力的電腦程序。 
 
該平台以軟件即服務(SaaS)為基礎運行。客戶通過交會費支付顧問費用，而專家則根據

其花費的時間和知識水平獲酬。 

 

鏈知的首家辦事處設在新加坡。蔡碧琪解釋她遷回香港的原因：「國際招聘在海外十分困

難兼且昂貴。在香港，聘用外國人才的限制較少。香港的地理位置較理想。從香港到東京、美

國、菲律賓都很方便，更不用說中國內地。 

 

「至於新加坡，則有許多有利於科技初創企業的優勢。跟據 Savills 的 2019 年科技城市指

數，新加坡在世界科技城市榜上排名第六，並且是亞太區首選的科技城市。 

 

「此外，新加坡政府在政策和資金方面積極吸引科技公司。眾所周知，新加坡的兩家主權

基金，新加坡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以及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均對科技初創企業投入大量資

金。」她建議香港政府也應考慮仿效，例如通過香港金融管理局投資，並鼓勵更多科技公司遷

到香港。 
 
鏈知總部設在香港，於 2016 年加入數碼港的孵化計劃，其後數碼港更成為其投資者之一。

除香港外，鏈知還在紐約、新加坡、孟買和上海設有辦事處。蔡碧琪說，她正考慮在譽為中國

高科技中心的深圳開設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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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創業的挑戰 

 
1. 中小企業的數碼化 

 

智能經濟需要由技術人才建立，但是也要通過具有所需企業家思維的公司，將技

術投入轉化為有意義及有價值的經濟產出。因此，具備敏捷、協作、創造力等技能，

並能領導一組技術專家發現可應用技術的機遇的企業領導者，這種人才往往被忽視。 

 

這些人才對中小企業尤其重要，而中小企業是任何經濟體的基礎。香港大學亞洲

環球研究所估計，全球 60%的 GDP 和 90%的就業機會來自中小企業。因此，中小

企業自身若未能成功轉型，就無法實現邁向智能經濟的數碼轉型。事實上，通過將

重複程序自動化，並運用雲端系統的數據，中小企業可以將其業務範圍擴展到新市

場，而且更高效及更有效地擴大客戶基礎。哈佛商學院高級研究員 Karen G. Mills 也

表示，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將極大地改變小企業的選項。新技術往往有助

中小企業從其他方面脫穎而出。根據益普索諮詢(Ipsos Consulting)的數據，推行數

碼化的中小企業很可能增加 15%的額外收入，而且從國際市場獲得的收入會是同業

的 3.2 倍左右，並提高競爭力。 

 

2018 年，香港約有 34 萬家中小企業，主要從事進出口業務、零售及社會服務

業，佔全港企業超過 98%。如果香港的中小企業成功推行數碼化，就可在數字絲路

沿線的新興市場中獲得大量商機，既出口技術，也可成為他們的榜樣。事實上，亞

太地區是一個龐大的市場，中小企業佔所有企業的 95%以上，僱用約一半勞動力，

在低收入國家佔 GDP 約 20%，而在高收入國家更高達 50%。此外，由於中小企業

發展與創新、創造就業機會、經濟增長和競爭力息息相關，因此亞洲幾乎所有政府

和市場都把促進這個領域的成長列為首要考慮因素。 

 

但是，香港的中小企業似乎在這方面還沒有準備好。根據《渣打香港中小企業領

先營商指數》在 2018 年第三季對 811 家本地中小企業的最新調查顯示，只有 46%

的中小企業聽說過「虛擬銀行」，23%甚至表示不願意使用虛擬銀行服務。更嚴重

的是，據昆士蘭保險香港(QBE Hong Kong)的一項研究，47%的中小企業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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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業務擴大到香港以外，而且只有 59%只在香港經營。他們的目標主要集中在本

地市場，因此錯失了在國際市場擴張和成長的機會。 

 

相反，東盟的中小企業越來越多地運用數碼技術來支持其傳統業務。他們使用應

用程式，開發網站，並使用由數碼公司開發的平台，以便更有效地接觸顧客和市場。

例子有印尼的 Javara 和馬來西亞的 Suffy Dairy。有些中小企業將數碼中小企業與傳

統中小企業聯繫起來，成為數碼企業。例子有新加坡的 99%SME eMarketplace 和

菲律賓的 Acudeen。 

 

新加坡中小企業轉用新技術，改善其業務流程，包括支付解決方案、會計，甚至

與顧客互動的方式。星展銀行開發數碼解決方案，或者與其他供應商合作提供解決

方案，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和營銷需求。星展銀行還為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創建了

一個流動社交網絡，徵詢全球商業專家網絡、資深企業家和投資者的建議。新加坡

商業聯合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 80%的中小企業正尋求在海外拓展業務。許多中

小企業正抓緊該地區的蓬勃發展的機會。 

 
2. 解決方案 

 
數碼技能對中小企業瞭解數碼時代的機遇至關重要，可是中小企業的數碼轉型實

在不易。超過 80%的公司無法獲得預期的結果。沒有明確方向，缺乏強大和有遠見的

領導力，以及沒有作好適應變化的準備，這些是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車品覺指出的一些

重要原因。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幫助。正如《2018 年東盟投資報告》所指出，政府

在提高中小企業的數碼意識，並支持他們使用數碼技術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東盟

各國正採取各種舉措，幫助中小企業運用數碼技術實現數碼化和市場化。事實上，東

盟各國政府協助建立各種形式的技術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業、初創企業和科技創業家。

根據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提供的數據，緬甸和柬埔寨各有 14 個技術中心，

菲律賓 34 個，越南 37 個，泰國 38 個，馬來西亞 39 個，印尼 5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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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香港面對的挑戰 
 

在數碼時代，數碼轉型不是一個選項，而是必須進行的工作。數字絲路倡議為香港

提供更有力的理由和更理想的環境，去經歷這個轉型過程。毋庸置疑，未來會有許多嚴

峻挑戰，但是有一個基本問題不可不提，那就是宏觀環境。 

 

本地宏觀環境 

 

香港要充分發揮在數字絲路倡議中的獨特作用，本地宏觀環境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具體來說，本地宏觀環境就是一國兩制。這個體制對香港把握數字絲路的機遇並取得成

功，無疑非常重要。然而，關鍵不在於香港認為自己在維護這個體制方面做得有多好，

而是數字絲路沿線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認為香港做得有多好。因此，加強一國兩制的公

信力和各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至關重要。 

 

全球宏觀環境 

 
對數字絲路倡議不利的全球宏觀環境是去全球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緊張，以致出現

兩國各走各路，在世界上可能形成兩種互相競爭的科技體系，即中國科技體系和美國科

技體系。事實上，沃頓商學院院長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教授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

文章，題目就是《「貿易戰」繫於未來的創新》(The “Trade War” is Really About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Google 前行政總裁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台灣富士康創辦人

郭台銘等人也設想未來有兩種類型的 5G，中國的 5G 和美國的 5G。郭台銘曾說，未來

的世界只會有 G2，中國和美國。在獨角獸的世界中，美國佔 60%，中國佔 25%，合計

佔最大份額。 

 

然而，無論哪個體系最終佔優或居主導地位，分成兩個技術體系對數碼轉型時代和

全球發展都是極為不利。通過共同發展實現全球化應該是可行方法。一個典型的案例是

B-hive 執行主席 Fabian Vandenreydt 的主張，指歐洲各金融科技中心應合作，加速推

動金融科技創新。B-hive 是一個由 SWIFT 和比利時政府在內共 13 個主要金融機構合作

的金融科技創新平台。他認為，與其他中心合作的能力是金融科技業成功的關鍵，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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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重要的金融科技中心之間的合作，能讓公司找到具有合適專業知識並可成長壯大的

合適人才。他的設想是，歐洲若能保持互聯互通，便可以與中國及美國競爭。另一方面，

沃頓商學院院長加勒特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評論說：「在創新中誰能獲勝並不重要，因

為無論創新來自何處，全世界都可以從更多的創新中受惠。」 

 

正如智慧城市專家鄧淑明博士指出，數字絲路不是為了與任何人競爭，而「競合」

有助於健康發展。通過合作競爭，競爭各方都可獲益。事實上，數碼技術正在快速發展，

其應用亦然。沒有人可以擁有一切，只著眼於相互競爭只會導致保護主義，使全球數碼

經濟萎縮。真正的合作有助於發展每個人都能獲益的生態系統。歸根究柢，數字絲路倡

議的願景，就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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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結論 
 

世界已進入數碼化時代。數碼轉型不是一個選項，而是必須進行的工作。數碼技術

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本地生態系統。由 GNSS(全球導航衛星系統)、5G、人工智能、

雲端計算建立起來的數碼生態系統極大地增強了全球的互聯互通，使世界成為一體，為

世界經濟提供動力。數碼技術可以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超越其他國家，並取得後發優勢。 

 

中國充分參與這一轉型過程，並在「一帶一路」啟動兩年後提出數字絲路倡議。我

們要明白，數字絲路不僅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而是一個更為龐大的計劃，這

一點非常重要。數字絲路代表著全球經濟增長和發展道路的根本變革和提升。與涉及巨

額資本支出和長期投資的大規模「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不同，數碼投資一旦增大，邊際

成本便接近零，卻可發揮重大的規模經濟效益，範圍也更廣，並可較快獲得高回報。 

 

然而，數字絲路倡議要取得成功，需要有科技基礎設施，以及數字絲路沿線國家可

相互理解和互惠互利的上層建築。鑒於香港長期以來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在內

地和數字絲路沿線國家之間已建立緊密的聯繫和公信力，香港可發揮超級聯繫人和數字

絲路數碼門戶的獨特作用。 

 

香港也擁有其他數字絲路沿線國家沒有的優勢，那就是香港是大灣區的一部分，一

方面可以即時進入鄰近的龐大市場，另一方面可利用中國的先進數碼技術和相應的人才

庫。這種優勢有利於香港積極轉型為智慧城市，並將成功的技術和經驗輸出到東盟和數

字絲路沿線國家，使他們獲得後發優勢。 

 

香港應利用這種獨特優勢，發揮作為數字絲路數碼門戶的獨特作用，這是一個千載

難逢的機會，可以為這個全球數碼轉型時代作出貢獻。如果香港做得對，不僅會找到新

的發展引擎，而且會從根本轉型，實現量變，走向「智能經濟」的全新經濟增長道路。 

 

當然，上述情況不會全部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是數碼生態系統的潛力最終將會全面

發揮出來，為世界經濟包容性增長注入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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