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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人工智能的概念可以追溯至 1950 年，當時英國數學家
艾倫 •圖靈 (Alan Turing)首先提出機器能否思考的疑問，開啓了人工
智能的探索。 "人工智能 "一詞則最早在 1956 年的達特矛斯會議
(Dartmouth Conference) 1 上出現，會上討論能否透過符號人工智能
(symbolic AI)"教導 "電腦進行抽象推理的思考，帶動了日後人工智能
的研究，時至今天已有預測機械人在不久將來將會取代人類工作的

可能 2。  
 
1.2 人工智能急速發展，成為新興科技不可或缺的一環，但

有關概念現今卻仍未有廣泛接受的定義。人工智能一般是指人類

製造出來的機器 (特別是電腦系統 )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能夠完成
需要人類智能相關的技術與能力才能執行的工作，例如視像和語音

識別、推理、學習及解決問題。  
 
1.3 近年，人工智能不只是一個研究範疇，更是可供人類廣泛

應用的科技。預料人工智能不僅改變企業的競爭策略及職場上所需

的競爭技能，並可於 2030 年為全球經濟額外貢獻 15.7 萬億美元
(123.1 萬億港元 ) 3。有見於人工智能的經濟潛力，全球不少政府已

構建正式的人工智能發展框架 4，以把握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

現時，美國和中國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全球翹楚。美國享有 "先行者
優勢 "，擁有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在人工智能研究及創新方面

                                                
1 在美國舉行的達特矛斯會議，見証了人工智能的誕生，會議匯聚第一代的

研究人員，確定人工智能的名稱和任務。  
2 在 2017 年 12 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表報告，預期到 2030 年全球有多達

8 億名工人會被機械人取代。  
3 請參閱 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7)。  
4 這些框架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人工智能簽發的行政命令和中國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Next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lan)，以至
"德 國 人 工 智 能 戰 略 "(AI Made in Germany)與 "泛 加 拿 大 人 工 智 能 戰 略 "  
(Pan-Canadi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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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卓越。中國近年迎頭趕上，得力於龐大的互聯網人口，用戶

超逾 8 億人，且樂於嘗試嶄新的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  
 
1.4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香港具備發展這項新興科技的

優勢，一是香港在創新及科技 ("創科 ")方面的學術研究水平甚高，
其次是本地大學高踞多個國際大學排行榜。然而，香港在人工智能

應用方面卻步伐緩慢，社會上一般市民並未普遍應用人工智能

科技。根據亞洲企業領袖協會 (Asia Business Council)編製的 2017 年
亞洲人工智能指數 (Asian Index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香港在該項

研究涵蓋的 8 個亞洲地方排名尾二，僅高於印尼。中國則在該項
指數位列榜首，大幅拋離隨後的新加坡、印度和日本。  
 
1.5 應廖長江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本資料摘要，載述

美國和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本摘要會先扼要論述人工智能的應用

及其所帶來的裨益和風險，以及人工智能發展的增長動力 (growth 
drivers)；繼而審視人工智能在香港的發展情況，然後研究美國和
中國的相關經驗，並特別提述兩地的人工智能發展藍圖及推動

人工智能增長的優勢條件。  
 
 
2. 人工智能的應用  
 
 
2.1 近年，隨着大數據及雲端計算的應用，加上電腦運算能力

和貯存容量均有所提升，人工智能的發展呈現突破， "機器學習 " 
(machine learning)技術應運而生。機器學習透過計算程式 (algorithm) 
自行學習，不須人類為其特別編寫程式或 "教導 "，可從複雜數據
辨識出模式 (pattern)並作出預測。機器學習衍生另一稱為 "深度
學習 "(deep learning)的重要分支，主要是透過電腦模仿人類神經網絡
的運作，經過多層處理過程運行輸入的數據後，從連續多層的數據

進行 "學習 " 6。  
  

                                                
5 請參閱 Asia Business Council (2017)。  
6 機器學習是從結構化數據 (structured data)辨識模式，這些結構化數據由清楚
定義的數據類別組成，而數據的模式令其易於搜索。相反，深度學習是從

非結構化數據辨識模式，這些非結構化數據由一般不易搜索的數據組成，

包括聲音、影像和社交媒體帖文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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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科技，電腦可在人類最少介入的

情況下學習分析數據、辨識模式和作出決定。這些技術令多項核心

研究範疇取得重大發展，例如自然語言處理 7、自動駕駛車輛和

機械人、電腦視覺 8 及語言學習等。  
 
2.3 在人工智能發展應用過程中，最令人憧憬的是電腦科學以

外的應用範疇，包括交通、醫療、金融服務和市場推廣等領域。

以下表 1 列出各個產業應用人工智能系統的實例：  
 
 
表 1   不同產業應用人工智能的實例  
 
產業  應用方式  效益  

交通  配備虛擬駕駛系統的自動

駕駛汽車  
減少因醉酒駕駛或人類司機

分心 /疲累而引致的撞車事故  

醫療  根據醫生報告、測試結果及

醫療影像等病人大數據進行

分析，為病人提供醫療影像

診斷  

協助放射治療師進行臨床

診斷，以較快速度和較低

成本的方式提供更佳的醫療

服務  

金融服務  利用人工智能計算程式

(a)分析借款人的消費紀錄，
以協助確定借款人的信用

可靠度； (b)營運機器智能
顧問服務，以自動化方式

提供投資管理意見 /策略；及
(c)提供流動支付服務  

提供更便宜、更聚焦和

更方便客戶的金融服務  

保安  進行預防性警務工作，透過

機器審視大量影像資料，以

辨識可疑犯罪活動  

改善執法機構的資源投放  

教育  教師應用人工智能主導的

軟件，具有自動批改學生

家課和為測驗評分的功能  

節省教師時間，讓教師有

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備課

及 /或參與專業發展活動  

 
  

                                                
7 自然語言處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個範疇，旨在 "教導 "電腦明白、詮釋和
掌握人類語言 (例如說話與文字 )。  

8 電腦視覺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個範疇，旨在開發技術教導電腦 "看見 "及明白
數碼影像的內容，例如人臉識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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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產業應用人工智能的實例 (續 ) 
 
產業  應用方式  效益  

市場推廣  以數據開採技術 (data mining)
分析消費者的喜好，追蹤

顧客的消費習慣  

協助市場推廣人員以自動化

方式進行搜尋顧客消費模式

的工作，方便他們向新舊

顧客提供更切合個人需要的

產品  

農業  以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提供

特定場地農作物的適時

數據，以便農戶適當施用

肥料和化學品  

增加農戶收入和提升農業

生產力  

科學研究  以人工智能協助科學家及

工程師檢索論文和專利

資料、建立論證假設，並

應用機器智能系統測試有關

假設  

協助複製實驗工作及減低

相關成本，並加快科學探索

發現的步伐  

製造業  依托工業機械人作業，將

高危及重複的工序自動化  
提升生產力及員工安全，

同時節省運作成本  
資料來源：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2.4 人工智能雖在上述多個範疇迅速發展，但亦帶來各種

挑戰，其中包括：  
 

(a) 偏差現象人工智能系統或會因數據偏差或計算程式
未有計及數據偏差情況而影響所作出的決定 9；  

 
(b) 私隱及數據安全大數據時代的來臨難免增加個人及
企業專有資料暴露的風險，包括資料外洩、安全漏洞及

資料被惡意盜用等風險；  
 
(c) 安全關注設計欠妥善的人工智能系統或會引發一些
意想不到及具損害性的行為；  

  

                                                
9 例如，曾有就業篩選系統僅根據過往聘用數據進行篩選，因而就某些職位

摒除女性求職者；亦有信貸評分系統以種族作為評定因素，用以決定是否

批核貸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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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法律責任問題人工智能裝置可能取代人類作出多種
決定，以致難於清楚訂立與人工智能應用相關的法律

責任框架 10；及  
 
(e) 黑箱演算程式 (black box algorithm)依賴機器學習演算
程式的人工智能技術，例如以深度神經網絡為基礎的

演算程式，或令使用者難以理解，程式因而可能會被人

惡意操控。  
 
 
2.5 現時並無任何劃一指標可用以比較不同國家或地方之間的

人工智能發展情況，但仍有一些通用的標準可作參考 11。下文載述

的 6 個有關標準，在適用範圍內可用以衡量香港、美國及中國的
人工智能發展進度：  
 

(a) 人才積聚所需人才對一個國家 /地方發展人工智能
系統尤為重要，不但能夠強化人工智能的開發 /應用和
成功吸引相關投資者，且能確保當地大學擁有足夠

人工智能學科的優秀學者，教導下一代的人工智能科研

人才；  
 
(b) 科研科研是探索新知識和引領科技突破的關鍵
要素，亦是人工智能科技持續創新和提升的動力；  

 
(c) 產業發展發展完備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可促進創新
人工智能科技 /企業的發展，亦有助吸引頂尖人工智能
科研人才落戶；  

 
(d) 日常應用越來越多企業把人工智能技術融入業務
當中，以務求在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力。成功應用人工

智能技術，有助企業將多方面的業務流程自動化、提升

業務運作及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  
  

                                                
10 例如，由於自動駕駛車輛將駕駛責任由人類轉交自動化科技操控，一旦發生
交通意外時，涉事責任應在於司機、製造商或是軟件開發商，這問題甚具

爭議。  
11 請參閱 Castr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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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數據人工智能系統一般需要大量數據，才能有效
學習。在多個人工智能的範疇，尤其是機器學習和深度

學習科技，輸入電腦系統的數據越多，系統的運算效果

越好；及  
 
(f) 硬件半導體裝置效能的進步提升了電腦的運算
效能，擴大人工智能系統的能力。高效能的運算系統

可產生更多數據，供電腦解讀、推理和學習。  
 
 
3. 香港  
 
 
3.1 據香港政府表示 12，創科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加強本地產

業競爭力的關鍵。中央政府特別在 2019 年 2 月公布《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將香港與內地 9 個城市及澳門連繫起來，建立
一個綜合經濟樞紐。大灣區被認為具有優厚潛力，可發展成為全球

人工智能中心，更可為香港帶來機遇，深化本港作為內地創科初創

企業聯繫人的角色，並協助這些企業 "走出去 " 13。  
 
3.2 創新及科技局 ("創科局 ")在 2015 年 11 月成立，負責推動
香港的創科發展，就人工智能、大數據、數據分析及網絡安全等

範疇制訂全面的政策。創科局轄下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統領

政府內部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此外，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技園
公司 ")向科技為本的公司和活動提供一站式基建及其他支援服務，
而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則負責管理數碼港，將之構建成

創新數碼社區，供從事科技和數碼內容業務的初創企業發展和茁壯

成長。 14 
 
  

                                                
12 請參閱 GovHK (2019)。  
13 政府正致力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藉此幫助香港成為
大灣區的重要創科樞紐。  

14 科技園公司管理 3 個工業邨，分別位於大埔、元朗和將軍澳，而數碼港定位
為商業園，內有 4 幢商廈、 1 間酒店和 1 間零售娛樂綜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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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香港的發展情況  
 
3.3 香港具備發展人工智能的優勢，一如政府所述 15，香港的

大學院校在人工智能技術及相關領域方面表現出眾，研發能力屬

世界前沿。早於 2014 年，香港中文大學研發出準確度達 99.15%的
自動人臉識別系統，為全球之冠。在 2017 年，另一本地研究團隊
成功應用人工智能判讀肺癌及乳腺癌的影像，診斷準確率分別高達

91%及 99%。  
 
3.4 此外，根據 Scopus 16 的統計，本港大學有關人工智能的
論文在 2017 年於國際間被引用的次數及其影響力排名全球第
三 17。作為反映香港研發能力的另一指標，本地大學高踞 QS 世界
大學排名 18，特別是在科學及工程學科範疇 (圖 1)。  
 
 
圖 1   躋身全球大學排名首 100 位的本地大學 (以學科分類 )* 
 
學科  大學 (排名 ) 

電機及電子工程  
科大 (22)、港大 (30)、中大 (51-100)、城大 (51-100)、
理大 (51-100) 

計算機科學及資訊

系統  
科 大 (26) 、 港 大 (33) 、 中 大 (36) 、 城 大 (50) 、
理大 (51-100) 

數學  
中 大 (28)、 科 大 (36)、 港 大 (45)、 城 大 (51-100)、
理大 (51-100) 

化學工程  科大 (34)、港大 (51-100) 

化學  科大 (22)、港大 (34)、中大 (51-100) 

醫學  港大 (29)、中大 (45) 

物理及天文學  科大 (51-100)、港大 (51-100) 
註：  (* )  科大  =  香港科技大學；港大  =  香港大學；中大  =  香港中文大學；城大  =香港

城市大學；及理大  =  香港理工大學。  
資料來源：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19。  

 
  

                                                
15 請參閱 GovHK (2018b)。  
16 Scopus 是一個大型的跨學科索引摘要資料庫，所載資料包括科學期刊、書籍
和學術會議論文。  

17 請參閱 GovHK (2018b)。  
18 QS 世界大學排名由一家英國教育公司編製，列出世界頂尖大學在 48 個學科
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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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香港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生態系統亦蓬勃發展，本地有

多間企業參與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的開發，例如與人臉識別有關的

電腦視覺與雲端計算平台、大型語意圖像分割及分類。當中的

商 湯 科 技 (SenseTime)是 本 地 創 立 的 科 技 公 司 ， 總 部 設 於 香 港
科學園 19，現時是中國最大人工智能獨角獸企業及全球頂尖的

深度學習和電腦視覺平台研發商。獨角獸企業普遍指市值超過

10 億美元 (78.4 億港元 )和創立不足 10 年的非上市初創企業。  
 
3.6 政府認識到香港在人工智能發展擁有優勢，因此將人工

智能定為重點科技範疇之一。就此，創科局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提出多項建議 20，其中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及

其他新興科技將香港構建成智慧城市。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
預算案，政府將人工智能連同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和生物科技同列

為香港具有發展優勢的四大範疇。  
 
3.7 為配合人工智能的發展，政府近年已增撥資源及推行更多

措施，包括 (a)提升香港的人工智能研發能力 21； (b)培訓和吸引科
技人才；及 (c)支援科技初創企業，從而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在香港的
發展 (附錄 I 載列政府就培訓科技人才與支援科技初創企業所提供
的資助 )。此外，當局亦開放政府數據 22，以促進科技研究和智慧

城市發展。  
  

                                                
19 商 湯 科 技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教 授 湯 曉 鷗 與 電 腦 科 學 家 徐 立 及 其 他 人 士 在

2014 年 10 月共同創立。  
20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直至 2022 年及以後在 "智慧出行 "、 "智慧生活 "、

"智慧環境 "、 "智慧市民 "、 "智慧政府 "及 "智慧經濟 "6 個主要範疇將要推行的
政策及措施。  

21 政府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 100 億港元撥款，在香港科學園成立
兩個創新平台，分別為有關醫療科技的 "Health@InnoHK"及有關人工智能及
機械人科技的 "AIR@InnoHK"。當局亦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 ("創科基金 ")各項
計劃資助人工智能相關的研發項目。為鼓勵企業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本地

研發，政府亦對企業符合資格的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稅務扣減，額外扣稅金額

不設上限。  
22 到 2019 年年底， "資料一線通 "網站所載的數據集總數將由約 3 300 個增加至
近 4 000 個。當局亦會在 2022 年年底前設立類似 "一站式數據超級市場 "的
空間數據共享平台，分享政府地理空間數據。由於現時應用的資料有 80%與
位置相關，開放地理空間數據甚為重要，該等數據可用於城市規劃、基建

發 展 、 建 築 設 計 、 運 輸 系 統 、 車 輛 導 航 及 其 他 各 項 用 途 。 請 參 閱

Chow (2019)。  



9 

香港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的競爭力  
 
3.8 香港具備發展人工智能的優勢，可見於其擁有優厚潛力

進行創科學術的研究，以及本地大學在國際排名上取得好成績。但

香港在 "2017 年亞洲人工智能指數 "卻排行尾二，且在 2018/19 年度
"50 大智慧城市政府排名 "(Top 50 Smart City Government Rankings) 23 
排名第十八位。下文各段以各項相關增長動力為基準，即人才、

日常應用、數據、科研和產業發展，評估香港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

的競爭力。  
 
 
人才  
 
3.9 一個國家 /地方是否能成功發展人工智能，取決於其培訓和
吸引人才的能力。本港的經濟發展高度依靠金融及房地產兩個

行業，在此產業結構下，培育科技人才的空間相對狹窄 24。在

2017 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總收生人數中，修讀人工
智能相關學科 25 的大學生總數只佔整體收生人數的 16.7%，低於
修讀商業和管理學科的學生比例 (18.1%) 26。此外，在 2018 年，
本港只有 95 800 人從事資訊科技相關工作，僅佔整體勞動人口的
2.4%。 27 
 
3.10 考慮到人才不足的問題，政府推出了多項輸入人才計劃，

以吸引更多海外專才來港工作和定居。但現時全球各地爭相招攬

人才，而本地的生活成本高昂，削弱了香港在薪酬方面吸引海外

人才的競爭力 28。香港在全球各項宜居城市調查 29 亦得分不高，
反映本地的生活質素欠佳，令人關注香港吸引海外人才的能力。  
 

                                                
23 2018/19 年度排名的研究範圍涵蓋 140 個智慧城市，並根據 10 個分項排名，
包 括 "創 新 生 態 系 統 發 展 "、 "智 慧 政 策 的 推 行 "及 "支 援 計 劃 "。 請 參 閱
Eden Strategy Institute & OXD (2018)。  

24 據本地一名學者估計，截至 2018 年 8 月，本地專上院校人工智能人才數目
不足千人。請參閱 Tang (2018b)。  

25 所指的人工智能相關學科為電腦科學和資訊科技、數學、物理和生物。  
26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a)。  
27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b)。  
28 根據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香港與新加坡及巴黎在 2018 年並列為全球生活
指數最昂貴的城市。  

29 香港在 Mercer 的 "2019 年生活質素調查 "排名第 71 位，儘管在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的 "2019 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數 "(第 38 位 )及 ECA International 的
"2018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調查 "(第 41 位 )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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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政府近年於 2018 年 6 月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成效仍
有待觀察。然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30 則成效不彰。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間，共有 7 093 宗申請獲批，當中
只有 2 603 宗申請屬聘用期不少於 12 個月的長期就業申請 31。在

各宗長期申請中，只有 237 宗申請屬於資訊科技、電訊和生物科技
職位。至於設有名額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32，每年只批出數百宗

申請，遠低於每年 1 000 個的名額數目。  
 
3.12 培育本地人才亦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一環，但 "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 "(STEM)教育被認為是香港創科發展的弱項 33。

政府在 2015 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推廣 STEM 教育的建議，而

2016 年施政報告提出進一步支援措施。香港的學校課程主要透過
科學、科技和數學科推行 STEM 教育，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課程的

高中生雖必須修讀數學科，但科學和科技等科目卻是選修科。  
 
3.13 此外，政府大力投放資源推動 STEM 教育，而教學內容往往
由學校自行規劃 (即校本課程 )。現時，本港對 STEM 學習並無貫徹

一致的策略。在 2018 年，本地媒體曾審視《2018 小學概覽》涵蓋
的 507 間小學，發現當中約 62%提及在校內曾推展 STEM 教育 34，

但各間學校舉辦的人工智能相關學習活動名目差異，包括教授編碼

及三維打印技術，以至與海外國家進行 STEM 學習交流計劃，內容

不一而足。  
 
 
日常應用  
 
3.14 香港使用互聯網服務和智能產品情況普遍，服務 /產品價格
且是市民大眾可以負擔得起，但數碼科技尚未全面融入市民的日常

生活。人工智能科技現時仍未能普及，原因包括 (a)實體店鋪遍地
成群，方便市民親身購物； (b)市民慣於依賴傳統支付方式，例如
他們以八達通支付公共交通車費及小額交易，並以信用卡支付大額

款項；以及 (c)市民使用網上銀行服務時，顧慮個人資料私隱和網絡
安全的風險。  

                                                
30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在 2003 年推出，不設限額，旨在吸引具有認可資歷的
內地優秀人才和專業人才來港工作。  

31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a)。  
32 該計劃在 2006 年 7 月推出，每年吸引 1 000 名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  
33 請參閱 Academy of Sciences of Hong Kong (2016)。  
34 請參閱《明報》 (2018)及 Tang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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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在 2018 年 10 月，Google 香港發表名為《智慧數碼城市
白皮書第二版》 (Smarter Digital City 2.0)的調查報告，指出香港採納
人工智能應用科技的進度緩慢。在 2018 年，香港取得的消費者
數碼指數 (Consumer Digital Index)達 2.44 分，較 2017 年的 2.35 分微升
0.09 個百分點。消費者數碼指數是用以量度數碼參與的程度，最高
數值為 5 分。此外，互聯網雖在香港有頗高的滲透率，但只有 30%
的本地市民視香港為智慧城市，較東京 (53%)和新加坡 (39%)為低。  
 
3.16 《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第二版》亦審視了消費者在旅遊、

金融、零售和生活等方面應用數碼科技的情況 (表 2)。在上述的
4 項領域中，智能旅遊的數碼科技應用指數按年錄得顯著升幅。
其他領域的指數則大致持平，反映邁向智能金融、智能零售及智能

生活的步伐緩慢。  
 
 
表 2   數碼科技應用指數 * 
 

 2017 2018 相對 2017 年的變動  

旅遊  42% 53% +11% 

金融  37% 38% +1% 

零售  48% 44% -4% 

生活  38% 38% 0% 

總項  41% 42% +1% 
註：  (* )  數碼科技應用指數的數值是指每個範疇類別平均使用數碼科技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Google Hong Kong (2018)。  

 
 
數據  
 
3.17 數據是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大要素。根據 Google 香港的
《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第二版》，只有 21%的香港市民認為 "開放
數據 "現時是本港的強項。此外，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6 月 10 日舉行的會議上，有議員表示關注到政府開放數據
的質素和用途 35，當中包括相關政府部門更新 "資料一線通 "的數據
過慢，以及當局或須加強各政策局 /部門在推動開放政府數據方面
的協作。  

                                                
35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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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社會上亦有意見促請當局在不損害市民個人私隱的情況下

開放所有公共數據，充實現時的數據庫，從而推動人工智能

發展 36。部分由公共機構或商業組織收集和管有的數據雖關乎

公眾利益，卻未有予以公開。例如，香港電訊營運商的發牌條件

禁止披露客戶資料，即使有關資料屬不能識別個人身分的綜合匿名

資料，但是此等流動電話數據，即通話詳細紀錄 (Call Detail Records) 37 
和相關手機通話的位置數據，可為城市規劃及商業決策提供參考。  
 
3.19 在亞洲，新加坡容許流動電話營運商向商界和政府機構

提供匿名的電話數據，用作資料分析 (data analytics)之用。 38 例如，
零售商可根據市民出行模式的大數據來決定將來開設店鋪的位置。

同樣，公共機構可追蹤人群聚散模式，藉此更有效調配資源以維持

公共安全。  
 
 
科研  
 
3.20 人工智能創新的另一主要驅動力，來自私營及公營機構在

研發投資方面的承擔。公私營機構研發投資的多寡，可以從研發

開支總額佔生產總值的比率顯示。在香港，自 2000 年以來，相關
比率一直維持在不足 1%的低水平。在 2017 年，香港的研發總開支
佔生產總值的 0.8%，落後於多個已發展經濟體 (例如南韓 (4.55%)和
日本 (3.20%))以及鄰近的深圳 (4.13%)和廣州 (2.48%) 39。即使政府

已在近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承諾投放大量研發撥款，

香港或要加緊努力，急起直追。 40 
 
  

                                                
36 例如，請參閱 Tang (2019a)。  
37 通話詳細紀錄指所有通過電話機樓或任何其他電訊設備的詳細電話紀錄。  
38 請參閱 Tan (2017)。  
39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d)。  
40 例如，對人工智能應用來說，本地市場規模太小，而且欠缺製造業基地，
以致很多研究成果未能商業化。大灣區擁有龐大的市場，以及轉化科研成果

和先進製造的能力，應為本港創科企業提供更多合作機會。請參閱 Budget 
Spee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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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  
 
3.21 在香港，政府一直透過創科基金撥款，鼓勵和協助香港的

企業提升科技水平，並為其業務注入更多創新意念。創科基金撥款

金額由 2008 年的 6 億港元增至 2017 年的 13 億港元 41。然而，

有關金額相比工商界科技創新總開支顯得相形見絀，後者在

2008 年至 2017 年間已由 147 億港元倍增至 295 億港元。此外，
學術界一直關注創科基金各項資助計劃的審批程序，例如負責初步

甄選資助申請的政府官員可能欠缺足夠研發經驗 42。  
 
 
4. 美國  
 
 
4.1 美國是人工智能發展和應用的全球領導者，在尖端科技

研究、半導體技術及製造、人工智能人才匯聚等方面有明顯優勢。

美國擁有全球多家規模龐大的數碼科技企業，例如蘋果、微軟、

亞馬遜、 Facebook 和 IBM43。這些公司坐擁大量企業專有資料、技術

和資本，且能吸引高技術專才加盟，故此一直擔當推動美國人工

智能發展的角色。  
 
4.2 在美國，矽谷一直位處創科發展前沿，是頂尖大學、初創

企業、科技公司和創業投資者的集中地，提供創科所需的人才和

科研配套。矽谷主導着全球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多家全球最大

數碼企業在當地設立總部，亦有 15 000 家至 16 000 家的初創企業
落戶，合共約聘 200 萬名科技人員。  
 
 
  

                                                
41 同上。  
42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b)。  
43 根據 2019 年福布斯全球企業 2000 強，在全球 10 大科技公司中，有 8 間為
美國公司，分別是蘋果 (第一位 )、微軟 (第三位 )、 Alphabet (第四位 )、英特爾
(第五位 )、 IBM (第六位 )、 Facebook (第七位 )、思科系統 (第八位 )及甲骨文
(第十位 )。請參閱 Poncian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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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美國的發展情況  
 
4.3 在 美 國 ， 科 學 和 技 術 政 策 辦 公 室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負責就聯邦政府研發預算向總統提供意見，並為
肩負重大科學和科技職能的聯邦機構訂定研發項目的工作優次。在

國家科技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44 協助下，
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亦負責統籌跨政府機構的研究工作。  
 
4.4 國家科技委員會成立了兩個小組委員會，分別為網絡和

資訊科技研究及發展小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及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
小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負責統籌各個聯邦機構應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工作。國家科技委員會

最近在 2018 年 5 月設立人工智能專責委員會 (Select Committe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負責就跨政府機構人工智能研發項目的工作
優次向白宮提供意見。  
 
 
有關人工智能的政策方針  
 
4.5 儘管美國設有專責行政架構統籌人工智能發展，當地政府

大致上採取市場主導的政策方針，以推動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及

應用。根據這項政策方針的理念，私營界別不必借助政府大力

扶持，可自行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 45。具體來說，美國政府

可依賴當地一些已晉身為全球人工智能龍頭公司的科技巨企，借助

它們推動人工智能發展。  
 
4.6 在市場為主的政策方針下，美國目前並無任何中央主導的

資源投放計劃。美國亦沒有訂定一套協調發展人工智能的全國

策略，以應對這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挑戰。在前總統奧巴馬任期最後

數月，白宮先後發表了 3 份報告推展人工智能發展。接任的特朗普
政府上台後，起初對人工智能科技興起的回應不甚積極，但在面對

嚴峻挑戰下情況取向已有所轉變，因為中國近年在人工智能發展上

逐漸崛起，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帶來重大挑戰。

下文表 3 載列美國近年人工智能政策的發展：  
  

                                                
44 國家科技委員會隸屬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屬內閣層次的委員會，成員
幾乎包括所有內閣官員及行政機關首長。  

45 請參閱 Castro (2019)及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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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人工智能政策的發展  
 
2016 年 5 月  • 白 宮 提 出 《 白 宮 對 人 工 智 能 未 來 發 展 的 倡 議 》

(White Hous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由科學
和技術政策辦公室領導舉辦連串公眾參與活動、政策

分析及工作坊，以探討人工智能的影響。  

2016 年 10 月  • 奧巴馬政府發表兩份有關人工智能的報告：  
(a)  《準備迎接人工智能的未來》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當 中 探 討 人 工 智 能 發 展
現況，並就聯邦政府機構進一步推展人工智能

相關行動計劃提供建議方案；及  
(b)  《全國人工智能研究及發展策略計劃》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當中詳列七大策略，指引美國人工智能研發
活動的方向。  

2016 年 12 月  • 奧巴馬政府發表另一份有關人工智能的報告，名為
《 人 工 智 能 、 自 動 化 及 經 濟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當中探討工序自動化的
影 響 ， 以 及 提 升 人 工 智 能 效 益 和 降 低 所 需 成 本 的

政策。  

2017 年 12 月  • 特朗普政府公布《國家安全策略報告》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Report)，表明美國會優先發展對經濟增長和
安全具關鍵作用的新興科技 (包括人工智能 )。  

2018 年 5 月  • 白宮舉辦美國人工智能行業高峰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Industry Summit)，匯集龍頭科技公司，討論
提升人工智能技術的策略。在該次高峰會上，美國

宣 布 在 國 家 科 技 委 員 會 之 下 成 立 人 工 智 能 專 責

委員會，探討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的工作優次及

投資事宜。  

2019 年 2 月  • 總統特朗普簽署維護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地位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on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推出 "美國 AI 倡議 "(American AI Initiative)，
制訂多管齊下的政策方針以推動人工智能發展。  

2019 年 3 月  • 美國聯邦政府推出名為 AI.gov 的網站，利便公眾瀏覽
政府各項現有的人工智能計劃。  

2019 年 6 月  • 人工智能專責委員會發表《全國人工智能研究及發展
策略計劃》的更新版，內容包括針對聯邦政府就人工

智能研發相關投資的八大指引策略。  

2019 年 9 月  • 白宮舉行高峰會，討論美國政府應用人工智能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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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 上 述 各 份 公 布 的 發 展 藍 圖 中 ， 總 統 特 朗 普 就 "美 國
AI 倡議 "發出的行政命令屬高層次策略，列出美國政府擬在國內
一致推行的政策措施，力求促進人工智能科技。根據這項行政

命令，聯邦政府所有部門及機構須達至以下 6 個策略目標：
(a)促進對人工智能研發的持續投資； (b)加強公眾對聯邦數據、
模型和計算資源的取用； (c)消除使用人工智能科技的障礙；
(d)確保技術標準能將惡意攻擊的風險減至最低； (e)培訓新一代
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及用戶；及 (f)推行保護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
的行動計劃。行政命令亦有針對發展人工智能引致的道德問題，

當中訂明各項相關原則，包括促進公眾對人工智能技術的信任和

信心，以及在應用上保障私隱、公民自由和美國價值觀 46。  
 
 
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的競爭力  
 
4.8 在 6 項人工智能的增長動力中，美國現時在 4 個範疇保持
領先地位，即人才、科研、產業發展和硬件。就其餘 2 個範疇
而言，美國人口規模相對較小，提供的數據有限，對人工智能系統

發展不可或缺的數據基礎帶來一些影響 47。而美國經濟亦有不少

環節尚未全面數碼化，增加了收集、分享和分析數據的難度 48。

此外，美國在人工智能的日常應用亦或未如其他地方普遍，

某程度上是因為當地對人工智能的觀感較為負面；例如，對於

人工智能等創新技術將來可改善僱員生活的想法，不認同的美國

成年人 (35%)較認同者 (30%)為多 49。  
 

 

  

                                                
46 在行政命令公布後，美國政府在 2019 年 2 月提交眾議院第 153 號決議案，
支持制訂指引以確保人工智能發展合乎道德標準。該項決議案建議處理

共 10 項事宜，包括建立具透明度和決策過程可供合理解釋的人工智能
系統、資料私隱和個人資料保障、科技服務的取用和公平性及相關效益，

以及自動化決策系統的責任承擔和監管。  
47 美國在 2018 年的總人口為 3 億 2 700 萬人，少於中國的 13 億 9 000 萬人及
印度的 13 億 5 000 萬人。  

48 請參閱 Castro (2019)。  
4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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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4.9 美國在招攬和挽留本地 /海外人才具有優勢，能吸引他們在
當地接受教育和工作生活，為其帶來莫大裨益。美國有多間世界

頂級大學 50，吸引全球眾多有意在大學本科和深造課程修讀人工

智能科目的學生前來就讀。此外，美國向來是全球最熱門的移民

地點之一，尤其是擁有優秀教育和技術背景的人士 51。  
 
4.10 基於上述因素，美國人工智能科研人員 52  的數目為
全球之冠，在 2017 年有多達 28 536 名人工智能專家，佔全球總數
的 13.9% 53。人工智能科研人才不僅在乎人數多寡，亦在乎人才的

質素。根據《 2018 年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54，美國擁有

5 158 名人工智能領域的頂尖人才，人數居世界之冠，佔全球總數
的 25.2%，亦是排第二位英國的 4.4 倍。  
 
4.11 培訓本地人工智能人才，對人工智能發展亦屬重要。美國

一直大力推動人工智能教育，早於 2011 年便實施多項措施，提升
國民對 STEM 教育的認知，並為 K-12 學生 55 提供 STEM 教育課程。
例如，前總統奧巴馬在 2011 年國情咨文中宣布定下目標，在未來
10 年新增 10 萬名 STEM教師。最近，美國已由提供 STEM教育轉為
推行人工智能教育。在 2018 年 5 月，先進人工智能學會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及 電 腦 科 學 教 師 協 會
Computer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宣布推出聯合計劃，目的是
(a)制訂向 K-12 學生教授人工智能知識的全國性指引；及 (b)決定
每級學生須學習有關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機械人技術的知識 56。  
  

                                                
50 根據 2019 年世界大學聲譽排名 (World Reputation Rankings)，全球 50 間排名最高
學府中，有 27 間位於美國。請參閱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9)。  

51 根據 United Nations (2017)，在 2017 年，有最多國際移民定居的國家是美國，
人數達 5 000 萬，佔國際移民總數的 19%。  

52 人工智能研究人員指曾就人工智能相關題目發表期刊文章或擁有專利權的
人士。  

53 請參閱 Tsinghua University (2018)。  
54 同上。  
55 K-12 是學校班級的統稱，指幼稚園至高中第十二級 (即入讀大專院校前的
一級 )。  

56 先進人工智能學會在 1999 年成立，是一個非牟利科學組織，宗旨之一是
改善人工智能從業員的教學與培訓。與此同時，電腦科學教師協會是一個

專 業 協 會 ， 其 使 命 是 為 全 球 K-12 班 級 電 腦 科 學 教 師 爭 取

"充權 "(empowerment)，促進參與 (engagement)及倡議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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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4.12 一個國家 /地方借助設立人工智能研究所，以持續推動和
擴展人工智能的創新發展。美國在人工智能科研領域享有領先

優勢，擁有多家頂級研究機構。例如，全球五大從事軟件和電腦

服務研發的公司均為美國企業 57。評估某個國家 /地方科研能力的
另一方法，是審視當地發表最多人工智能論文的機構所產生的

影響力。美國在此範疇亦佔領先地位。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以
出版研究人工智能的論文數目最多的 5 間美國機構來說，其領域
權重引用影響系數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58 為 4.0，遠高於歐洲
聯盟 ("歐盟 ")及中國的機構，兩者數字分別為 1.9 和 1.4 59。  
 
 
產業發展  
 
4.13 一個國家 /地方若要完全受惠於人工智能科技，必須有充足
的創業資本和私募投資資金作連繫配套，讓科技發明家獲得開發和

銷售產品或服務所需的資金和專業意見。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間，
美國投入人工智能企業的創業資本和私募投資資金，款額屬全球

最多，估計總金額達 169 億美元 (1,325 億港元 )，高於中國的
135 億美元 (1,058 億港元 )及歐盟的 28 億美元 (220 億港元 ) 60。  
 
4.14 除了私人資金投放額多寡外，人工智能企業的數目和專利

宗數亦有助衡量某個國家 /地方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的強弱。截至
2018 年 6 月，全球共有 4 925 家人工智能企業，當中美國佔
2 028 家，全球最多；中國則位居次席，有 1 011 家。此外，美國
歷來申請的人工智能相關專利宗數亦屬全球最多，達 152 981 宗，
其次是中國 (137 010 宗 )和日本 (83 197 宗 )。 61 
 
 
  

                                                
57 請參閱 Castro (2019)。  
58 領域權重引用影響系數如高於 1.00，即表示出版刊物獲引用的次數多於類似
出版刊物的預期獲引用的次數，後者是根據全球平均引用水平而計算，例如

1.44 分表示有關出版刊物獲引用的次數較全球平均水平多出 44%。  
59 請參閱 Castro (2019)。  
60 同上。  
61 請參閱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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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4.15 人工智能系統的運行須依賴每秒可作大量運算的半導體

裝置，而圖像處理器 62 在近年推動人工智能急速發展。超級電腦
等科技結合中央處理器及圖像處理器裝置，匯集成巨大的計算能

力，能夠有效擴展人工智能系統的功能。  
 
4.16 美國在半導體行業顯著領先，反映於當地研製世界最快

超級電腦的成就。現時，在全球 10 部最快的超級電腦中，有 6 部
位於美國。 63 此外，半導體企業能否突破創新，每每取決於研發
開支的金額，而後者亦決定了哪家企業能研發全球最優良的晶片。

按研發開支計算，2017 年美國有 5 家公司躋身全球 10 大半導體
公司之列 64。此外，圖像處理器是市場進入門檻較高的行業，全球

市場現由 3 家美國公司主導，分別為英特爾 (Intel)、超威半導體
(Advanced Micro Devices)及輝達 (Nvidia)。  
 
 
5. 中國  
 
 
5.1 由於人口漸趨老化和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須探求新出路以

加快提升生產力。憑藉有利的規管環境 65，加上政府大力扶助，

人工智能科技在中國迅速發展。中央政府一直取態積極進取，致力

制訂及推展連串全國性措施，奠定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其中尤其

重要的是 2017 年 7 月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這項
全國人工智能策略旨在引領中國到 2030 年成為人工智能的世界
領先國家。  
  

                                                
62 圖像處理器原用於顯示裝置。近年，以圖像處理器加速電腦運算已成主流，
中央處理器結合圖像處理器產生強大的計算效能，足以配合需要運算大量

數據的人工智能計算程式。  
63 請參閱 Castro (2019)。 
64 該 10 大企業分別是英特爾 (美國 )、高通 (美國 )、博通 (美國 )、三星 (南韓 )、
東芝 (日本 )、台積電 (台灣 )、聯發科技 (台灣 )、美光 (美國 )、輝達 (美國 )及
SK海力士 (南韓 )。請參閱 IC Insights (2019)。  

65 就新科技而言，中國在發展初期採取 "輕度 "監管，鼓勵新科技發展，在
較後期才引入較嚴格規管，令市場可健康發展和加強管理風險。例如，

支付寶在 2005 年推出市場，但規管機構在 11 年後才訂定網上轉帳金額
上限。請參閱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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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國人口眾多，產業結構多元化，提供了大量數據，更

建構起有利人工智能應用的龐大市場，進一步推動人工智能發展。

事實上，中國現時在多個人工智能日常應用的範疇明顯領先，全國

擁有多家龍頭企業，例如百度、阿里巴巴及騰訊 (英文統稱為
BAT 的科技企業集團 )、科大訊飛 (語音智能領先企業 )、大疆創新
(全球最大無人機生產商 )、商湯科技 (全球最大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專注研發電腦視覺和深度學習科技 )。  
 
5.3 中國目前被廣泛視為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經濟體，僅隨

美國之後，而根據 CB Insights66 在 2019 年 2 月發表的年度報告，
中國擁有最多的人工智能獨角獸企業。該份報告指出， CB Insights
每年編製的全球 100 大人工智能初創企業名單中，在 11 家所謂
獨角獸企業中有 5 家來自中國，而商湯科技名列首位，市值達
45 億美元 (353 億港元 ) 67。  
 
 
人工智能在中國的發展情況  
 
5.4 近年，中國一直按照 2017 年 7 月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發展規劃》 (以下簡稱《規劃》 )發展人工智能系統。為有效落實
《規劃》，國務院委託 "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
小組 "(Central Leading Group for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tem and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和 科 學 技 術 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負責領導相關人工智能規劃與項目的方案制訂和
推行。  
 
5.5 在 2017 年，中央在科學技術部轄下新設新一代人工智能
發展規劃推進辦公室 (Next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ion 
Office)，協助推動落實《規劃》。同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戰略諮詢
委員會 (Next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ic Advisory Committee)亦
告成立，成員包括 27 位來自人工智能龍頭企業的知名產業和學術
專家，負責在《規劃》落實期間向有關政府機構提供技術意見和

支援。  
  

                                                
66 CB Insights是追蹤創業投資活動的研究公司。  
67 請參閱 CB Insight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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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工智能的政策方針  
 
5.6 中國採用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政策方針，公布了一系列

政策文件和規劃方案，以指引和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和相關產業的

發展。按重點人工智能政策文件和各份規劃方案公布的時間和

內容，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可分為以下 4 個階段 (請參閱載列於
附錄 II 的相關政策文件和規劃方案 )：  
 

(a) 第一階段 (2013 年前 )醞釀發展，人工智能研發和應用
尚未引起廣泛注意，仍主要停留在學術層面的討論；  

 
(b) 第二階段 (2013 年至 2015 年 )初期發展，社會各界開始
認識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c) 第三階段 (2015 年至 2016 年 )迅速發展，政府公布
一系列人工智能相關政策文件和規劃方案，人工智能

提升為國家戰略；及  
 
(d) 第四階段 (2016 年至今 )穩步發展，社會各界更切實認識
人工智能，而相關政策的關注點更聚焦於具體領域上。  

 
 
5.7 在政府多年來公布的發展藍圖中，就人工智能相關措施和

目標而言，《規劃》所載的內容最為全面，涵蓋一個 "三部曲 "
計劃，目的是到 2030 年將中國發展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
中心 (圖 2)。《規劃》亦列明政府的意向，包括銳意招攬全球頂尖
的人工智能人才、加強培訓本地人工智能團隊，並在促進人工智能

發展的法律、法規和倫理規範等方面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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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2020 年至 2030 年 ) 
 
   2030 年   
  2025 年  所有人工智能理論、

科技和應用達到世界

領先水平，並成為全球

中心  
 
  核心人工智能產業  >  

1 萬億元人民幣  
  人工智能相關產業  >  

10 萬億元人民幣  
 
在產業鏈各個環節、

社會治理和國防建設

方面作深度和綜合

應用。  
 
在中國建立一批全球

領先的人工智能科技

創新基地和人才團隊。  

 
2020 年  部分人工智能科技和

應用達到領先水平，

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實現

重大突破：  
 
  核心人工智能產業  >  

4,000 億元人民幣  
  人工智能相關產業  >  

5 萬億元人民幣  
 
在以下範疇廣泛應用

人工智能科技：智能

製造、智能醫療、智慧

城市、智能農業及國防

建設。完成建立人工

智能基本法律框架 (涵蓋
標準、安全評估和管控

等方面 )。  

人工智能科技達到先進

水平，成為重要經濟

增長點：  
 
  核心人工智能產業  >  

1,500 億元人民幣  
  人工智能相關產業  >  

1 萬億元人民幣  
 
一批中國企業應具備

國際競爭力和取得科技

突破，特別是以下

範疇：大數據智能、

自主智能系統、跨媒介

智能、群体智能及混合

增強智能。  
   
    
資料來源： Development Solutions (2018)。  
 
 
5.8 《規劃》亦訂立多項 "保障措施 "，旨在協助及指引人工
智能的發展和應用。這些措施包括制定法律 /法規及倫理規範，以
確保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加強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倫理和社會問題

的研究；制訂人工智能產品研發設計人員的道德規範和行為守則；

以及加大對數據濫用、侵犯個人私隱及任何違背道德行為的懲罰

措施 68。  
 
5.9 中央政府一直採取主動，積極制訂和推展多項全國性人工

智能策略，而私人企業在中國邁向人工智能領先水平的進程上，亦

被招攬參與其中。中國列出 17 個人工智能發展的重點優先範疇，
號召中國科技公司及研究機構參與所謂 "國家隊 "，努力爭取科技
突破。在 2017 年 11 月，科學技術部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及
科大訊飛列入首批國家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名單。這些公司

各獲指派領導一項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分別是自動駕駛車輛、

智慧城市、醫療影像和語音智能。  

                                                
68 在 2018 年 5 月，中國頒布《個人信息安全規範》，規管企業收集、使用、
轉移和共用個人資料的方式。《個人信息安全規範》特別規定收集方須向

相關人士明確告知收集個人資料的規則及獲得該等人士的同意，規範亦訂定

處理個人信息安全漏洞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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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除獲政府撥款計劃外，加入 "國家隊 "的公司亦可獲中央
政府提供法規支援。這些公司不僅在試驗新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的

自由度較大，亦可取用關鍵的基建設施和數據。例如，百度可在

北京街道上測試自動駕駛車輛，騰訊則獲准在醫療診所和實驗室

進行人工智能科技實驗。同樣，阿里巴巴與杭州當局結成合作

夥伴，共同改善杭州市的交通效率，阿里巴巴獲授權以自動化技術

監察道路情況、規劃巴士路線和調整交通燈訊號。  
 
 
中國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的競爭力  
 
5.11 中國在全球人工智能競賽起步較遲，須在硬件、科研和

產業發展等 3 個核心範疇急起直追。然而，中國亦具備本身的
優勢，例如人工智能應用率較高、易於取得數量龐大的個人數據，

以及與日俱增的人才流入，為中國人工智能經濟騰飛奠下基礎。  
 
 
人工智能的應用  
 
5.12 根據一家管理顧問公司的研究，中國在 2018 年人工智能的
應用率領先世界其他工業國家。在 2018 年，有多達 85%的中國
公司獲評定為 "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企業 " 69 (圖 3)。  
 
 

圖 3   按國家列出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企業的比例 (2018 年 ) 
 
 
 
 
 
 
 
 
 
 
 
 
 
 
資料來源： BGC Gamma (2018b)。  

                                                
69 根據 BCG Gamma (2018b)， "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企業 "定義為目前已採取措施在
部分現行工序應用人工智能，或正試行相關計劃的企業。  

32% 
22% 20% 20% 15% 13% 11% 

53% 

29% 29% 29% 31% 29% 28% 

       
中國  美國  法國  德國  瑞士  奧地利  日本  

 

85% 

51% 49% 49% 46% 42% 39% 

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企業的比例  
試用人工智能的企業  
應用人工智能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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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中國在多個產業群組高度應用人工智能，而大部分國家只

在一些產業高度應用 (圖 4)。  
 
 
圖 4  按國家 /產業群組列出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企業的比例

(2018 年 ) 
 

 中國  美國  法國  德國  瑞士  奧地利  日本  總計  

消費產業  
        

能源  
        

金融服務  
        

醫療  
        

工業  
        

科 技 、 媒 體 、

電訊          
總計  

        
註：  (1 )  數值代表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企業佔相關國家及 /或產業的百分比。顏色顯示有

關企業的相對排位。  
 (2 )  "不適用 "代表調查統計數字不足的產業群組。  
資料來源： BGC Gamma (2018b)。  

 
 
5.14 中國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領先全球，部分原因是人工智能

滲透內地文化，成為生活的重要一環，而頗多內地民眾和企業亦

認同人工智能的價值。根據 2018 年的一項調查 70，在中國認為

人工智能會對整體經濟帶來正面影響的民眾比例達 76%，高於
美國 (58%)、德國 (57%)、西班牙 (55%)、法國 (52%)和英國 (51%)。
中國較廣泛應用人工智能的另一原因，緣於政府由上而下的主導

政策方針，制訂了進取的人工智能策略，並倡導與私人科技公司及

研究機構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的應用 (請參閱上文第 5.8 至 5.9 段 )。  
 
 
  

                                                
70 請參閱 BCG Gamma (2018a)。  

84% 41% 57% 39% 65% 32% 35% 50% 

86% 73% 48% 50% 不適用 67% 38% 67% 

86% 61% 45% 34% 67% 22% 42% 52% 

83% 49% 51% 43% 38% 33% 23% 49% 

83% 49% 43% 60% 35% 44% 32% 55% 

89% 65% 63% 64% 43% 67% 60% 71% 

85% 51% 49% 49% 46% 42% 3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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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5.15 中國人口眾多，在人工智能發展上佔有明顯的數據優勢。

具體來說，中國在 2018 年有超過 8 億名互聯網用戶，多於歐盟及
美國用戶的數目總和 71。互聯網用戶每次進行的網上活動，例如

使用搜尋器、在社交媒體發帖和網購，均會產生大量數據。這種經

互聯網取得大量數據在中國尤為普遍，國內約 95%用戶以流動裝置
連接互聯網 72，而顧客亦已習慣經網上付款購買貨物和服務，而

不會過於顧慮私隱或第三方共享資料的問題 73。  
 
5.16 此 外 ， 內 地 大 型 互 聯 網 公 司 的 業 務 範 圍 日 見 廣 闊 ，

推出一站式的超級應用程式，以照顧用戶的不同需要，而透過這些

程式收集的數據種類和數量均勝過西方企業 74；例如，百度、

阿里巴巴、騰訊現時擁有獨特的數據集，數據資料源自其獨有的

核心服務，包括搜尋、電子商貿和社交媒體 /遊戲。  
 
 
人才  
 
5.17 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發人才數目不及美國。在 2017 年，全球
有逾 190 萬名人工智能工程師，當中約 85 萬人任職於美國，約
5 萬人在中國工作 75。此外， 2017 年全球共有 367 間大學開設
人工智能主修科目，當中 168 間位處美國， 20 間位處中國 76。

儘管如此，中國基於以下兩項因素，可收窄與美國的人才差距：

首先是中國一直致力在人工智能教育投放資源；其次是中國持續

推行多項優惠政策和獎勵計劃，以吸引本地和外來人才。  
 
 

                                                
71 請參閱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72 根據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8)，中國的智能電話使用率頗高，
在 2017 年佔流動服務用戶的 76%。用戶透過智能電話連接互聯網較透過
桌面電腦產生更有價值的數據，因為智能電話裝有感應器 (內置全球定位
系統接收器 )，而且使用者會攜帶到各處使用。  

73 根據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中國在全球零售電子商貿交易佔逾 40%的
比重。  

74 例如，由騰訊擁有的微信應用程式，可供用戶以同一程式召喚的士、預訂
餐飲、預訂酒店房間、管理電話帳單和購買到美國的機票。在美國，上述

服務由 Uber、 Postmates、 Expedia、 Verizon 及 Venmo 等多間不同公司分別提供，
收集得來的數據分散在這些公司之間。請參閱 Castro (2019)。  

75 請參閱 LinkedIn (領英 )  (2017)。  
76 請參閱騰訊研究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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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的投資  
 
5.18 在 2018 年 4 月，教育部發布 "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
計 劃 "(Action Pla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當中提出多項措施，推動人工智能教育，包括： (a)到
2020 年建立 100 個 "人工智能+X"(X 代表任何非人工智能主修科目 )
復合特式專業； (b)到 2020 年編寫 50 本達到國際一流水平的人工
智能教科書、開設 50 個國家級優質人工智能課程、建立 50 間
研究院；及 (c)到 2030 年將中國院校和大學發展為世界主要人工
智能創新中心及人工智能人才搖籃。  
 
5.19 除了培訓大批院校和大學畢業生外，中國亦着力栽培

下一代青少年，以彌補人工智能人才的不足。在 2018 年 1 月，
教育部發布《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和語文等學科課程標準》，內容

包括 (a)將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大數據處理納入新的 "普通高中信息
技術課程標準 "；及 (b)將 "數據與計算 "和 "信息系統與社會 "這兩個
單元列為高中必修科。  
 
5.20 中國亦編撰首本名為《人工智能基礎》的人工智能教科書

供高中學生使用，該書由商湯科技編寫，共有 9 個章節，在
2018 年 4 月發布，現已在中國各地 100 多間學校用作試點課程
教材。此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 6 部供初中及
高中學生使用的人工智能教科書，並計劃在 2019 年再推出 4 部
人工智能教科書。  
 
 
吸引人才計劃  
 
5.21 中國亦正積極挽留本地人才，以及吸引海外人才來華

工作，尤其是海外學成歸來的中國人。內地多個城市均有推行各種

吸引人才的優惠政策，包括容許申請當地戶口 77、房屋福利及 /或
現金獎勵。招攪海外人才的政策已見成效，在 2018 年每 10 名中國
海外留學生便有 8 名回國發展，而相比之下，在 2000 年代初
每 10 名留學生只有 1 名回國。  
 
 
  

                                                
77 戶口指發給中國公民的戶籍，讓其可據此獲得永久居留權及相關社會福利
待遇，如教育、醫療、公共醫療保險及政府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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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6.1 香港在人工智能發展方面具備優勢，擁有世界級學術及

研究人員，但是本地產業結構相對狹窄，而輸入人才計劃成效

不彰，令人關注本港是否有能力培訓和吸引足夠人才，以推動人工

智能發展。在美國，當地有多間世界頂尖大學與研究機構，足以

匯聚全球最優秀的人工智能人才。與此同時，中國一直積極推動

多項優惠政策和獎勵計劃，以吸引本地和海外人才，而有關措施

近年漸見成果。  
 
6.2 在香港， STEM 教育被認為是另一弱項，未能有助培訓人工

智能人才。香港政府一直投入資源發展 STEM 教育，主要透過

數學、科學和科技等學科推行。數學是本港 6 年中學教育的
必 修 科 ， 科 學 和 科 技 卻 是 高 中 選 修 科 。 此 外 ， 本 港 就 推 行

STEM 教育並無貫徹一致的策略，課程往往以學校為本。相反，

美國已在 STEM 教育的基礎上再向前行，計劃擬訂一套全國性

指引，作為向 K-12學生教授人工智能知識的規範。除了培訓院校和
大學畢業生外，中國亦着力栽培下一代青少年，以彌補人工智能

人才的不足。教育部最近將人工智能相關學科列為所有高中的

必修科，而首部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科書亦在 2018 年 4 月發布。  
 
6.3 除了人才培訓外，公私營界別的研發投資亦是人工智能

發展的主要增長動力。然而，香港的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比率，自 2000 年以來一直維持在不足 1%的低水平。至於公共研發
投資，香港一直透過創科基金提供撥款， 2017 年撥款總額為
13 億港元。然而，這金額相比工商界同年達 295 億港元的科技
創新總開支顯得相形見絀。此外，一直有意見關注到創科基金各項

資助計劃的審批程序。  
 
6.4 至於人工智能的應用，香港未能帶動數碼科技融入市民的

日常生活。人工智能科技現時仍未能普及，原因包括實體店鋪遍地

成群，方便市民親身購物，而市民亦慣於依賴傳統支付方式。

此外，對人工智能應用而言，本港市場規模太小，而且欠缺製造業

基地，以致很多研究成果未能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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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在 2019 年 2 月，中央政府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大灣區倡議將香港與內地 9 個城市及澳門連繫起來，建立
一個綜合經濟樞紐，推動香港人工智能創新。大灣區被視為大有

潛力發展成為全球人工智能中心，而香港亦可把握機遇，深化其

作為中國創新技初創企業聯繫人的角色，協助這些企業 "走出去 "。
本地人工智能公司亦可受惠於大灣區較龐大的市場，利用從中獲得

的規模效益，將其研發的人工智能科技和發明成果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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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培訓科技人才及支援科技初創企業的資助  
 

培訓科技人才  

研究員計劃  

• 資助以下機構聘請最多兩名本地畢業生擔任研究員，最長為
期 36 個月  
-  進行研發項目的機構  
-  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與創科租戶  
-  創科創投基金投資的初創企業  

• 每月津貼額：  
-  學士學位： 18,000 港元  
- 碩士學位： 21,000 港元  

博士專才庫  

• 資助以下機構聘請最多兩名博士後專才，最長為期 36 個月  
-  進行研發項目的機構  
-  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與創科租戶  
-  創科創投基金投資的初創企業  

• 每月津貼額： 32,000 港元  

再工業化及科技

培訓計劃  

• 資助企業人員接受高端科技培訓，尤其是與 "工業 4.0"有關的
培訓  

• 每間企業的資助上限為每年 50 萬港元  
• 以 2 (政府 )： 1 (企業 )的配對方式提供資助  

支援科技初創企業  

創科創投基金  

• 與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本地初創企業  
• 基金規模： 20 億港元  
• 以約 1 (政府 )： 2 (風險投資基金 )的配對比例進行投資

(每個項目上限為投資對象所要求投資總額的 40%或
3,000 萬港元，以較低款額為準 )  

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技企業投資

基金  

• 以配對方式與天使投資者或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科技園
公司初創企業  

• 提供種子期 (種子基金 )至 A 輪投資期的資金 (提供資助以加快
企業增長 )  

• 每間公司的投資上限為 800 萬港元  

數碼港創意微型

基金  

• 為具備高發展潛力及創意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提供
種子基金  

• 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10 萬港元  

數碼港投資創業

基金  

• 提供前 A 輪投資期的資金，與投資者共同投資數碼港的初創
企業  

• 每項投資項目的累計投資金額介乎 100 萬港元至 2,000 萬港元  

大學科技初創

企業資助計劃  
• 資助本地大學團隊成立科技初創企業  
• 每間初創企業的資助上限為每年 150 萬元，為期不超過 3 年  

資料來源：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2019)。



30 

附錄 II 
 
 

中國重點人工智能政策文件 /規劃方案  
 

發布日期 政策文件 /規劃方案  描述  

2006 年 2 月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
發展規劃綱要》 (2006-2020) 

將開發智慧感應器和機械人

納入優先發展的前沿科技

項目  
2013 年 2 月  《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

的指導意見》  
概述物聯網發展的主要原則，

並訂定到 2015 年達至技術
突破的短期目標  

2015 年 5 月  《中國製造 2015》  中國首項 10 年計劃，倡議
製造業朝向綠色、創新和

智慧的方向發展  
2015 年 7 月  "互聯網 +"行動計劃  將人工智能列為 11 個優先

發展範疇之一  
2016 年 3 月  《 "十三五 "國家戰略性新興

產業發展規劃 (2016-2020)》  
在中央政府 69 個重點任務
分工方案中，將人工智能

列為第六項重點工作  
2016 年 4 月  《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

(2016-2020) 
訂定中國未來 5 年發展
機器人產業的具體技術目標

及政府策略  
2016 年 5 月  《 "互聯網 +"人工智能三年

行動實施方案》  
訂立形成人民幣千億元級的

人工智能市場規模的目標  
2016 年 8 月  《 "十三五 "國家科技創新

規劃》  
推出一系列 15 項 "科技創新
2030—重大項目 " 

2017 年 2 月  《人工智能 2.0》  將人工智能納入 "科技創新
2030—重大項目 "名單  

2017 年 7 月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
規劃》  

訂定中國到 2030 年成為世界
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

路線圖  
2017 年 12 月 《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

發展三年行動計劃》

(2018-2020) 

力爭到 2020 年，一系列人工
智能產品取得重要突破，

相關產品包括智能服務

機器人及視頻圖像身份

識別系統  
2018 年 4 月  《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

行動計劃》  
提出到 2020 年編寫 50 本達到
國際一流水平的人工智能

教科書、開立 50 個國家級
人工智能課程、建立 50 間
研究院及 100 個 "人工智能 +X"
復合特式專業  

資料來源：來自不同來源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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